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第二章  有自閉症的學生的主要缺損／ 
        核心需要及輔導教學計劃的六個基本原則  
 
  
2.1 自閉症的行為特徵  
 
自閉症是由於腦部功能發展異常而造成的一種發展障礙，主要影響有自

閉症的人士與人的溝通及聯繫。因此，有自閉症的學生在日常的人際關係

和社交溝通上會遇到不少障礙，亦會有偏執的行為模式。根據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 （DSM-5)(2015)，自閉症的

特徵分為下列兩大範疇。  

自閉症的特徵  

 

  

自閉症
的特徵

● 社交及與人互動的障礙

● 不善於理解及表達情緒

● 建立及維繫友誼的困難

● 不善於解讀及運用非語言信息

● 語言溝通障礙

● 偏愛有規律及特定的方式做事

● 興趣狹隘

● 重複行為

● 異常感官反應

範疇一  

社交溝通及
互動的困難  

範疇二  

偏執或重複的
行為及興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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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認知層面上的困難  
 
有自閉症的學生在社交溝通及情緒行為均有着不同程度的困難，這些困

難與他們在認知上的缺損是息息相關的。因此，教師除了要關注學生的表

徵行為，更加重要是要理解他們在表徵行為背後於認知層面的缺損（圖

2.1），繼而運用有效的策略協助他們學習恰當的社交溝通及情緒調控的

技巧，輔助他們從中享受學習及與人相處的樂趣。以下是有自閉症的學生

在認知上常見的困難：  
 

2.2.1 心智解讀能力  
 

心智解讀是指透過語言或非語言的溝通過程，洞察別人的想

法、意圖及感受，以至推敲他人的行為，從而調控自己作出恰

當的反應。心智解讀能協助我們從他人的角度看世界。許多有

自閉症的學生在心智解讀能力的發展都較一般學生遲緩，導

致他們在社交溝通及學習方面遇到很大的困難。  
 

 

學校事例：有一位有自閉症的學生被別人注視時，會表現迴避，

甚至尖叫或躲藏自己。經輔導後，才知道原來他以為別人注視

他便是在取笑他。有自閉症的學生由於心智解讀能力較弱，容

易就別人的行為作出偏執或不合情理的猜測，影響社交適應。  

 

2.2.2 中心聚合能力  

中心聚合能力有助我們在理解情境、文字或圖像時選取重要

資料，略過無關的細節，並聯繫過往經驗，綜合及建構主題要

旨。有自閉症的學生的中心聚合能力一般較弱，他們往往側重

事情的細節，而忽略了事情的整體。  

 
 

學校事例：有一位有自閉症的學生在描述過去經歷時，只重複

提及他有興趣的細節（如：所乘巴士的號碼），未能把事件相

關的「時、地、人」交代清楚，令人難以理解事件整體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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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執行功能  
 

執行功能是一連串的思維和信息處理的過程，幫助我們組織

和計劃適當的行為，以達成目標。有自閉症的學生在執行功能

上會有不同程度的困難，以致他們的自我管理及自我調控的

能力較弱，難於安排事情的優次，未能按時完成工作。  
 

  

學校事例：有一些有自閉症的學生上課時能跟從單一的課堂流

程（如：取出食物盒），但當收到多於一個指令或指令較複雜

時（如：先收拾枱面，然後洗手，再取出食物盒），他們會容

易覺得混亂，未能根據先後次序去處理需要完成的工作。   

 
 

圖 2.1 行為特徵與認知層面上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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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其他相關困難  
 

2.3.1 特殊的感知模式  
  

在感官反應方面，學生或會有過敏或低敏的表現。例如他們對

某些聲音、顏色、食物或光線，會產生焦躁不安或強烈的反應；

若對冷熱、痛楚反應過弱，可能對危險的行為缺乏警覺及適當

的反應。有時，他們或會不斷轉動身體，甚至用異常方法探索

物件，把自己沉醉於某種感官刺激中。  
 

2.3.2 雙重殘疾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2016 年的調查報告，大約三成

有自閉症的兒童同時兼有智力障礙。由於有智力障礙會影響

一個人的思維、記憶、注意力、語言能力、感知肌能、時序與

空間的組織力和生活適應能力等，雙重殘疾（即有自閉症兼有

智力障礙）會加劇這些學生的整體認知困難（圖 2.2）。就讀

於特殊學校有自閉症的學生很大部分都兼有智障，雙重殘疾

對他們在學習及行為上的挑戰可想而知。  
 

 
圖 2.2 有自閉症的學生認知層面上的困難及影響 1  

 
 

 

 

 

 

 

 

                                                           

1  參考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自閉特色學生小組訓練資源套》 - 使用指南（小學版）  



8 

總括而言，由於上述認知層面及其他相關的困難，有自閉症的學

生在接收日常環境中的多樣化訊息時，會出現理解失誤，加上他

們欠缺變通能力，繼而使他們在生活上遇到不少挫敗，並影響他

們在學習、社交及情緒行為上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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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在各成長階段的需要  

2.4.1 因應上述的認知困難及行為表徵，有自閉症的學生於不同成長

階段會面對各種挑戰。學校可因應學生的年齡和能力，為他們

選取適當的目標來輔助他們應對在不同階段的成長需要和挑

戰。總體來說，協助學生發展溝通、情緒管理、自我調控、社

交和學習等技能，以至親社會行為，能增強他們適應轉變和獨

立生活的能力，融入社群，發展潛能，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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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輔導教學計劃的六個基本原則：   

 
圖 2.3 六個基本原則  

 

 

 

 

 

 

 

 
 

 

2.5.1 評估學生需要  

準確評估學生的學習基線及發展需要，有助編寫合適的輔導

計劃；過程中，除了搜集量化的數據外，亦應邀請主要持份者

（例如教師及家長）給予質化的意見。更多相關資料，請參閱

第四章。  

    2.5.2 運用實證為本策略作適切輔導   

運用有研究及數據支持的實證為本策略（見圖 2.4），可以提

升輔導計劃的質素及效能，亦是國際上輔導有自閉症的學生

的基本安排。有關更多運用實證為本策略的內容，請參閱第四

章。  

  

全校  

參與  

跨專業
協作  

家校  

合作  

檢視／
調整
計劃

運用
實證為本

策略

評估
學生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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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  28 種實證為本的策略 2  

 

 

 

 

 

 

 

 

 

   

 

 

 

 

 

2.5.3 檢視／調整計劃  

推行「輔導教學計劃」期間，教師應進行進展性評估，檢討學

生的學習進度，隨時修訂計劃及相關策略；每學年完成輔導計

劃後，應作最少一次的總結性評估，檢討學生達標的情況及教

學成效，以便作出修訂或作為訂定學生下一階段學習目標的依

據，並把相關資訊匯入為有自閉症的學生提供的教學計劃。  

 

  

                                                           

2  Evidence-Based Practices for Children, Youth, and Young Adults with Autism, 2020, NCAE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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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全校參與  

(i)  全校參與是指校內全體教職員（包括自閉症輔導教學小組

人員）及有機會接觸有自閉症的學生的教職員，都應參與

支援學生學習及適應，包括校長、教師、言語治療師、護

士、學校社工、職業治療師、物理治療師、教育心理學家

等、非教學人員（如文員、工友、司機等），以及學校宿

舍部的員工。  

(ii)  全校參與得以落實，須透過學校的政策及措施推動。學校

生活的每一個環節，不論是課堂、小息、午膳、集會或課

外活動等都應該為學生提供學習、應用及類化的時機，以

提升「輔導教學計劃」的整體效能。為使學習及應用能有

效地伸延至校園各處，輔導教學小組可因應各持份者的角

色及職能，推動各人在學校生活中各個環節作出配合。  

 

      圖 2.5 「全校參與」模式  

  

全校參與

政策與

措施

全體教職員
學校生活
的每一個
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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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5 跨專業協作  

跨專業人員的協作，讓專業人員對學生的輔導及支援工作發揮

其專業獨特的知識、技巧及功能，從多角度理解學生的需要，

為學生設計全面及有效能的輔導方案，使學生在社交溝通、情

緒調控、個人成長及學科學習等多方面，都能不斷進步。此外，

學校亦應按學生的支援需要，與校外專業人士或團體（例如教

育局、社會福利署、臨床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等）建立夥伴

合作關係，以便為學生提供更多適切的跨專業支援。  

2.5.6 家校合作   

學校如能與家長建立互信及合作的關係，對學生有相近的期

望，採用一致的行為提示模式及支援策略，以至能推動家長在

家延續子女在學校的學習及訓練，定能提升「輔導教學計劃」

的成效。要促成這些條件，學校需與家長建立恆常及有效的溝

通、與家長設立有效的回饋機制及按需要為家長提供培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