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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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自閉症的特徵分為下列兩大範疇。

範疇一：

社交溝通及互動

特
徵

? • 有自閉症的學生與人建立社交及情緒互動的能力較弱，很

多時未能做出合宜的社交行為。

• 他們與別人交往較缺乏主動性，亦較難與朋輩建立及維持

雙向的對話及交流。

社交及與人互動的障礙

特
徵 ?

• 他們不善於主動與別人分享自己的情感，亦難於體會別人

的情緒與感受。

不善於理解及表達情緒

特
徵

• 他們理解人際關係的能力較弱，較難洞察社交情境的改變

而調節自己的行為，以至難與人建立關係及維繫友誼。

建立及維繫友誼的困難

特
徵

?
• 他們在接收及解讀別人的非語言信息時往往出現困難，以致

與朋輩交往時作出不恰當的回應。

• 他們大多不懂運用非語言信息，例如：眼神交流不足、面部

表情缺乏和身體語言不恰當等。

不善於解讀及運用非語言信息

? ?
?

• 他們的說話內容、速度及音調可能會表現異常，例如：有

些會鸚鵡學舌，有些會經常重複某些片語，有些則說話聲

調單一等。

語言溝通障礙
特

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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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疇二：

偏執或重複的行為及興趣

特
徵

• 有些有自閉症的學生會固執地重複某些行為、說話或動作。

重複行為

特
徵

• 他們對外來的感官刺激可能反應過敏或是反應不足，甚至

有異常的反應，例如：對痛楚或溫度的刺激感覺過弱；對

某些聲音、顏色、光線或質感反應強烈，焦躁不安；他們

或會過度嗅聞或觸摸某些物品等。

異常感官反應

特
徵

!
• 有自閉症的學生通常有一些特別的習慣、喜好或常規，他

們會堅持特定的生活方式，拒絕接受環境的改變，例如：

每天要走相同的路線上學。

• 他們不善於處理環境上或生活上的改變，面對改變時表現

抗拒，甚至產生負面的情緒。

偏愛有規律及特定的方式做事

特
徵

• 他們的興趣狹隘，大多局限於某些主題或物件，例如：恐

龍、巴士或地圖等。

• 他們亦會極度專注於自己感興趣的事物，而忽略周遭的環

境和事情。

興趣狹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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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閉症的學生在社交溝通及社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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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要理解他們在認知層面的困難，從而運用

有效的策略協助他們學習恰當的社交和溝通技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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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困難：

1.心智解讀能力 

心智解讀是指透過溝通過程，洞察別人的想法、意圖及感受，然後再去推敲他人的

行為，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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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社交溝通方面：由於未能瞭解對方的想法及感受，有自閉症的學生在朋輩相處中

很多時給人較為自我的感覺。此外，因為他們難於明白別人的感受，所以較同輩

表現得缺乏同理心，例如：當同學跌倒受傷時，他們難以體會別人的痛楚及尷尬

的感受，而未能作出適當的回應或給予安慰。

• 學習方面：他們較難掌握與感情有關的課題及內容，例如：寫作時難於想像別人

的感受或表達自己的情緒。他們亦難於掌握代入角色、想像別人的想法或領會他

人感受的學習活動，例如：角色扮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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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弱，他

們往往側重事情的細節，而忽略了事情的整體。

• 社交溝通方面：在日常的社交溝通，我們大多會綜合情境及別人說話的內容和語

氣等資料，作出適當的回應，例如，生日會上各人表現興奮，說話的語氣及談話

的內容可以比較輕鬆，說話的音量略為大聲亦不足為奇。相反，在禮堂集會時，

老師正在宣佈事情，同學都明白要保持安靜。然而，有自閉症的學生常常只根據

別人說話的字面意思作回應，不會鑑貌辨色，也難於綜合環境信息及其他重要資料

來理解情境的規範，以致在社交溝通上常常碰壁，亦可能被誤解為有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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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閉症的學生的認知困難

認知層面上的困難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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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習方面：有自閉症的學生經常難以從文章或課文中找出中心思想或主旨。當學

習活動要求他們融合個人的生活經驗及已有知識，再加以分析時，他們會有很大

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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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他們難於安排事情的優次，未能按時完成工作。

• 社交溝通方面：在日常的社交生活中，我們為了達至流暢的溝通，一般會維持專

注力去聆聽別人的說話，觀察人們的表情，甚或在腦海中預計對方隨後的談話內

容，以便作出回應。這些過程牽涉很多執行技巧，對有自閉症的學生來說無疑有

一定的困難。

• 學習方面：執行功能障礙會影響有自閉症的學生開展工作，例如：安排工作細項

的緩急先後，與及組織身邊環境的能力，好像把不必要的文具放好，讓自己專心

上課，結果影響他們獨立工作及自我管理的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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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提及的認知及溝通障礙會影響有自閉症的學生的表現，導致他們於不同成長及

學習階段面對各種挑戰。學校可因應學生的年齡和能力，為他們選取適當的學習目

標來應對他們在不同階段的成長需要和挑戰。

1. 初小 (小一至小三)
與其他小一學生一樣，有自閉症的學生從幼稚園升讀小學時，須適應由一個

較自由的學習環境過渡到一個較嚴謹和有規範的學校生活。由於有自閉症的

學生不善於處理轉變，面對陌生環境也較容易產生焦慮，所以學校須按著他

們的特徵提供適切的銜接支援，並要體諒及給予他們較長時間去適應新環境

和新規則。

• 學習方面：有自閉症的初小學生的自我控制能力及言語表達能力一般都較

弱，他們需要學習基本的課室常規、遵從老師指令及如何利用言語來表達自

己的需要。老師可利用時間表或程序表，協助有自閉症的學生建立新規律的

學習生活，減少他們的焦慮感。

• 社交方面：有自閉症的學生與同學交往時可能比較被動，需要更多鼓勵才能

參與同儕的活動。此外，他們需要學習一些基本的社交禮儀，例如：恰當地

跟別人打招呼、利用禮貌詞與人溝通和在遊戲中表現合宜的行為等，從而讓

他們能與同儕建立良好關係。

• 情緒方面：由於他們容易因環境的改變而感到焦慮不安，因此老師需要向他

們預告將會發生的轉變。在情緒表達方面，他們亦需要認識及利用基本情緒

詞彙來表達感受，例如：快樂、憤怒等，也要學習平復情緒的方法，例如：

深呼吸、尋找協助或使用自我安慰說話等。這些方法需要透過日常生活中反

覆練習，才能在有需要時運用自如。

2. 高小 (小四至小六)
於高小階段，學校會更多要求學生自發學習及透過討論去建構知識，這樣令執

行能力及中心聚合能力較弱的有自閉症的學生面對不少困難。此外，在這階段

的學生一般會更加重視朋輩的認同，常以彼此的興趣及性別來挑選朋友，結

成社交圈，成群行動。然而，有自閉症的學生由於社交能力較弱，較難結交朋

友，組織社交群體，故他們在社交上又會面對一大挑戰。

• 學習方面：高小階段的學習內容逐漸加深，涉及較多抽象的概念及要求學生

瞭解文章的深層意義，這對有自閉症的學生來說是十分困難的。因此，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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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自閉症的學生在各成長階段的需要

在各成長階段的需要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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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直接教導成語及文章的寓意，亦要協助學生分析文章背後的寫作原因或

動機。此外，高小階段的學習模式也有所轉變，學生需要發展更高階的執行

技巧去獨立完成工作，例如：他們要學懂計劃時間完成專題報告，並在過程

中與同學討論、協調和分工。

• 社交方面：有自閉症的學生較為自我中心，容易缺乏社交禮儀和社交技巧而

遭到同儕排斥，影響交友及群性發展。因此，他們需要進一步學習觀察別人

的表情去明白他人的觀點和感受、理解自己的行為會影響別人對自己的印象

和懂得處理意見分歧、衝突及拒絕要求。

• 情緒方面：他們要更準確瞭解自己及別人產生情緒背後的原因，從而運用恰

當的策略去調控自己的情緒狀況。他們亦需要利用更多進階的情緒詞彙，例

如：滿足、沮喪等表達感受，讓別人明白他們的情緒。

• 升中適應：由於有自閉症的學生比一般學生需要更多時間適應改變及建立新

的行為模式，因此他們需要在高小階段開始瞭解升中後的轉變，並作出適當

的準備，例如：如何面對新的環境及結交朋友等。

有關協助有自閉症的學生適應升中的支援策略，詳見第12章。

3. 初中 (中一至中三)
於初中階段，有自閉症的學生與一般同學一樣，開始進入青少年期，他們在

生理、情緒和認知發展方面都有明顯的變化。這時期的青少年需要透過自我反

思及省覺，去建立自我概念。可是，有自閉症的同學的反思和心智解讀能力較

弱，他們需要得到協助才能瞭解自己的特徵和社會人士對他們的期望，從而做

到自我倡導，避免造成自我認同危機而引致情緒行為問題。

• 學習方面：這階段的學生的思維發展日漸成熟，課程亦要求更多高層次的思

考和自主學習的技巧，這對在心智解讀、中心聚合和執行功能都較弱的有自

閉症的學生無疑是一個頗大的挑戰。因此，他們需要獲得有系統的訓練來提

升他們的學習技巧、高層次思維、心智解讀能力和解難策略。

• 社交方面：同儕的影響和接納變得越來越重要。同時，他們開始對異性感興

趣。因此，幫助他們建立合宜的交友態度和技巧是重要的。他們既要學懂如

何與朋輩透過遊戲或餘暇活動去建立友誼，也要處理相處時有可能發生的衝

突及欺凌，讓他們體現正面的同儕互動。

• 情緒方面：初中同學因著青春期內分泌的影響，容易情緒不穩及易衝動。這

些生理因素加上有自閉症的同學的偏執特徵和情緒調控問題，令他們面對的

困難更複雜。因此，協助他們提升自己的情緒調控能力去面對社交溝通的挑

戰是這階段的重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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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總 結

有自閉症的學生在社交溝通及互動方面會出現障礙。他們有偏執或重複

性的行為，興趣亦比較狹隘。在認知層面上，他們的心智解讀能力、中

心聚合能力及執行功能都較弱。這些困難除了影響他們的社交溝通及人

際關係外，還會影響他們在學習及自我管理方面的表現，使他們的成

長及適應學校生活的過程出現不少難關。學校可針對他們在各階段的需

要，選取適當的學習目標，提供針對性的支援和訓練，協助他們成功面

對各項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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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行為量表的前後測數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