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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與他人社交互動中，我們除了觀察他人的行為外，也會對他人的行為作

「解釋」及「預測」。心智理論 (Theory of mind) 是推論或代入他人心智狀態的

能力，例如代入他人的想法、信念、慾望和意圖等，運用此能力去解釋他人的

想法、知覺及預測他們的行為。心智理論可細分成「情緒辨識」、「信念」和

「假裝性遊戲」。 

 
兒童心智理論的發展時期，大約是從 3 到 7 歲。但 3 歲之前，孩子要先掌握以

下技巧才能有效地發展心智理論能力： 

 
1. 留意身邊人們的行為及加以模仿 

2. 辨認他人的情緒並運用詞語表達（例如：開心、傷心、嬲、驚） 

3. 能參與假裝性遊戲 

4. 明白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慾望及喜好 

5. 明白人會作出行為來獲得想要的東西（例如：伸手拿取糖果） 

6. 明白不同情緒所產生的原因及後果（例如：如果我打哥哥，媽媽就會嬲，然

後會鬧我。） 

 



 
 
提升心智理論的方法有： 

 
1. 向孩子交談時多用與心理有關的詞彙 

運用與心理有關的詞彙與孩子溝通，可令孩子更具體地了解自己及別人的心理

狀況。心理有關的詞彙例子有「想」、「假裝」、「知道」、「相信」、「覺

得」及與情緒有關的詞語。平時多留意孩子想表達的意思，再給予回應。例

如：「啊！你想要蛋糕」、「不要怕！你以為我走了，其實我還在」、「媽咪

好嬲因為你打哥哥」。家長亦可多向孩子解釋他人的心理狀況，例如：「美美

收到份生日禮物笑得很燦爛，佢應該覺得好興奮。」 

 
2. 與孩子參與角色扮演遊戲 

角色扮演遊戲鼓勵孩子代入不同的處境及人物的角度思考，藉此推論出相關的

行為。開始扮演時，孩子可先扮作日常生活常見的人物，例如：媽媽、醫生、

老師和司機。家長要留意，在遊戲中無論說話和行為都要代入所扮的角色。此

活動能幫助孩子從不同社交情境中體驗各種情緒、想法及互動情況，亦在當中

學習觀察、模仿、預知、檢討及調整自己的想法及行為。 

 



 
 
希望家長能在日常生活善用機會，與孩子多分享、多溝通，讓他們學會「睇人

眉頭眼額」，成為一個「讀心神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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