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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N: Cantonese version  

多語敍事能力評估量表 (粵語版) 

Angel Chan, Kelly Cheng, Rachel Kan, Anita M-Y. Wong, Janice Wong, Tim Cheng, Amelie 

Cheung, Karen Yuen, Barbie Chui, Joyce Lo, Natalia Gagarina 

《多語言敍事能力量表》（MAIN）是一套於 2012 年設計的評估工具，目的是評估兒

童的敘事能力。MAIN 的創辦原意主要為約三至十二歲、自出生或幼年起已開始習得一種或

多種語言的兒童而設。近年研究亦發現，本量表可應用於年齡較大的兒童、青少年，甚至成

年人身上。本量表能夠評估同一位兒童在不同語言，及不同引導模式（「故事範例」、「故

事重述」、「講述故事」）下的理解和表達能力。MAIN（2012 年版）是基於大量試點研究

後所研發而成。當中涵蓋了多達 15 種語言和語言組合，並邀請了超過 500 名三至十二歲的單

語及雙語兒童參與其中。 

MAIN（英語原文版）於 2019 年作出部分修訂。研究團隊於 2013 至 2019 年期間在德

國、俄羅斯及瑞典向超過 700 名單語及雙語兒童進行評估。評估後，MAIN 根據收集到超過

2500 份 MAIN 敘事轉錄謄本及大約 24000 個對 MAIN 理解題目所作出的回答為量表作出修

訂。此《多語言敍事能力量表》是 MAIN（英語原文版）的 2019 年最新修訂版的粵語(廣東

話)譯本。 

MAIN 包含四個平行的故事，每一個都配有六張精心設計的圖片。這些故事都控制了

以下變數：認知與語言的複雜程度、宏觀及微觀結構的對應程度、以及文化上的適合和穩定

程度。 

雖然 MAIN 仍未進入標準化常模參照的階段，其標準化的評測程序可用於評估、臨床

及學術研究用途。有關如何使用 MAIN 的詳細資料，可參閱刊登於第 64 期的 ZAS Papers in 

Linguistics (2020, pp.xiii-xxi) 的文章（以英語撰寫） “Background on MAIN – Revised, how to use 

it and adapt it to other languages”；及參閱下列網址：https://zaspil.leibniz-zas.de/issue/view/55。 

本文件包含：  

• 評估指引 

• 四個故事（即《貓》、《狗》、《小鳥》和《小山羊》）的評估程序及評分表 

• 語言背景問卷 

• 四個故事的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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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指引 

MAIN 的設計原本旨在評估約三至十二歲的兒童，但亦能用於評估年齡較大的兒童、

青少年，以及成年人上。MAIN 評估受試者對敍事的理解能力及表逹能力，並提供不同的引

導模式——故事範例、故事重述及故事講述。引導模式的選擇 (如進行「故事範例」 / 「故事

重述」後再進行「故事講述」、或只進行「故事講述」)，取決於評估的目的及評估時的需要。

測試者可自行決定。 

 

MAIN 的設計可以評估同一名多語發展兒童理解和表達每種語言時的情況，而任何一

種語言都可於評估順序中先被評估。評估雙語兒童時，為了盡量減低跨語言影響，以及前一

次評估對下次評估所造成的練習效應，兩種語言的評估時間應相隔四至七天方為理想。此外，

較為理想的做法是避免由同一位評估員為兒童進行兩種語言的測試，以便為每種語言製造單

一語言環境，以及減低出現語碼轉換的情況。 

 

所需物資 

• 四套故事連環圖：《貓》、《狗》、《小鳥》和《小山羊》（每個故事一式三份，全彩色

打印）；每份連環圖須單獨放入信封（共需十二個信封） 

• 四個故事講稿（《貓》、《狗》、《小鳥》和《小山羊》） 

• 錄音／錄影器材 

• 評分表：用作故事宏觀結構分析、內在狀態詞（Internal State Terms, IST）、及敍事理解能

力問題 

• 語言背景問題（家長調查問卷） 

 

使用說明 

物資準備 

1. 從 www.leibniz-zas.de/en/service-transfer/main 下載相關的故事插圖。 

2. 以彩色高品質打印機打印每個 PDF 檔（即每套故事），一式三份（紙張大小為 A4，每格

插圖的尺寸大小須固定為 9 x 9 cm）。 

3. 於每張插圖背面標記上數字 1-6。 

4. 把兩行圖片剪開。 

5. 如下圖展示般把插圖黏貼成連環圖的模樣，然後摺疊兩次（即：圖一、圖二、摺疊；圖三、

圖四、摺疊；圖五、圖六） 

 注：請不要剪下並使用下列的摺疊教學圖例作正式評測的工具。 

 

 

 

 

 

 

 

 

 

 

 

6. 將每套連環圖分別放入一個單獨的信封，並以不同顏色或標記（如：圓點）標注加以識辨

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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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進行評估 

• 確保評估員已經熟習所有故事的評估程序及指引。 

• 備妥所需錄音 / 錄影器材以作記錄。請於熱身環節之前開始錄製，並確保把整個評估過程

（包括兒童回答理解問題時的所有對話）錄音 / 拍攝。  

• 熱身環節應根據評估員的個人經驗和文化背景進行調整。藉着熱身環節中的交談，與兒童

建立融洽的關係，並透過向他發問一些問題以確保他能夠理解簡單的疑問句（例如：「邊

個係你最好嘅朋友？」、「你鍾意睇乜嘢電視節目？」、「你鍾唔鍾意講故仔？」、「你

鍾唔鍾意聽故仔？」） 

• 在評估開始前，評估員必須確保桌面上已備妥三個裝有同樣故事插圖的信封（此舉目的是

為了讓兒童相信評估員並不知道信封內的故事內容，以撇除展示故事插圖時帶來的共通資

訊所產生的影響）。 

• 評估員須依從每個故事的評估程序來進行評估。請遵照建議的指引向兒童給予提示（詳情

可參閱《提示》部分）。 

• 有關插圖展示的補充說明：評估進行時，評估員應坐在兒童的對面，以便兒童把插圖朝向

他自己且不讓評估員看到。當兒童從信封內拿出插圖後，可讓兒童打開插圖，並指示他從

第一張插圖開始閱讀整個故事。這時，評估員要說：「你而家睇吓啲圖畫。不過你記住唔

可以俾我睇到喎！淨係你先可以睇到個故仔㗎咋。」。（若該名兒童未能自行拿著或打開

插圖，評估員可代為協助。注意：故事插圖必須朝向兒童，背向評估員。） 

• 當兒童準備好講述故事時，評估員應協助他把插圖再次摺疊成三部分。評估員可以在兒童

仍手持插圖的情況下，指示摺疊插圖的過程，而評估員毋須看到該些圖片。然後，指示兒

童看首兩張插圖而同時開始講故事。當兒童看完圖一及圖二後，指導他打開接下來的兩張

插圖（現在，圖一至圖四應已打開）。當兒童完成講述圖三及圖四後，指導他打開餘下的

兩張插圖，使整個故事（全六張插圖）都展示於兒童眼前。 

• 當兒童把整個故事講述 / 重述完後，評估員應向兒童表示：「我而家會問你一啲關於呢個

故仔嘅問題。」以開始進行理解問題部分。評估員在發問期間，請確保將所有故事插圖打

開並展示於桌面，讓評估員和兒童均可清晰看見。 

• 評估員須於評估完成後把所有錄音內容轉錄成文字，並在評分表上為兒童的表達及理解能

力評分。 

• 謹記：評分表只列出部分合適措辭，並未盡錄所有可能出現的回答。若兒童能以適當的字

眼表達出相應的宏觀結構組成元素（目標、行動、結果、內在狀態詞（IST ）），亦可給

予相應分數。細節可參閱使用手冊。 

 

提示 

1. 評估員切勿為兒童提供故事的開首部分，應鼓勵兒童自己主動開始講述故事。評估員可指

着插圖說：「你講個故仔俾我聽呀！」 

2. 當兒童出現超過十秒的停頓時間，評估員才可以向他作出提示。在此情況下，可先說：

「好喇……」、「OK……」或「到你喇……」。評估員給予提示時需要非常小心，以避

免對不同研究組別的評測結果造成差異（即實驗者效應）。經第一次提示後可再等待十秒

左右，若兒童依然保持沉默，評估員則說：「可唔可以話俾我聽個故仔係講咩㗎？」，以

鼓勵他講述故事。若受試兒童於講述故事途中突然靜默，則可說「仲有呢？」、「你繼續

講呀」、「你講多啲俾我聽呀」或「我地一齊睇吓個故仔跟住發生咩事」，以鼓勵他繼續

講述故事。 

3. 兒童對於故事角色的稱謂並不重要，評估員無需對此作出任何糾正。但若果兒童無法表達

某種動作、故事角色等，並無法繼續講述故事或向評估員尋求協助，評估員可鼓勵他，說：

「你鍾意叫佢做咩就做咩啦」或「你想點叫佢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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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評估員應避免向兒童發問下列問題（目的：避免打亂或影響兒童的敍述、減少兒童使用不

完整句子的情況、以及避免指示性用語）： 

i. 「佢做緊乜野呀？」、「邊個喺度跑緊呀？」 

ii. 「呢個咩嚟㗎？」、「你喺幅圖入面見到乜野/邊個呀？」 

5. 如果兒童從他的經歷開始講故事，如：「我今朝早見到一隻雀仔」或「我放咗學之後會同

媽媽一齊去超級市場……」，評估員可給予時間先讓兒童講述這些經歷，然後才溫和地邀

請他講述插圖中的故事。（毋須分析與故事內容無關的部分。） 

6. 兒童每完成講述兩幅插圖時，評估員可按個人經驗和背景文化對孩子作出鼓勵。例如：

「好好呀！」、「好叻呀！」等等。（這也方便轉錄員配對每段故事敍述至相應的插圖）。

若評估員認為此舉會擾亂兒童的故事敍述及思路，則毋須跟從。 

 

如何比較/ 避免比較每個故事之間的結果 

• 為雙語兒童進行評估時，應避免採用《貓》及/或《狗》故事為其中一種語言作評估，及

同時採用《小鳥》及/或《小山羊》故事為另一種語言作評估。 

• 同時，應避免於一個測試點中採用《貓》及/或《狗》故事，而另一個測試點則採用《小

鳥》及/或《小山羊》故事作評估。 

• 原因：研究員不能假設 MAIN 的四個故事在所有方面都完全對等，而簡單地把它們作全面

性的比較。根據目前所得的結果顯示，這四個故事有細微的差異，特別是關於故事理解問

題的部分。《小鳥》和《小山羊》大致平衡。《貓》和《狗》亦然。唯《貓》和《狗》與

《小鳥》和《小山羊》之間在某些部分存在差異，如：故事情節、角色數量，以及部分理

解問題。 

因此，請確保沒有把不同的情況作直接的對比。 

• 當使用 MAIN 為一個兒童組別進行評估時，請確保使用合適的對抗平衡設計 

（counterbalancing design），盡量減少因使用不同故事 及/或 不同引導模式（「故事講

述」 、「故事重述 」、 「故事範例」）所造成的影響。 

 

為研究用途而設的對抗平衡設計 (counterbalancing procedures) 

評估中所測試的語言及故事應採用對抗平衡設計。（《貓》/《狗》——（主要用於）故事重

述/故事範例；《小鳥》/《小山羊》——（主要用於）故事講述。）請採用下表的對抗平衡

設計（如只測試一種語言，則按下表編號 1, 2, 5 及 6 或編號 3, 4, 7 及 8 的次序隨機配對。）： 

 

兒童

編號 
語言 

故事重述/ 

故事範例 
故事講述 語言 

故事重述/ 

故事範例 
故事講述 

1 第一語言 貓 小鳥 第二語言 狗 小山羊 

2 第一語言 貓 小山羊 第二語言 狗 小鳥 

3 第二語言 貓 小山羊 第一語言 狗 小鳥 

4 第二語言 貓 小鳥 第一語言 狗 小山羊 

5 第一語言 狗 小鳥 第二語言 貓 小山羊 

6 第一語言 狗 小山羊 第二語言 貓 小鳥 

7 第二語言 狗 小山羊 第一語言 貓 小鳥 

8 第二語言 狗 小鳥 第一語言 貓 小山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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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規範：《貓》 

故事講述 / 故事重述 / 故事範例 

 

受試兒童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年齡（以月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觸第二語言的時間（以月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學校入學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開始前，請確保所有信封均已放在桌面，並備妥錄音 / 錄影器材為隨後環節錄音/影。請

於熱身環節開始前錄音/影。 

 

熱身環節 

可以發問以下問題：1) 邊個係你最好嘅朋友？ 2) 你鍾意睇乜嘢電視節目？ 3) 你鍾唔鍾意講

故仔？ 4) 你鍾唔鍾意聽故仔？ 

 

指引 

進行「故事講述」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一個信封之後呢，你就要講嗰個故仔俾我聽㗎喎。」打開所有插圖令

受試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 「你睇吓個故仔。你睇吓啲圖片先，但係我唔可以

睇啲圖片㗎，淨係你先可以睇到啲圖片。（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然後，對他說 :「我想你講個故仔俾

我聽。你睇住啲圖畫，盡力去講一個最好聽嘅故仔。」若該兒童不願意開始講述故事，則可

作出適當的提示：「講個故仔俾我聽呀」並指向插圖。當他完成講述有關第一、二幅插圖的

故事內容後，可打開接下來的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重覆以上步驟

直至該兒童完成講述整個故事。若兒童於講述故事途中突然靜默，可作出適當的提示：「仲

有冇呀？」、「繼續呀」、「講多啲呀」、「睇吓個故仔仲有咩先」。若受試兒童未有明確

表示故事結束就已停止說話，則可向他說「你講完就話我知呀」。 

當兒童完成講述故事後，可讚賞一下他才接着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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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故事重述」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咗個信封之後呢，我就會講嗰個故仔俾你聽。」打開所有插圖令受試

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你睇吓個故仔先。（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我而家

講呢個故仔俾你聽先，跟住你再講返一次俾我聽。」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並說:「個故事一開始係咁嘅。（指向

第一幅圖）有一日，有隻貪玩嘅貓仔見到一隻黃色嘅蝴蝶坐喺棵草叢上面。佢想捉住隻蝴蝶，

於是撲埋去。喺呢個時候，有個笑笑口嘅男仔釣完魚番嚟，一隻手拎住個桶，另一隻手攞住

個波。佢見到貓仔追住蝴蝶。」 

接着打開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並說:「蝴蝶好快咁飛走咗。貓

仔為咗捉蝴蝶，唔小心跌咗入草叢度。佢覺得好痛同好嬲。個男仔嚇到鬆開手，搞到個波跌

咗。當佢見到個波碌咗落水度，就大叫：『嗚…我個波呀！』佢好傷心，好想執番個波。喺

呢個時候，貓仔留意到男仔個桶，心諗『我想食條魚呀！』」 

最後打開第五、六幅插圖（現可看到全六幅圖片），並說:「同一時候，個男仔開始用魚

竿喺水拉番個波上嚟。佢冇留意到貓仔已經躐咗一條魚。最後，貓仔就好高興咁食嗰條好好

味嘅魚，而個男仔就攞番個波，覺得好開心。」 

最後，說:「個故仔講完喇。」以示意故事完結。 

跟着，將圖片合上，讓受試孩童只看到首兩幅插圖，然後跟他說:「而家我想請你講番呢

個故仔喎，你睇住啲圖畫，盡力去講一個最好聽嘅故仔。」若該兒童不願意開始重述故事，

可指向插圖並加入適當的提示:「講個故仔俾我聽呀」，以作鼓勵。當他完成重述首兩幅圖片

的故事後，可翻開接下來的兩幅圖片（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重覆以上步驟直至該兒

童完成重述整個故事。若兒童於講述故事途中突然靜默，可加入適當的提示:「仲有冇呀？」、

「繼續呀」、「講多啲呀」、「睇吓個故仔仲有咩先」。若受兒童未有明確表示故事重述結

束就已停止說話，則可向他說「你講完就話我知呀！」。 

當兒童重述完成後，可讚賞一下他才接着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進行「故事範例」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一個信封之後呢，我就會講嗰個故仔俾你聽。」打開所有插圖令受試

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你睇吓個故仔先。（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我而家

講一個故仔俾你聽，講完之後會問你一啲問題。」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並說:「個故事一開始係咁嘅。（指向

第一幅圖）有一日，有隻貪玩嘅貓仔見到一隻黃色嘅蝴蝶坐喺棵草叢上面。佢想捉住隻蝴蝶，

於是撲埋去。喺呢個時候，有個笑笑口嘅男仔釣完魚番嚟，一隻手拎住個桶，另一隻手攞住

個波。佢見到貓仔追住蝴蝶。」 

接着打開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並說:「蝴蝶好快咁飛走咗。貓

仔為咗捉蝴蝶，唔小心跌咗入草叢度。佢覺得好痛同好嬲。個男仔嚇到鬆開手，搞到個波跌

咗。當佢見到個波碌咗落水度，就大叫：『嗚…我個波呀！』佢好傷心，好想執番個波。喺

呢個時候，貓仔留意到男仔個桶，心諗：『我想食條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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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打開第五、六幅插圖（現可看到全六幅圖片），並說「同一時候，個男仔開始用魚

竿喺水拉番個波上嚟。佢冇留意到貓仔已經躐咗一條魚。最後，貓仔就好高興咁食嗰條好好

味嘅魚，而個男仔就攞番個波，覺得好開心。」 

最後，說:「個故仔講完喇。」以示意故事完結。 

跟着，便可開始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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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紙：《貓》 

第一部分：表達能力 

Ａ）故事結構； Ｂ）結構複雜度； Ｃ）內在狀態詞 (ＩＳＴ) 

 

A) 故事結構 

  
正確回應的例子1 分數 

A1. 場景 

時間及/或地點的指示，例：從前/ 有一日/ 好耐之

前… 

喺 湖邊/ 河邊/ 水邊 / 岸邊 / 草地… 

0    1    22 

情節 1： 貓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貓仔、蝴蝶） 

A2. 
IST 

（起始事件） 

貓仔     貪玩 / 好奇。 

貓仔     見到隻蝴蝶。 
0    1 

A3. 目標 

貓仔   想(要) / 諗住 / 要  [捉隻蝴蝶 / 得到隻蝴蝶  

               / 追隻蝴蝶 / 同蝴蝶玩] 

 (為咗) 去 + 動詞 [捉、得到、玩] 

0    1 

A4. 行動 

貓仔   [撲 / 跳]   [埋去 / 上去] 

貓仔   追 / 開始去追 

貓仔   嘗試去 + 動詞 [捉、得到、躐、攞] 

0    1 

A5. 結果 
貓仔    跌咗入草叢 / [得/捉] 唔到隻蝴蝶 / 唔夠快 

   蝴蝶    逃走咗/ 飛走左/ 太快 
0    1 

A6. IST（反應） 
貓仔    好失望 / 嬲 / 痛 (受傷) 

蝴蝶    好開心 / 高興 
0    1 

情節 ２： 男仔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男仔） 

A7. 
IST 

（起始事件） 

男仔   好傷心 / 唔開心 / 擔心個波  

/ 見到個波喺水上面 
0    1 

A8. 目標 
男仔   決定 / 想 (要) / 諗住 / 要    [攞 / 執   返個波] 

              (為咗) 去 + 動詞 (攞、執) 
0    1 

A9. 行動 
男仔   拉 (緊) 個波上嚟  /  嘗試 (緊) 喺水度拉返個 

           波上嚟 / 用魚竿拉 (返) 個波上嚟 
0    1 

A10. 結果 
男仔    [攞 (得) / 執 (得)]  返個波  /  失而復得 

個波    俾人救返 
0    1 

A11. IST（反應） 
男仔   （[攞 / 執]   返個波而覺得）好高興 / 開心 

              / 滿足 / 欣慰 / 安心 
0    1 

情節 ３： 貓仔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貓仔） 

A12. 
IST 

（起始事件） 

貓仔  好肚餓 / 好奇 / 好鍾意(嗰)啲魚 

貓仔  [見到 / 留意到]  啲魚 
0    1 

A13. 目標 
貓仔   決定/ 想 (要)/ 諗住/ 要  [攞/ 躐/ 食/ 要/ 偷] 魚 

（為咗）去 + 動詞 (食、攞) 
0    1 

 
1 如評分紙上沒有提及該名兒童的回應答案或評估員有任何疑問，請參閱操作手冊。 

2 錯誤或沒有任何回應者零分；正確答案則獲一分；若回答中同時指示時間及地點則獲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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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4. 行動 

貓仔    攞緊 / 拉緊 / 拎緊 / 偷緊    啲魚 

貓仔    [躐 / 拉 / 拎]  啲 魚  出嚟 (出個籃)  

            / 伸手去 [攞 / 拎] 啲魚 

貓仔    嘗試去 + 動詞（攞、拎） 

0   1 

A15. 結果 貓仔    食到 / 得到     魚 0    1 

A16. IST（反應） 
貓仔    好滿足 / 高興 / 得意 / 唔肚餓  / 開心  

          （或其他） 
0    1 

A17. 總分（共１７分）： 
 

 

 

B) 結構複雜度 

「行動-結果」結構

的出現次數 

只有「目標」（沒有

表達「行動」或「結

果」）的出現次數 

「目標-行動」或「目

標-結果」結構的出現

次數 

「目標-行動-結

果」結構的出現次

數 

B1. B2. B3. B4. 

 
   

 

C) 內在狀態詞 (IST) 

C1.  故事中包含 IST 的總數。 IST 包括： 

感知狀態詞，例如：睇、聽、覺得、聞； 

生理狀態詞，例如：口渴、肚餓、攰、痛、受傷；  

意識詞，例如：活著／生存著、清醒、瞓着； 

情感詞，例如：傷心、開心、高興、嬲、擔心、失望、驚、嚇親、自豪 

      、勇敢、（覺得）安全、欣慰、驚訝；  

思想狀態動詞，例如： 想要、覺得/諗、知道、唔記得、決定、相信、好奇 

         、計劃； 

言語性動詞 / 與說話相關的動詞，例如：講、叫、大嗌、警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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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理解能力 

 
 

正確回應的例子 錯誤回應的例子 分數 

0 你鍾唔鍾意個故仔？ 熱身問題（不用評分） 

D1. 

點解貓仔撲埋去／跳向前

？ 

(指向第一、二幅圖 ) 

(情節 1：目標 ) 

想 (要) / 諗住 / 要    [得到嗰

隻蝴蝶 / 捉嗰隻蝴蝶 /追嗰

隻蝴蝶 / 同蝴蝶玩]  

想要隻蝴蝶  

 (為咗)去 + 動詞(攞、拎) 隻

蝴蝶 

 走(緊) / 跑(緊)  

/ [想/諗住]  跳 

 

貓仔成日都  [好緊張 /

跳嚟跳去 / 跳跳紮] 

0   1 

D2. 

貓仔覺得點？／貓仔有咩

感受？ 

(指向第三幅圖 ) 

（IST(反應)） 

好嬲 / 唔開心 / 失望  

/ 痛 (受傷) / 痛苦/ 唔舒服  

/ 感覺唔好 

開心 / 快樂 0    1 

D3. 

點解你覺得貓仔好嬲/失望

/好痛3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D2 時未
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由，則
需發問 D3；若回答 D2 時能
作出正確的解釋，可跳過 D3

並直接發問 D4，而 D3 則直
接得一分。)  

[捉 / 得]   唔到隻蝴蝶 

/ 跌咗落草叢度 

/ 佢跌落草叢度整親/㓤親 

(隻)蝴蝶   逃走咗 / 走甩咗 

任何不合適或毫不相

關的答案 
0    1 

D4. 

點解個男仔放咗魚竿喺水

度？ 

(指向第五幅圖 ) 

(情節 2：目標 ) 

想 (要) / 諗住 /要   [拎(返)/ 

攞 (返) 個波]  

/ 想要返(佢)個波  

/ 失而復得 

(為咗) 去＋動詞 (攞(返) / 拎

(返)) 佢個波 

要去水入面玩 0    1 

D5. 

個男仔覺得點呀？／個男

仔有咩感受呀？ 

(指向第六幅圖) 

（IST(反應)） 

好高興/ 開心/ 滿足 唔開心 / 傷心 / 嬲 0    1 

D6. 

點解你覺得個男仔好開心4 

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5 時
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由，
則需發問 D6；若回答 D5 時
能作出正確的解釋，可跳過
D6 並直接發問 D7，而 D6 則
直接得一分。)  

（佢已經）攞返個波 / 失而

復得 

[可以 / 能夠] + 動詞（攞、

拎） 

 

佢笑緊 / 佢望落去似

好開心（或其他不合

理答案） 

0    1 

 
3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2 回答中提及的 IST字詞。 

4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5 回答中提及的 IST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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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點解貓仔要躐條魚呢？ 

(指向第五幅圖) 

(情節 3：目標) 

決定 / 想 (要) / 諗住 / 要    

[食/ 要/ 偷]    魚  

趁男仔冇注意到嘅時候 

攞 / 拎 / 捉    唔到隻蝴蝶 

 / 唔能夠   攞/拎/捉  到隻

蝴蝶 

貓  鍾意 魚（一般意思） 

魚  好味/ 好食 

想同魚一齊玩 0    1 

D8. 

如果個男仔見到貓仔，個

男仔會覺得點/有咩感受?  

(指向第六幅圖) 

(IST(反應) ) 

唔開心 / 嬲 / 傷心 / 心情唔好 高興 / 開心 / 好 / 滿足 0    1 

D9. 

點解你覺得個男仔唔開心 

/ 嬲5 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8 時
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由，
則需發問 D9；若回答 D8 時
能作出正確的解釋，可跳過
D9 並直接發問 D10，而 D9

則直接得一分。)  

貓仔  食咗/食緊/ 攞咗  佢啲

魚 

 

個男仔  想(要) / 諗住/ 要    

[食番 / 要番]  (佢自己啲)魚 

 

呢啲魚係個男仔嘅 

魚竿跌咗喺地上（或

其他不合理答案） 
0    1 

D10. 
個男仔會唔會同貓仔做朋

友？  點解？ 

唔會 – 給予至少一個理由

（貓仔  食咗 / 偷咗  啲魚 ）

或其他合理答案 

會/ 我唔知道/ 其他不

合理答案 
0    1 

D11.                                                        總分（共１０分）： 
 

 

  

 
5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8 回答中提及的 IST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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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規範：《狗》 

故事講述 / 故事重述 / 故事範例 

 

受試兒童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受評估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年齡（以月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觸第二語言的時間（以月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學校入學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開始前，請確保所有信封均已放在桌面，並備妥錄音 / 錄影器材為隨後環節錄音/影。請

於熱身環節開始前錄音/影。 

 

熱身環節 

可以發問以下問題：1) 邊個係你最好嘅朋友？ 2) 你鍾意睇乜嘢卡通片？ 3) 你鍾唔鍾意講故

仔？ 4) 你鍾唔鍾意聽故仔？ 

 

指引 

進行「故事講述」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一個信封之後呢，你就要講嗰個故仔俾我聽㗎喎。」打開所有插圖令

受試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 「你睇吓個故仔。你睇吓啲圖片先，但係我唔可以

睇啲圖片㗎，淨係你先可以睇到啲圖片。（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然後，對他說 :「我想你講個故仔俾

我聽。你睇住啲圖畫，盡力去講一個最好聽嘅故仔。」若該兒童不願意開始講述故事，則可

作出適當的提示：「講個故仔俾我聽呀」並指向插圖。當他完成講述有關第一、二幅插圖的

故事內容後，可打開接下來的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重覆以上步驟

直至該兒童完成講述整個故事。若兒童於講述故事途中突然靜默，可作出適當的提示：「仲

有冇呀？」、「繼續呀」、「講多啲呀」、「睇吓個故仔仲有咩先」。若受試兒童未有明確

表示故事結束就已停止說話，則可向他說「你講完就話我知呀」。 

當兒童完成講述故事後，可讚賞一下他才接着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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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故事重述」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咗個信封之後呢，我就會講嗰個故仔俾你聽。」打開所有插圖令受試

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你睇吓個故仔先。（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我而家

講呢個故仔俾你聽先，跟住你再講返一次俾我聽。」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並說:「個故事一開始係咁嘅。（指向

第一幅圖）有一日，有隻貪玩嘅狗仔見到一隻灰色嘅老鼠喺棵樹附近坐，佢想捉住隻老鼠，

於是撲埋去。喺呢個時候，有個笑笑口嘅男仔行完街返嚟，一隻手拎住袋腸仔，另一隻手攞

住個氣球。佢見到狗仔追住老鼠。」 

接着打開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並說: 「老鼠好快咁跑走咗。

狗仔為咗捉佢，唔小心撞咗落棵樹度，佢覺得好痛同埋好嬲。個男仔嚇到鬆開手，搞到個氣

球飛走咗，當佢見到個氣球飛咗上棵樹度，就大叫：『啊！ 我個氣球呀！』佢好傷心，好想

攞返個氣球。喺呢個時候，狗仔留意到男仔個袋，心諗：『我想食腸仔呀！』」 

最後打開第五、六幅插圖（現可看到全六幅圖片），並說: 「同一時候，個男仔開始喺

樹上面拉返個氣球落嚟，佢冇留意到狗仔已經躐咗一條腸仔。最後，狗仔就好高興咁食嗰條

好好味嘅腸仔，而個男仔就攞返個氣球，覺得好開心。」 

最後，說:「個故仔講完喇。」以示意故事完結。 

跟着，將圖片合上，讓受試孩童只看到首兩幅插圖，然後跟他說:「而家我想請你講番呢

個故仔喎，你睇住啲圖畫，盡力去講一個最好聽嘅故仔。」若該兒童不願意開始重述故事，

可指向插圖並加入適當的提示:「講個故仔俾我聽呀」，以作鼓勵。當他完成重述首兩幅圖片

的故事後，可翻開接下來的兩幅圖片（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重覆以上步驟直至該兒

童完成重述整個故事。若兒童於講述故事途中突然靜默，可加入適當的提示:「仲有冇呀？」、

「繼續呀」、「講多啲呀」、「睇吓個故仔仲有咩先」。若受兒童未有明確表示故事重述結

束就已停止說話，則可向他說「你講完就話我知呀！」。 

當兒童重述完成後，可讚賞一下他才接着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進行「故事範例」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一個信封之後呢，我就會講嗰個故仔俾你聽。」打開所有插圖令受試

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你睇吓個故仔先。（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我而家

講一個故仔俾你聽，講完之後會問你一啲問題。」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並說:「個故事一開始係咁嘅。（指向

第一幅圖）有一日，有隻貪玩嘅狗仔見到一隻灰色嘅老鼠喺棵樹附近坐，佢想捉住隻老鼠，

於是撲埋去。喺呢個時候，有個笑笑口嘅男仔行完街返嚟，一隻手拎住袋腸仔，另一隻手攞

住個氣球。佢見到狗仔追住老鼠。」 

接着打開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並說:「老鼠好快咁跑走咗。狗

仔為咗捉佢，唔小心撞咗落棵樹度，佢覺得好痛同埋好嬲。個男仔嚇到鬆開手，搞到個氣球

飛走咗，當佢見到個氣球飛咗上棵樹度，就大叫：『啊！ 我個氣球呀！』佢好傷心，好想攞

返個氣球。喺呢個時候，狗仔留意到男仔個袋，心諗：『我想食腸仔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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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打開第五、六幅插圖（現可看到全六幅圖片），並說「同一時候，個男仔開始喺樹

上面拉返個氣球落嚟，佢冇留意到狗仔已經躐咗一條腸仔。最後，狗仔就好高興咁食嗰條好

好味嘅腸仔，而個男仔就攞返個氣球，覺得好開心。」 

最後，說:「個故仔講完喇。」以示意故事完結。 

跟着，便可開始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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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紙：《狗》 

第一部分：表達能力 

Ａ）故事結構； Ｂ）結構複雜度； Ｃ）內在狀態詞 (ＩＳＴ) 

 

A) 故事結構 

  正確回應的例子6 分數 

A1. 場景 

時間及/或地點的指示，例：從前/ 有一日/ 好耐之前

… 

喺森林/ 公園入面/ 草地入面/ (一)棵樹附近 / 條路附近  

0  1  27 

情節 1：狗仔（情節內出現的角色：狗仔、老鼠） 

A2. 
IST 

（起始事件） 

狗仔   貪玩/ 好奇 

狗仔  見到隻老鼠 
0     1 

A3. 目標 

狗仔   想(要) / 諗住 / 要   [(捉到 / 得到 / 追)  隻老鼠  

/ 同老鼠玩] 

(為咗) 去 + 動詞 (捉、得到、同…玩) 

0     1 

A4. 行動 

狗仔   [撲 / 跳]   [埋去 / 上去] 

狗仔   追/ 開始去追 

狗仔   嘗試去 + 動詞 (捉、得到、躐、攞) 

0     1 

A5. 結果 

狗仔  撞親個頭  / 撞咗落棵樹到 / [得 / 捉] 唔到隻老鼠 

/ 唔夠快 

老鼠  逃走咗/ 跑去棵樹後面/ 老鼠好快 

0     1 

A6. IST（反應） 
狗仔  好失望 / 嬲/ 痛(受傷) 

老鼠  好開心/ 高興/ 安心(放心) 
0     1 

情節 2： 男仔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 男仔) 

A7. 
IST 

（起始事件） 

男仔  好傷心/ 唔開心/ 擔心 個氣球(波) 

男仔  見到個氣球(波)喺棵樹度 
0     1 

A8. 目標 
男仔   決定/ 想(要) / 諗住   [攞返個氣球(波)] 

 (為咗) 去 + 動詞 (攞) 
0     1 

A9. 行動 

男仔   嘗試   喺樹度拉(返 / 緊) 個氣球(波) 落嚟 

男仔   跳去執返個氣球(波) / 伸手去掂個氣球(波) 

/ 爬緊棵樹 

0     1 

A10. 結果 
男仔     攞返個氣球(波)/ 失而復得/  

個汽球(波)    俾男仔(佢)救返 
0     1 

A11. IST（反應） 男仔 好高興/ 開心/ 滿足/欣慰 (可以攞/有返個氣球) 0     1 

情節 3： 狗仔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 狗仔) 

 
6 如評分紙上沒有提及該名兒童的回應答案或評估員有任何疑問，請參閱操作手冊。 

7 錯誤或沒有任何回應者零分；正確答案則獲一分；若回答中同時指示時間及地點則獲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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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2. 
IST 

（起始事件） 

狗仔   見到/ 留意到(喺個袋入面嘅)腸仔  

狗仔   好肚餓 / 好奇 / 鍾意嗰袋腸仔  
0     1 

A13. 目標 

狗仔    決定 / 想(要) / 諗住 / 要    [攞/ 躐/ 食/ 要/ 偷]  

腸仔 

(為咗) 去 + 動詞 (食、攞) 

0     1 

A14. 行動 

狗仔    [攞/ 躐/ 拉 / 拎 / 偷  (-緊)]   啲腸仔 

狗仔 (喺個袋度)  [攞/ 躐/ 拉  (-咗)]  啲腸仔(出嚟) 

 / 伸隻手去啲腸仔度 

狗仔  嘗試 + 動詞 (攞、拎) 

0     1 

A15. 結果 狗仔  食到/ 得到   腸仔 0     1 

A16. IST（反應） 
狗仔   好滿足/ 高興/ 得意/ 唔肚餓 / 開心  

(或任何相關詞彙) 
0     1 

A17. 總分（共１７分）：  

 

B) 結構複雜度 

「行動-結果」結構

的出現次數 

只有「目標」（沒有

表達「行動」或「結

果」）的出現次數 

「目標-行動」或「目

標-結果」結構的出現

次數 

「目標-行動-結

果」結構的出現次

數 

B1. B2. B3. B4. 

 
   

 

C) 內在狀態詞 (IST) 

C1.  故事中包含 IST 的總數。 IST 包括： 

感知狀態詞，例如：睇、聽、覺得、聞； 

生理狀態詞，例如：口渴、肚餓、攰、痛、受傷；  

意識詞，例如：活著／生存著、清醒、瞓着； 

情感詞，例如：傷心、開心、高興、嬲、擔心、失望、驚、嚇親、自豪 

      、勇敢、（覺得）安全、欣慰、驚訝；  

思想狀態動詞，例如： 想要、覺得/諗、知道、唔記得、決定、相信、好奇 

         、計劃； 

言語性動詞 / 與說話相關的動詞，例如：講、叫、大嗌、警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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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理解能力  

  正確回應的例子 錯誤回應的例子 分數 

0 你鍾唔鍾意個故仔？ 熱身問題（不用評分） 

D1. 

點解狗仔撲埋去/ 跳向

前？ 

(指向第一、二幅圖 ) 

(情節 1：目標) 

想(要) / 諗住 / 要    [(捉到 / 

得到 / 追到) 隻老鼠 / 同老

鼠玩] 

想要隻老鼠 

 (為咗) 去 + 動詞 (捉、得到) 

隻老鼠 

走/ 跑/ 想跳/ 狗仔成日

[跳嚟跳去 / 跳跳紮] 
0   1 

D2. 

狗仔覺得點？ / 狗仔有

咩感受？ 

(指向第三幅圖 ) 

(IST(反應)) 

好嬲/ 唔開心/ 失望/ 痛 (受傷) 

/ 痛苦/ 唔舒服 / 感覺唔好 
開心/ 快樂 0    1 

D3. 

點解你覺得狗仔好嬲/失

望/好痛8 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2 時
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由
，則需發問 D3；若回答 D2

時能作出正確的解釋，可
跳過 D3 並直接發問 D4，
而 D3 則直接得一分。)  

 

捉/得  唔到隻老鼠/ 

佢撞親個頭/ 佢撞咗落棵樹度

/ 撞咗落棵樹度  [會好痛/ 整

親] / 

隻老鼠逃走咗 / 走甩咗 

 

任何不合適 / 不合理的

答案 
0    1 

D4. 

點解個男仔跳上去 / 向

上跳？ 

(指向第五幅圖 ) 

(情節 2：目標) 

想攞返個氣球 (波) / 想要返

佢個氣球 (波) 

(為咗) 要/去 + 動詞 (攞/拎返) 

佢個氣球(波) 

爬樹 0    1 

D5. 

個男仔覺得點呀？ 

個男仔有咩感受呀？ 

(指向第六幅圖 ) 

好高興/ 開心/ 滿足 唔開心/ 傷心/嬲 0    1 

D6. 

點解你覺得個男仔好開

心9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5 

時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
由，則需發問 D6；若回
答 D5 時能作出正確的解
釋，可跳過 D6 並直接發
問 D7，而 D6 則直接得一
分。)  

 

攞返 / 拎返   個氣球(波)  

/ 失而復得  

 

可以 / 能夠 + 動詞 (攞返、拎

返) 個氣球 

佢笑緊 / 佢望落去好似

係咁 / 因爲佢企喺度 

(或其他不合理答案) 

0    1 

 
8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2 回答中提及的 IST 字詞。 

9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5 回答中提及的 IST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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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7. 

 

點解狗仔要躐條腸仔？ 

(指向第五幅圖 ) 

(情節 3：目標) 

決定 / 想(要) / 諗住 / 要   [食/

要/ 攞/ 偷] 腸仔 

趁住男仔冇注意嘅時候 

[捉唔到 / 得唔到  

/ {唔能夠 [捉/得到]}隻老鼠 

狗仔   鍾意   腸仔/肉 (一般意

思) 

腸仔   好好食/好味。 

想玩個袋 0    1 

D8. 

如果個男仔見到狗仔，

個男仔會覺得點/有咩感

受?  

(指向第六幅圖 ) 

唔開心 / 嬲 / 傷心 / 心情唔好 高興/ 開心/好/ 滿足 0    1 

D9. 

點解你覺得個男仔唔開

心/嬲10 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8 時

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由

，則需發問 D9；若回答 D8

時能作出正確的解釋，可

跳過 D9 並直接發問 D10，

而 D9 則直接得一分。)  

狗仔   食/ 攞咗/ 食緊/ 已經攞

咗    佢啲腸仔 

男仔想  食/要返   (佢自己)啲

腸仔 

嗰啲腸仔係個男仔嘅 

不合理答案 0    1 

D10. 
個男仔會唔會同狗仔做

朋友？ 點解？ 

唔會 –––  至少給予一個理由 

（狗仔 食咗/偷咗  啲腸 

仔）或任何其他合理答案 

會/ 我唔知道/ 其他不

合理答案 
0    1 

D11. 總分（共１０分）： 
 

 

 

  

 
10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8 回答中提及的 IST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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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規範：《小鳥》 

故事講述 / 故事重述 / 故事範例 

 

受試兒童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年齡（以月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觸第二語言的時間（以月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學校入學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開始前，請確保所有信封均已放在桌面，並備妥錄音 / 錄影器材為隨後環節錄音/影。請

於熱身環節開始前錄音/影。 

 

熱身環節 

可以發問以下問題：1) 邊個係你最好嘅朋友？ 2) 你鍾意睇乜嘢電視節目？ 3) 你鍾唔鍾意講

故仔？ 4) 你鍾唔鍾意聽故仔？ 

 

指引 

進行「故事講述」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一個信封之後呢，你就要講嗰個故仔俾我聽㗎喎。」打開所有插圖令

受試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 「你睇吓個故仔。你睇吓啲圖片先，但係我唔可以

睇啲圖片㗎，淨係你先可以睇到啲圖片。（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然後，對他說 :「我想你講個故仔俾

我聽。你睇住啲圖畫，盡力去講一個最好聽嘅故仔。」若該兒童不願意開始講述故事，則可

作出適當的提示：「講個故仔俾我聽呀」並指向插圖。當他完成講述有關第一、二幅插圖的

故事內容後，可打開接下來的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重覆以上步驟

直至該兒童完成講述整個故事。若兒童於講述故事途中突然靜默，可作出適當的提示：「仲

有冇呀？」、「繼續呀」、「講多啲呀」、「睇吓個故仔仲有咩先」。若受試兒童未有明確

表示故事結束就已停止說話，則可向他說「你講完就話我知呀」。 

當兒童完成講述故事後，可讚賞一下他才接着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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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故事重述」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咗個信封之後呢，我就會講嗰個故仔俾你聽。」打開所有插圖令受試

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你睇吓個故仔先。（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我而家

講呢個故仔俾你聽先，跟住你再講返一次俾我聽。」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並說:「個故事一開始係咁嘅。（指向

第一幅圖）有一日，有隻雀仔媽媽見到佢啲雀仔 BB 好肚餓。雀仔媽媽想幫佢地搵食物，於

是飛走咗。一隻好肚餓嘅貓仔見到雀仔媽媽飛走咗，就流唒口水咁講：『睇吓雀巢入面有乜

嘢？Umm…好味呀。』」 

接着打開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並說: 「雀仔媽媽捉咗條蟲番

嚟畀佢啲雀仔 BB，但係佢睇唔到隻貓仔。雀仔媽媽好高興雀仔 BB 有蟲食。就係呢個時候，

隻衰貓仔開始爬上樹想捉住其中一隻雀仔 BB。佢捉住咗嗰隻雀仔 BB。有一隻啱啱經過而又

好勇敢嘅狗仔見到隻雀仔 BB 好危險，佢決定要阻止貓仔，救翻雀仔 BB。」 

最後打開第五、六幅插圖（現可看到全六幅圖片），並說: 「狗仔同貓仔講︰『放開雀

仔 BB呀！』。然後佢捉住貓仔嘅尾巴，拉佢落嚟。貓仔放開隻雀仔 BB，隻狗仔趕走咗佢。

狗仔好高興自己可以救翻雀仔 BB，而隻貓仔就依然好肚餓。」 

最後，說:「個故仔講完喇。」以示意故事完結。 

跟着，將圖片合上，讓受試孩童只看到首兩幅插圖，然後跟他說:「而家我想請你講番呢

個故仔喎，你睇住啲圖畫，盡力去講一個最好聽嘅故仔。」若該兒童不願意開始重述故事，

可指向插圖並加入適當的提示:「講個故仔俾我聽呀」，以作鼓勵。當他完成重述首兩幅圖片

的故事後，可翻開接下來的兩幅圖片（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重覆以上步驟直至該兒

童完成重述整個故事。若兒童於講述故事途中突然靜默，可加入適當的提示:「仲有冇呀？」、

「繼續呀」、「講多啲呀」、「睇吓個故仔仲有咩先」。若受兒童未有明確表示故事重述結

束就已停止說話，則可向他說「你講完就話我知呀！」。 

當兒童重述完成後，可讚賞一下他才接着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進行「故事範例」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一個信封之後呢，我就會講嗰個故仔俾你聽。」打開所有插圖令受試

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你睇吓個故仔先。（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我而家

講一個故仔俾你聽，講完之後會問你一啲問題。」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並說:「個故事一開始係咁嘅。（指向

第一幅圖）有一日，有隻雀仔媽媽見到佢啲雀仔 BB 好肚餓。雀仔媽媽想幫佢地搵食物，於

是飛走咗。一隻好肚餓嘅貓仔見到雀仔媽媽飛走咗，就流唒口水咁講：『睇吓雀巢入面有乜

嘢？Umm…好味呀。』」 

接着打開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並說: 「雀仔媽媽捉咗條蟲番

嚟畀佢啲雀仔 BB，但係佢睇唔到隻貓仔。雀仔媽媽好高興雀仔 BB 有蟲食。就係呢個時候，

隻衰貓仔開始爬上樹想捉住其中一隻雀仔 BB。佢捉住咗嗰隻雀仔 BB。有一隻啱啱經過而又

好勇敢嘅狗仔見到隻雀仔 BB 好危險，佢決定要阻止貓仔，救翻雀仔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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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打開第五、六幅插圖（現可看到全六幅圖片），並說「狗仔同貓仔講︰『放開雀仔

BB 呀！』。然後佢捉住貓仔嘅尾巴，拉佢落嚟。貓仔放開隻雀仔 BB，隻狗仔趕走咗佢。狗

仔好高興自己可以救翻雀仔 BB，而隻貓仔就依然好肚餓。」 

最後，說:「個故仔講完喇。」以示意故事完結。 

跟着，便可開始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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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紙：《小鳥》 

第一部分：表達能力 

Ａ）故事結構； Ｂ）結構複雜度； Ｃ）內在狀態詞 (IST) 

 

A) 故事結構 

 
11  如評分紙上沒有提及該名兒童的回應答案或評估員有任何疑問，請參閱操作手冊。  

12  錯誤或沒有任何回應者零分；正確答案則獲一分；若回答中同時指示時間及地點則獲兩分。 

  正確回應的例子11 分數 

A1. 場景 
時間及/或地點的指示，例：從前/ 有一日/好耐之前… 

喺森林/草地入面 /花園入面 / 雀巢入面 / 樹上… 
0    1   212 

情節 1：雀媽媽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雀媽媽、雀仔 BB) 

A2. 
IST 

（起始事件） 

雀仔 BB    好肚餓/ 想要食物/ 扭計要食嘢 / 要食嘢 

{(雀)媽媽 /  家長 等等}   見到啲雀仔 BB    好肚餓/ 想要食物 
0     1 

A3. 目標 

雀媽媽  想(要) / 諗住 / 要   [餵雀仔 BB]  

/ { [捉/ 帶/ 搵]  [食物/ 蟲] } 

(為咗) 去 + 動詞 (搵食物) 

0     1 

A4. 行動 
雀媽媽     飛走(咗) / 走咗 /  攞食物 / 搵食物 

雀媽媽     嘗試 + 動詞 (攞食物) 
0     1 

A5. 結果 
雀媽媽      [(攞/ 捉/帶)  [食物/ 蟲]   返嚟]  / [餵雀仔 BB] 

雀仔 BB    有    食物/ 蟲 
0     1 

A6. IST（反應） 
雀媽媽       好開心 / 滿足 / 快樂 

雀仔 BB     好開心 / 滿足/ 快樂 / 唔再肚餓 
0     1 

情節 2：貓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貓仔、所有雀仔 BB) 

A7. 
IST 

（起始事件） 

貓仔   見到    [雀媽媽飛走左 / 雀仔 BB 得返佢哋自己/ 嗰

度有食物] 

貓仔   好肚餓  / 心諗「好好味」 
0     1 

A8. 目標 

貓仔  想(要) / 諗住 / 要    { [食(咗) / 捉(咗) / 殺(咗)]   (啲) 

雀仔 BB} 

(為咗) 去 + 動詞 (食、捉、殺、攞) 

0     1 

A9. 行動 

貓仔   爬咗/緊上樹 

貓仔   嘗試   [接近/ 捉     雀仔 BB] 

貓仔   爬上(棵樹) / 跳上(棵樹) 

0     1 

A10. 結果 
貓仔   得到/ 捉到    雀仔 BB 

貓仔   幾乎/ 差少少 / 差啲 + 動詞 (捉到、得到) 
0     1 

A11. IST（反應） 
貓仔          好開心 

(啲)雀仔 BB    好驚 / 嚇親 / 喊緊 / 好痛苦咁尖叫 
0     1 

情節 3： 狗仔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狗仔、貓仔、 所有雀仔 B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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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結構複雜度 

「行動-結果」結構

的出現次數 

只有「目標」（沒有

表達「行動」或「結

果」）的出現次數 

「目標-行動」或「目

標-結果」結構的出現

次數 

「目標-行動-結果」

結構的出現次數 

B1. B2. B3. B4. 

 
   

 

  

A12. 
IST 

（起始事件） 

狗仔     見到   [雀仔 BB 有危險] / [貓仔  (捉/ 得)  到隻雀

仔] 

(啲)雀仔 BB   面臨 / 有      危險 

0     1 

A13. 目標 

狗仔  決定/ 想(要) / 諗住   [阻止貓仔] 

狗仔  決定/ 想(要) / 諗住   [幫/ 保護/ 救 / 拯救    雀仔 BB] 

(為咗) 去 + 動詞 (阻止、救、幫) 

0     1 

A14. 行動 

狗仔   [ {拉緊/ 拖緊}  貓仔落嚟]  /  [ {咬緊/攻擊緊}  貓仔] 

/ [捉緊貓仔嘅(條)尾巴] 

狗仔   嘗試 + 動詞 (拉、捉) 

狗仔   [{拉住/ 拖住}  貓仔落嚟] / [ {咬 / 攻擊} 貓仔]  

 /  [捉住貓仔嘅(條)尾巴] 

0    1 

A15. 結果 

狗仔   趕走咗/嚇走咗    貓仔 

貓仔   放開雀仔 BB  /   逃走 

(啲)雀仔 BB   獲救 

0    1 

A16. IST（反應） 

狗仔   好安心/ 開心/ 好自豪  (可以救到雀仔 BB) 

貓仔   好嬲/ 失望/ 唔開心/ 好驚 / 好痛  

/ 貓仔嘅(條)尾巴整親 

(啲)雀仔 BB   好安心/ 開心/ 覺得安全 

雀媽媽     好安心/ 開心 

0    1 

A17. 總分（共１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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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在狀態詞 (IST) 

C1.  故事中包含 IST 的總數。 IST 包括： 

感知狀態詞，例如：睇、聽、覺得、聞； 

生理狀態詞，例如：口渴、肚餓、攰、痛、受傷；  

意識詞，例如：活著／生存著、清醒、瞓着； 

情感詞，例如：傷心、開心、高興、嬲、擔心、失望、驚、嚇親、自豪 

      、勇敢、（覺得）安全、欣慰、驚訝；  

思想狀態動詞，例如： 想要、覺得/諗、知道、唔記得、決定、相信、好奇 

         、計劃； 

言語性動詞 / 與說話相關的動詞，例如：講、叫、大嗌、警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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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理解能力 

 
 正確回應的例子 錯誤回應的例子 分數 

0 你鍾唔鍾意個故仔？ 熱身問題（不用評分） 

D1. 

點解雀仔媽媽飛走咗？ 

(指向第一、二幅圖) 

(情節 1: 目標 / IST(起始

事件)) 

想(要) / 諗住 / 要    { [搵/帶] 

[食物 / 蟲] }  俾雀仔 BB  

(為咗) 去+ 動詞 (餵) 雀仔

BB 

雀仔 BB 好肚餓 

走緊 / 離開緊 

去返工 

去搵爸爸 

好驚/好怕 

 0    1 

D2. 

雀仔 BB 覺得點？/雀仔

BB 有咩感受？ 

(指向第一幅圖 )  

(IST(起始事件)) 

難受/ 肚餓 

想要食物 
開心/ 驚喜/ 孤單/ 驚  0    1 

D3. 

點解你覺得雀仔 BB 難受

/ 肚餓13 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2 時
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由
，則需發問D3；若回答D2

時能作出正確的解釋，可
跳過 D3 並直接發問 D4，
而 D3 則直接得一分。)  

佢哋   擘大咗  (個) [嘴巴/口]  

/ 要緊食物  

喺度(大)叫「我哋  [想要食

物 / 肚餓]」 

媽媽    去咗搵食物 / 捉咗條

蟲返黎餵佢哋 

雀仔 BB 成日都覺得肚餓 

  (一般意思)  

覺得開心 / 唱緊歌  

/ 想同媽媽一齊去 

/ 好驚個隻貓 

/ 好驚，因為佢哋見

到嗰隻貓 

/ 唔開心 

 / 好驚， 因為媽媽

飛走咗 

 0    1 

D4. 

點解貓仔要爬樹？ 

(指向第三幅圖 ) 

(情節 2: 目標) 

想(要) / 諗住 / 要    { [捉/ 殺/ 

食] 雀仔 BB } 

想要雀仔 BB 

(為咗) 去 + 動詞 (攞到、

殺、食) 雀仔 BB 

抗拒唔到雀仔 BB 嘅吸引  

/ 趁雀媽媽走開咗嘅機會 

貓   鍾意  [食/捉   雀仔]  

  (一般意思) 

同雀仔 BB 玩  0    1 

D5. 

貓仔覺得點呀？/ 貓仔有

咩感受呀？ 

(指向第五、六幅圖 )    

(IST(反應)) 

唔開心 / (仲) 好肚餓 / 嬲  

/ 傷心 / 驚 / 痛 / 蠢 / 失望  

好 / 開心 / 高興  

/ 好玩/ 跑緊 
0    1 

D6. 
點解你覺得貓仔難受/驚/ 

肚餓14 呢？  

 

{[得/捉]   唔到雀仔 BB}  

/ 唔成功  / 失敗咗 

驚/怕   隻狗仔  

開心/ 好玩/ 飛咗起

嚟 / 睇嚟係咁樣 

 

 0    1 

 
13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2 回答中提及的 IST字詞。 

14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5 回答中提及的 IST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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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5 時

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由
，則需發問D6；若回答D5

時能作出正確的解釋，可
跳過 D6 並直接發問 D7，

而 D6 則直接得一分。)  

隻狗仔  { [攻擊緊 / 咬緊 / 追

緊]  佢 }  /  { [拉緊 / 咬緊] 貓

仔(條)尾巴] } 

 
如 D5 題的回答為「唔開心 /難
受/嬲」，D6 的答案則可接受

「仲係好肚餓」作解釋。 

狗仔搶走咗貓仔嘅

食物  / 狗仔想食咗

貓仔 

 

我唔知道 

D7. 

點解狗仔拉住貓仔嘅尾

巴？ 

(指向第五幅圖 ) 

(情節 3： 目標) 

想(要) / 諗住 / 決定  { [救/ 

幫助 / 保護]  雀仔} 

想(要) / 諗住 / 決定  [阻止貓

仔 / 令貓仔放走雀仔] 

(為咗)去 + 動詞 (救、拯救、

幫助、保護) 

令雀仔唔會俾佢  [食咗 / 殺

咗/傷害] 

佢想自己一個食雀

仔 

/ 佢想食貓仔 

/ 同貓仔玩 

 

狗 討厭 / 唔中意 貓

(大致意思) 

 0    1 

D8. 

如果狗仔見到啲雀仔，

狗仔會覺得點/有咩感受?  

(指向第六幅圖 ) 

 (IST (反應)) 

高興 / 開心 / 放心 / 滿足  

/ 驕傲 / 幫到手(忙)  

覺得自己好似 [守護者/英雄] 

覺得自己保護到佢哋 

唔開心 / 嬲 / 傷心  

/ 遺憾 / 覺得自己蠢 

/ 肚餓 

/「我一定要捉到隻

貓」 

 0    1 

D9. 

點解你覺得狗仔會開心/ 

高興/ 滿足15 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8 時

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由
，則需發問D9；若回答D8

時能作出正確的解釋，可
跳過 D9 並直接發問 D10，

而 D9 則直接得一分。)  

阻止咗貓仔 / 趕走咗貓仔 

[救咗/ 幫咗]  啲雀仔  

見到啲雀仔  [好開心/ 安全/ 

無事] 

隻貓仔而家唔會再返黎 

佢喺度笑 / 佢睇嚟就

係咁嘅  

冇捉到隻貓仔  

想自己食雀仔 BB 

嬲(咗) 隻貓仔 

 0    1 

D10. 
雀仔媽媽最鍾意邊個，

貓仔定狗仔？ 點解？ 

狗仔 – 給予至少一個理由  

(佢 [救咗/ 幫咗] 雀仔 BB  

/ 趕走咗貓仔 / 對啲雀仔好

好) 

貓仔/ 我唔知道/ 其

他不合適答案 
 0    1 

D11.                                                                總分（共１０分）： 
 

 

 

  

 
15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8 回答中提及的 IST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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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紙：《小山羊》 

故事講述 / 故事重述 / 故事範例 

 

受試兒童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受評估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年齡（以月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兒童性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員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接觸第二語言的時間（以月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學校入學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幼稚園/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評估開始前，請確保所有信封均已放在桌面，並備妥錄音 / 錄影器材為隨後環節錄音/影。請

於熱身環節開始前錄音/影。 

 

熱身環節 

可以發問以下問題：1) 邊個係你最好嘅朋友？ 2) 你鍾意睇乜嘢卡通片？ 3) 你鍾唔鍾意講故

仔？ 4) 你鍾唔鍾意聽故仔？ 

 

指引 

進行「故事講述」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

一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一個信封之後呢，你就要講嗰個故仔俾我聽㗎喎。」打開所有插圖

令受試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 「你睇吓個故仔。你睇吓啲圖片先，但係我唔可

以睇啲圖片㗎，淨係你先可以睇到啲圖片。（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然後，對他說 :「我想你講個故仔

俾我聽。你睇住啲圖畫，盡力去講一個最好聽嘅故仔。」若該兒童不願意開始講述故事，則

可作出適當的提示：「講個故仔俾我聽呀」並指向插圖。當他完成講述有關第一、二幅插圖

的故事內容後，可打開接下來的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重覆以上步

驟直至該兒童完成講述整個故事。若兒童於講述故事途中突然靜默，可作出適當的提示：

「仲有冇呀？」、「繼續呀」、「講多啲呀」、「睇吓個故仔仲有咩先」。若受試兒童未有

明確表示故事結束就已停止說話，則可向他說「你講完就話我知呀」。 

當兒童完成講述故事後，可讚賞一下他才接着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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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故事重述」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咗個信封之後呢，我就會講嗰個故仔俾你聽。」打開所有插圖令受試

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你睇吓個故仔先。（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我而家

講呢個故仔俾你聽先，跟住你再講返一次俾我聽。」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並說:「個故事一開始係咁嘅。（指向

第一幅圖）有一日，有隻羊媽媽見到佢隻羊 BB 跌咗落水，羊 BB 好驚。羊媽媽想救羊 BB，

於是跳咗落水。一隻好肚餓嘅狐狸見到羊媽媽係水裏面就奸笑住咁講︰『睇吓草地上面有乜

嘢? Umm…好味呀。』」 

接着打開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並說: 「羊媽媽㧬[ŋʊŋ2]翻羊

BB 上岸，但係佢睇唔到隻狐狸。羊媽媽好高興羊 BB 冇浸親。就係呢個時候，隻衰狐狸跳向

前想捉住另外一隻羊 BB。佢捉住咗嗰隻羊 BB。有一隻啱啱飛過而又好勇敢嘅雀仔見到隻羊

BB 好危險，佢決定要阻止狐狸，救翻羊 BB。」 

最後打開第五、六幅插圖（現可看到全六幅圖片），並說: 「雀仔同狐狸講︰『放開羊

BB 呀！』。然後佢飛落去咬住狐狸嘅尾巴。狐狸放開隻羊 BB，隻雀仔趕走咗佢。 雀仔好高

興自己可以救翻羊 BB，而隻狐狸就依然好肚餓。」 

最後，說:「個故仔講完喇。」以示意故事完結。 

跟着，將圖片合上，讓受試孩童只看到首兩幅插圖，然後跟他說:「而家我想請你講番呢

個故仔喎，你睇住啲圖畫，盡力去講一個最好聽嘅故仔。」若該兒童不願意開始重述故事，

可指向插圖並加入適當的提示:「講個故仔俾我聽呀」，以作鼓勵。當他完成重述首兩幅圖片

的故事後，可翻開接下來的兩幅圖片（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重覆以上步驟直至該兒

童完成重述整個故事。若兒童於講述故事途中突然靜默，可加入適當的提示:「仲有冇呀？」、

「繼續呀」、「講多啲呀」、「睇吓個故仔仲有咩先」。若受兒童未有明確表示故事重述結

束就已停止說話，則可向他說「你講完就話我知呀！」。 

當兒童重述完成後，可讚賞一下他才接着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進行「故事範例」模式的指引 

請坐於受試兒童的對面，並對他說「睇吓！呢度有三個信封喎。每個信封入面呢都有一

個唔同嘅故仔。你揀好一個信封之後呢，我就會講嗰個故仔俾你聽。」打開所有插圖令受試

兒童可看到全部圖片，然後跟他說「你睇吓個故仔先。（稍等一會）你準備好未呀？我而家

講一個故仔俾你聽，講完之後會問你一啲問題。」 

待兒童示意已準備好後，就打開第一、二幅插圖，並說:「個故事一開始係咁嘅。（指向

第一幅圖）有一日，有隻羊媽媽見到佢隻羊 BB 跌咗落水，羊 BB 好驚。羊媽媽想救羊 BB，

於是跳咗落水。一隻好肚餓嘅狐狸見到羊媽媽係水裏面就奸笑住咁講︰『睇吓草地上面有乜

嘢? Umm…好味呀。』」 

接着打開第三、四幅插圖（現在可以看到首四幅圖片），並說: 「羊媽媽㧬[ŋʊŋ2]翻羊

BB 上岸，但係佢睇唔到隻狐狸。羊媽媽好高興羊 BB 冇浸親。就係呢個時候，隻衰狐狸跳向

前想捉住另外一隻羊 BB。佢捉住咗嗰隻羊 BB。有一隻啱啱飛過而又好勇敢嘅雀仔見到隻羊

BB 好危險，佢決定要阻止狐狸，救翻羊 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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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打開第五、六幅插圖（現可看到全六幅圖片），並說「雀仔同狐狸講︰『放開羊

BB 呀！』。然後佢飛落去咬住狐狸嘅尾巴。狐狸放開隻羊 BB，隻雀仔趕走咗佢。 雀仔好高

興自己可以救翻羊 BB，而隻狐狸就依然好肚餓。」 

最後，說:「個故仔講完喇。」以示意故事完結。 

跟着，便可開始發問與故事相關的理解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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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紙：《小山羊》 

第一部分：表達能力 

Ａ）故事結構； Ｂ）結構複雜度； Ｃ）內在狀態詞 (ＩＳＴ) 

 

A) 故事結構 

  正確回應的例子16 分數 

A1. 場景 
時間及/或地點的指示，例：從前/ 有一日/ 好耐之前… 

喺森林/ 草地/ 湖/ 湖邊/ 池塘 … 
0   1   217 

情節 1: 媽媽/ 羊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 羊ＢＢ、羊媽媽 / 羊) 

A2. 
IST 

（起始事件） 

羊 BB   好驚 / 好危險 / 要人幫手 / 大叫 (嗌救命) 

             / 叫 (羊) 媽媽 

{羊媽媽/羊/家長 等等}  見到  隻羊 BB    好驚/ 好危險  

/ 浸親 / 唔識游水 

{羊媽媽/羊/家長 等等}  擔心喺水入面嗰隻羊 BB 

0    1 

A3. 目標 

羊媽媽  { [想(要) / 諗住 / 要]    [幫羊 BB] / [救羊 BB] / 

[推羊 BB 出水面] / [救起喺水入面嘅羊 BB] } 

(為咗) 去 + 動詞 (救、幫) 嗰隻羊 BB 

0    1 

A4. 行動 

羊媽媽  [跑/ 行]   落水 

羊媽媽  推緊/ 幫緊 

羊媽媽  嘗試 + 動詞 (幫、推) 

0    1 

A5. 結果 
羊媽媽  [推咗羊 BB 出水面]   /  { [救返 / 幫咗]  羊 BB } 

羊 BB    救得返  / 離開咗水面 
0    1 

A6. IST（反應） 
羊媽媽   好開心 / 安心 

羊 BB    好開心 / 安心 / 滿足 / 高興 / 唔再驚 
0    1 

情節 2: 狐狸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狐狸、羊 BB) 

A7. 
IST 

（起始事件） 

狐狸  見到  { [羊媽媽望(緊)第二度] / [羊 BB 得返自己

一個]  / [嗰度有食物] } 

狐狸  好肚餓  / 心諗「好好味」 

0    1 

A8. 目標 
狐狸  { [想(要) / 諗住 / 要]    [食/ 捉/ 殺]   羊 BB} 

(為咗) 去 + 動詞 (食、捉、攞、殺) 
0    1 

A9. 行動 
狐狸  撲埋去  / 跳上前 / { [跳向 / 撲向]  羊 BB} 

狐狸  嘗試   [接近 / 捉]   羊 BB 
0    1 

A10. 結果 
狐狸  [得到/ 捉到]  羊 BB 

狐狸  [幾乎/ 差少少 / 差啲] + 動詞 (得到、捉) 
0    1 

 
16   如評分紙上沒有提及該名兒童的回應答案或評估員有任何疑問，請參閱操作手冊。 

17   錯誤或沒有任何回應者零分；正確答案則獲一分；若回答中同時指示時間及地點則獲兩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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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 IST（反應） 
狐狸     好開心 

羊 BB   好驚 / 喊緊 / 痛苦咁尖叫 
0    1 

情節 3： 雀仔 (情節內出現的角色：雀仔、狐狸、羊 BB/所有羊) 

A12. 
IST 

（起始事件） 

[雀仔、烏鴉 等等]   見到   [羊 BB 有危險] / { 狐狸  [捉咗/

得到]  羊 BB } 

羊 BB  有危險 

0    1 

A13. 目標 

雀仔   {[決定 / 想(要) / 諗住 / 要]   [阻止狐狸]} 

雀仔   {[決定 / 想(要) / 諗住 / 要]   [幫/ 保護/ 救] 羊 BB}  

(為咗) 去 + 動詞 (阻止、救、幫) 

0    1 

A14. 行動 

雀仔  咬緊/ 拉緊     [狐狸嘅(條)尾巴] / [隻狐狸] 

雀仔  {[咬住/ 拉住/ 攞住]  狐狸嘅(條)尾巴} 

 / [攻擊隻狐狸] 

雀仔   嘗試 + 動詞 (趕走狐狸) 

0    1 

A15. 結果 

雀仔    趕走咗 / 嚇走咗     狐狸 

狐狸    放開羊 BB  /   逃走 

羊 BB   獲救 

0    1 

A16. IST（反應） 

雀仔   {[好安心/ 開心/ 好自豪]    (救到羊 BB)} 

狐狸    好嬲/ 失望/ 唔開心/ 驚/ 痛 / 整親條尾巴 

(所有/班/堆/啲) 羊 BB    好安心/ 開心/ 感到安全 

羊媽媽     好安心/ 開心 

0    1 

A17. 總分（共１７分）： 
 

 

 

B) 結構複雜度 

「行動-結果」結構

的出現次數 

只有「目標」（沒有

表達「行動」或「結

果」）的出現次數 

「目標-行動」或「目

標-結果」結構的出現

次數 

「目標-行動-結

果」結構的出現次

數 

B1. B2. B3. B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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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內在狀態詞 (IST) 

C1.  故事中包含 IST 的總數。 IST 包括： 

感知狀態詞，例如：睇、聽、覺得、聞； 

生理狀態詞，例如：口渴、肚餓、攰、痛、受傷；  

意識詞，例如：活著／生存著、清醒、瞓着； 

情感詞，例如：傷心、開心、高興、嬲、擔心、失望、驚、嚇親、自豪 

      、勇敢、（覺得）安全、欣慰、驚訝；  

思想狀態動詞，例如： 想要、覺得/諗、知道、唔記得、決定、相信、好奇 

         、計劃； 

言語性動詞 / 與說話相關的動詞，例如：講、叫、大嗌、警告、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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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理解能力  

  正確回應的例子 錯誤回應的例子 分數 

0 你鍾唔鍾意個故仔？ 熱身問題（不用評分） 

D1. 

點解羊媽媽喺水入

面？ 

(指向第一、二幅圖 ) 

(情節 1: 媽媽/ 羊) / IST 

(起始事件)) 

{ [想(要) / 諗住 / 要]    [救/ 

幫]   羊 BB} 

(為咗) 去 + 動詞 (救) 羊 BB 

擔心羊 BB 

羊 BB   嗌緊救命/ 有危險 / 

好驚 

游緊水/ 玩緊/ 想沖

涼/洗乾淨自己/ 幫/

同  羊 BB 沖涼 

 / 降溫 (消暑) / 飲水 

0   1 

D2. 

羊 BB 覺得點 / 有咩感

受？ 

(指向圖一內在水中的

羊 BB)   

(IST (起始事件)) 

唔開心 / 好驚  

/覺得好危險 / 嚇親  

想獲救 

開心/ 快樂/ 好玩 

/好凍/ 好醒神/ 肚

餓 

/口渴/ 污糟/ 乾淨/ 

蠢 

0   1 

D3. 

點解你覺得羊 BB 唔開

心/ 好驚/ 好危險18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2 

時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

由，則需發問 D3；若回答

D2 時能作出正確的解釋，

可跳過 D3 並直接發問

D4，而 D3 則直接得一分

。)  

跌咗落水 / 浸親 

/ 出唔到嚟 / 唔識游水  

大聲 [叫緊/ 嗌緊] 「救命

呀！我浸親呀！」 

啲 BB 唔識游水 (一般意思) 

佢  肚餓 /口渴  /游

緊水 / 玩緊水 /唔

應該企喺嗰度 

0   1 

D4. 

點解狐狸跳向前？ 

(指向第三幅圖) 

(情節 2: 目標)  

{[想(要) / 諗住 / 要]    [得到 

/ 捉/殺 /食]  羊 BB}  

想 / 諗住  [要羊 BB] 

(為咗) 去 + 動詞 (得到、殺) 

羊 BB 

忍唔住要食羊 BB / 趁羊媽

媽  [睇唔到 /喺好遠嘅時候] 

狐狸    鍾意食 羊(BB) (一般

意思) 

同羊 BB 玩 0   1 

D5. 

狐狸覺得點 / 有咩感受

呀？ 

(指向第五、六幅圖 ) 

(IST (反應)) 

唔開心/ 傷心/ 嬲/ 驚 /嚇親/ 

(仲) 好肚餓/ 痛 (受傷）/ 覺

得自己蠢/ 失望 

開心/ 高興/ 無所謂

/ 好玩/ 跑緊 
0   1 

 
18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2 回答中提及的 IST 字詞。 



34 

D6. 

點解你覺得狐狸唔開

心/ 驚/ 肚餓/ 失望19 

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 D5 

時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

理由，則需發問 D6；若

回答 D5 時能作出正確的

解釋，可跳過 D6 並直接

發問D7，而D6則直接得

一分。)  

{[得/捉]   唔到羊 BB} 

 / 唔成功 / 失敗咗 

/ 被雀仔嚇親 

/  [驚 / 怕]  隻雀仔 

雀仔  {[攻擊/咬/追住]  佢}  

/ {咬住狐狸嘅(條)尾巴} 

如 D5 題的回答為「唔開心 / 

嬲」，D6 的答案就可為「佢

仲係好肚餓」。 

狐狸   逃走 /  睇落

係咁樣 

雀仔搶咗狐狸嘅食

物 

雀仔想食咗狐狸 

我唔知道 

0   1 

D7. 

點解雀仔咬住狐狸嘅

尾巴？ 

( 指向第五幅圖 ) 

(情節 3: 目標)  

{[想(要) / 諗住 / 決定]  [救/

幫/保護] 羊 BB}  

[想(要) / 諗住 / 決定] { [阻

止狐狸] / [令狐狸放開羊

BB]} 

 (為咗) 去 + 動詞 (救、幫)  

令隻羊唔會  [被食/ 被殺  

/ 受傷] 

想(要) / 諗住  [自己

食隻羊] / [食隻狐

狸] 

 

同狐狸玩 

 

雀仔  討厭 / 唔鍾意   

狐狸 (一般意思) 

0   1 

D8. 

如果雀仔見到啲羊，

雀仔會覺得點/有咩感

受？ 

(指向第五、六幅圖 ) 

(IST (反應)) 

高興/ 開心/ 放心/ 滿足/ 驕

傲/幫到手(忙)  

覺得自己好似  [守護者/英

雄] 

鍾意保護佢地 

唔開心/ 嬲/ 遺憾 

/覺得自己蠢 / 肚餓 

 / 「我要捉到隻狐

狸」  

0   1 

D9. 

點解你覺得雀仔會開

心/ 高興20 呢？ 

(若受試兒童於回答D8 時

未有提供任何解釋或理

由，則需發問 D9；若回

答 D8 時能作出正確的解

釋，可跳過 D9 並直接發

問 D10，而 D9 則直接得

一分。)  

阻止咗狐狸/ 趕走咗狐狸 

  

[救咗/幫咗]   啲羊 

 

見到啲羊    好開心/ 安全 

               / 無受傷 

 

而家狐狸唔會再返嚟 

佢  喺度笑 / 睇起

嚟係咁樣  

 

得唔到隻狐狸 

 

想 / 諗住   自己食

羊 BB 

 

嬲隻狐狸  

0   1 

D10. 
羊媽媽最鍾意邊個，

狐狸定雀仔？ 點解？ 

雀仔 ––– 給予至少一個理由 

(佢  {[救咗/ 幫咗]  羊 BB} 

/ [趕走咗狐狸]  

/ [對啲羊好好])  

狐狸 / 我唔知道  

(或任何不合理的

答案) 

0   1 

D11.                                                                總分（共１０分）： 
 

 

 

 
19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5 回答中提及的 IST 字詞。 

20 請沿用受試兒童於 D8 回答中提及的 IST 字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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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背景問卷調查 

1. 兒童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兒童的出生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貴 子女有否就讀幼稚園 / 日間幼兒中心 / 小學？ 

o 有，由________________（年，月）

開始就讀幼稚園 

o 沒有 

如有，該幼稚園的教學語言模式為： 

o 雙語模式 

o 單語模式（該語言為貴 子女的

母語） 

o 單語模式（該語言為貴 子女的

第二語言） 

o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 

o 有，由________________（年，月）

開始就讀小學 

o 沒有 

如有，該小學的教學語言模式為： 

o 雙語模式 

o 單語模式（該語言為貴 子女的

母語） 

o 單語模式（該語言為貴 子女的

第二語言） 

o 其他 (請註明：______________) 
 

  

4. 貴 子女的出生地點是？ 

o 其母語國家/地區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 

o 其第二語言國家/地    

區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 

o 其他國家/地區  

(請註明：

________________) 
 

5. 貴 子女從何時開始居於使用其第二語言的國家/地區？ ______________(年，月) 

6. 貴 子女的為家中第幾名孩子： 

o 首名子女 o 次名子女 o 第三名子女 o 第 _＿_名子女 
 

7. 貴 子女在何時能說出第一個單詞？          ______ 歳______個月 

8. 您曾否擔心過貴 子女的語言能力或發展？ 

o  沒有 o  有，原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 您的家族成員中是否有人曾患有言語或語言障礙？ 

o  沒有 

 

o 有 (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母親、父親、兄弟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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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貴 子女是否曾出現聽力問題？ 

  聽障問題 

o 沒有 

o 有 

 

耳部頻繁感染 

o 沒有 

o 有，次數為：________________ 

o 有放置耳道置管 

11. 您認為貴 子女的聽覺是否正常？ 

o  不是 o  是 

12. 父母的背景資料（請列明下列各項資料） 

 您的母語 
您的 

第二語言 

您能講的 

其他語言 

（如有） 

您居於 

某國家/地區

的年期 

您的 

教育程度 
您的職業 

母親       

父親       

 

13. 您跟貴 子女以哪種語言溝通？ 

母親： 

o 自己的母語 

o 自己的第二語言  

o 自己的母語和第二語言 

o 其他 (請註明：＿＿＿＿＿＿＿) 

父親： 

o 自己的母語 

o 自己的第二語言  

o 自己的母語和第二語言 

o 其他 (請註明：＿＿＿＿＿＿＿) 
  

 

14. 貴 子女現時所說的語言是？ 

o 他的母語 

(請註明：＿＿＿＿＿) 

o 他的第二語言 

(請註明：＿＿＿＿＿) 

o 其他語言  

(請註明：＿＿＿＿＿) 
 

15. 貴 子女所接觸的語言環境為？ 

o 他的母語 o 他的第二語言 
o 其他語言  

(請註明：＿＿＿＿＿＿) 
 

16. 貴 子女從幾歳開始接觸他的第二語言？ 

o 自出生起 

o 一歲前 

o 兩歲前 
 

o 三歲前 

o 五歲前 

o 從_____歲起 

   

17. 貴 子女透過什麼媒介接觸他的第二語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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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幼稚園／小學 

o 朋輩之間 

o 兄弟姊妹／父母／親戚 

o 電視／網站／書本 

o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試以百分比估計，貴 子女

每日(即一天內所有日常活動

之中)身處各種語言環境之下

的時間比重。 

 他的母語 他的第二語言 其他語言 

 o 25% o 25% o 25% 

 o 50% o 50% o 50% 

 o 75% o 75% o 75% 

 o 100% o 100% o 100% 
 

 

19. 請為貴 子女的語言能力評分。 

（在適當的空格內加上「✓」號） 
非常好 良好 較差 非常差 

 

他的母語理解能力      

他的第二語言理解能力      

他的母語說話能力      

他的第二語言說話能力      

20. 您認為貴子女哪一種語言講得最好？ 

 

 

21. 您認為貴子女有否傾向／喜歡使用某

種語言？ 

 

o 他的母語 

o 他的第二語言 

o 其他語言，請註明：_______________ 

 

 

o 沒有 

o 有，請註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2. 請您提供在過去一個月內與貴 子女

一起進行以下活動的頻繁程度。 

以他的母語進行 以他的第二語言進行 

從
不 

一
個
月
兩
次 

一
星
期
一
至
兩
次 

 

近
乎
每
天 

從
不 

一
個
月
兩
次 

一
星
期
一
至
兩
次 

 

近
乎
每
天 

講故事         

閱讀圖書         

聽歌／唱歌         

看電視／看影碟／玩電腦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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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講稿 

以下的故事講稿是進行「故事重述」及/或  「故事範例」時所使用的材料。四個故事都有相

應平行的宏觀及微觀結構。同時，以下講稿亦可作為標示及分析語料時的指引。 

 

故事內的結構組成部分和內在狀態詞（IST）將以下列方式標示： 

目標  行動  結果  內在狀態詞（IST）  

 

 

《小鳥》 （總字數：179 字） 

圖一及二：  有一日，有隻雀仔媽媽見到佢啲雀仔 B B好肚餓。雀仔媽媽想幫

佢地搵食物，於是飛走咗。一隻好肚餓嘅貓仔見到雀仔媽媽飛走咗，

就流唒口水咁講：「睇吓雀巢入面有乜嘢？U m m …好味呀。」  

圖三及四：雀仔媽媽捉咗條蟲番嚟畀佢啲雀仔 B B，但係佢睇唔到隻貓仔。

雀仔媽媽好高興雀仔 B B有蟲食。就係呢個時候，隻衰貓仔開始爬上樹

想捉住其中一隻雀仔 B B 。佢捉住咗嗰隻雀仔 B B 。有一隻啱啱經過而

又好勇敢嘅狗仔見到隻雀仔 B B好危險，佢決定要阻止貓仔，救翻雀仔

B B。  

圖五及六：狗仔同貓仔講︰「放開雀仔 B B 呀！」。然後佢捉住貓仔嘅尾巴，

拉佢落嚟。貓仔放開隻雀仔 B B，隻狗仔趕走咗佢。狗仔好高興自己可

以救翻雀仔 B B，而隻貓仔就依然好肚餓。  

 

《小山羊》（總字數：186 字） 

圖一及二：  有一日，有隻羊媽媽見到佢隻羊 B B 跌咗落水，羊 B B 好驚。羊

媽媽想救羊 B B，於是跳咗落水。一隻好肚餓嘅狐狸見到羊媽媽喺水裏

面就奸笑住咁講︰「睇吓草地上面有乜嘢 ?  U m m …好味呀。」  

圖三及四：羊媽媽㧬 [ ŋ ʊ ŋ 2 ]翻羊 B B 上岸，但係佢睇唔到隻狐狸。羊媽媽好

高興羊 B B 冇浸親。就係呢個時候，隻衰狐狸跳向前想捉住另外一隻

羊 B B。佢捉住咗嗰隻羊 B B。有一隻啱啱飛過而又好勇敢嘅雀仔見到

隻羊 B B 好危險，佢決定要阻止狐狸，救翻羊 B B。  

圖五及六：雀仔同狐狸講︰「放開羊 B B 呀！」。然後佢飛落去咬住狐狸嘅

尾巴。狐狸放開隻羊 B B，隻雀仔趕走咗佢。  雀仔好高興自己可以救

翻羊 B B，而隻狐狸就依然好肚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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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貓》（總字數：179 字）  

圖一及二：  有一日，有隻貪玩嘅貓仔見到一隻黃色嘅蝴蝶坐喺棵草叢上面。

佢想捉住隻蝴蝶，於是撲埋去。喺呢個時候，有個笑笑口嘅男仔釣完

魚番嚟，一隻手拎住個桶，另一隻手攞住個波。佢見到貓仔追住蝴蝶。  

圖三及四：  蝴蝶好快咁飛走咗。貓仔為咗捉蝴蝶，唔小心跌咗入草叢度。

佢覺得好痛同好嬲。個男仔嚇到鬆開手，搞到個波跌咗。當佢見到個

波碌咗落水度，就大叫：「嗚 … 我個波呀！」佢好傷心，好想執番個

波。喺呢個時候，貓仔留意到男仔個桶，心諗：「我想食條魚呀！」  

圖五及六：同一時候，個男仔開始用魚竿喺水拉番個波上嚟。佢冇留意到

貓仔已經躐咗一條魚。最後，貓仔就好高興咁食嗰條好好味嘅魚，而

個男仔就攞番個波，覺得好開心。  

 

《狗》（總字數：178 字）  

圖一及二：  有一日，有隻貪玩嘅狗仔見到一隻灰色嘅老鼠喺棵樹附近坐，

佢想捉住隻老鼠，於是撲埋去。喺呢個時候，有個笑笑口嘅男仔行完

街返嚟，一隻手拎住袋雞髀，另一隻手攞住個氣球。佢見到狗仔追住

老鼠。  

圖三及四：老鼠好快咁跑走咗。狗仔為咗捉佢，唔小心撞咗落棵樹度，佢

覺得好痛同埋好嬲。個男仔嚇到鬆開手，搞到個氣球飛走咗，當佢見

到個氣球飛咗上棵樹度，就大叫：「啊！  我個氣球呀！」佢好傷心，

好想攞返個氣球。喺呢個時候，狗仔留意到男仔個袋，心諗：「我想

食雞髀呀！」  

圖五及六：同一時候，個男仔開始喺樹上面拉返個氣球落嚟，佢冇留意到

狗仔已經躐咗一條雞髀。最後，狗仔就好高興咁食嗰條好好味嘅雞髀，

而個男仔就攞返個氣球，覺得好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