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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升上高中後，步入青春期的中期，開始對異性產生興趣，並盼望與異性建立親

密的關係。有自閉症的學生在兩性關係的追求上與一般學生無異，但他們在社交溝

通及想法解讀的能力較弱，且受制於欠缺彈性的思想、異常的感官反應、狹隘的興

趣等，令他們與異性相處時遇上更多困難，引致他們不自覺地做出不合宜，甚至惹

人反感的行為。

研究顯示，有自閉症的青少年在兩性關係及相處上，常常出現下列困難 (Hannah & 

Stagg, 2016)：

圖 8.1 有自閉症的高中學生在兩性關係上常見的困難

有自閉症的青少年認為

學校所提供的兩性教育

不足夠，亦難以掌握相

關的內容及教授形式，

故未能把所學的知識應

用及內化。

大部分有自閉症的青少

年在社交場合與人交際

互動，或跟心儀的對象

相處時，往往會因自身

的缺損而容易碰壁，引

致他們感到焦慮不安。

他們多數擁有與異性相

處的負面經驗及看法，

例如被拒絕，甚至被利

用。他們亦會對他人作

出纏擾行為，令人反感。

這些負面經驗都令他們

難與異性相處。

由於社交溝通及想法解

讀的能力較弱，他們在

戀愛或兩性關係中要理

解及解讀異性的想法及

感受會有顯著的困難。

未能完全掌握經學校 

教授的兩性教育知識

社交上經常碰壁並 

感到焦慮

過往與異性相處的經驗

較負面
難於理解別人

1

3

2

4

提供兩性教育的重要性

8.1 為有自閉症的高中學生提供兩性教育的重要性為有自閉症的高中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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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有自閉症的學生來說，學校為一般學生而設的兩性教育課程普遍出現以下的情

況，以致未能切合他們的需要：

因此，學校適宜在高中階段運用具實證為本的支援策略，為有自閉症的學生提供有

關兩性關係的訓練，讓他們在與異性開展關係前已裝備相當的知識及技巧，協助他

們減少負面的經驗及情緒，增加他們與異性相處時的成功感，為他們與異性建立健

康關係作好準備。

圖 8.2 為有自閉症的高中學生提供兩性教育的訓練重點

8.1 為有自閉症的高中學生提供兩性教育的重要性

訓練重點

8.2 

沒有足夠時間讓有自閉症的學生進行 

行為或技巧演練，以鞏固相關知識
3

步伐太急促

需要太多前設知識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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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自己及心理教育 技巧裝備

 l 問世間情是何物？

 l 為甚麼需要愛情？

 l 何時最適合建立戀愛關係？

 l 哪裏可以找到愛情 ?

 l 誰是合適的對象？

 l 如何知道別人對自己是否有好感？

 l 如何與異性溝通？

 l 如何處理電子通訊？

 l 如何合宜地向別人表達好感？

 l 如何處理邀約被拒或拒絕約會？

訓練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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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策略

8.3 

8.3 教學策略

進行相關訓練時，宜考慮學生的需要、特質及興趣，並在第二或第三層介入支援時

靈活地運用以下的教學策略，協助學生掌握正確的知識及態度，讓他們於日常生活

中應用所學的技巧。

策略 應用舉隅

進行需要評估

利用不同形式的

需要評估，了解

學生與異性相處

的經驗和困難，

以便規劃及設計

訓練內容時能配

合他們的需要及

興趣

需要評估 －－「知己知彼」

	� 讓學生回答有關與異性相處的網上問卷，一方面了解他們

的需要及感興趣的主題，另一方面評估他們對相關知識及

技巧的認識與運用，協助擬訂往後的教學內容及活動設

計。

善用討論及 

解說

主題一：認識自己及心理教育

	� 透過分組討論或辯論，讓學生共同探討應何時開始戀愛關

係，引導他們分析其他同學的觀點及看法，刺激思考。	

	� 在活動或討論後，導師帶領學生反思相關內容及與生活的

連繫，並進一步解說與異性相處的重點及合宜的態度，協

助他們在建立關係時善加抉擇。

運用視覺策略

運用圖片 /圖表

運用流程圖及 

清單

主題一：認識自己及心理教育

	� 以金字塔圖表展示朋友關係

有親疏的分別，如由金字塔

最底層的「陌生人」（數量

多）到最頂層的「知己朋

友」（數量少）。	

主題一：認識自己及心理教育

	� 以兩張並列的清單指導學生分析別人對自己「有好感」

和「沒有好感」的信號。

知己 

朋友

好朋友

普通朋友

唔熟朋友

陌生人

圖 8.4 朋友間的親疏關係圖

你有沒有試過主動約會女孩子？

是成功或失敗？

圖 8.3

有關與異性相處的

問卷題目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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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教學策略

策略 應用舉隅

運用影片示範

或角色扮演

利用影片示範 

不合宜行為

導師以角色扮演

示範合宜行為

需要評估－－「知己知彼」

	� 引用年輕人感興趣的媒體或網上平台的影片來展示不合宜

的示愛方式。

主題二：技巧裝備－－「處理被拒絕」

	� 兩位導師進行角色扮演，其中一位作出邀約，另一位則拒

絕對方的邀請，示範如何應用主題內容：「處理提出邀約

被拒的四大錦囊」。	

運用情境解讀

框架

主題二：技巧裝備－－「向別人表示友好」

	� 以情境解讀框架跟學生討論表達好感的合宜方式，引導他

們考慮別人的感受和印象，並反思自己的行為引致的後

果，鼓勵他們展現適當及正面的行為，避免非期望行為。

提供技巧演練 

及應用的機會	

在介紹及解釋相

關社交技巧後，

宜多利用行為預

演或在日常生活

中應用，鞏固所

學

主題二：技巧裝備－－「與別人溝通」	

	� 在課節中安排學生二人一組進行角色扮演（行為預演），

練習以不同的題目打招呼及開展話題	

	� 邀請學生在訓練時間外找一位朋輩 / 導師 / 老師進行對話

練習，並把對話的經驗記錄在《對話練習記錄表》內	

( 東華三院 (2016)：《友情 GPS——提升自閉症青少年社交	

技能課程》)

  

 

一、打招呼 二、展開話題 三、延續對話 四、轉換話題 五、完結對話 

說話：_________ 話題： ⃞ 簡短回應：__________ 何時： 何時： 

動作： 

⃞ 眼神接觸 

⃞ 微笑 

⃞ 合宜距離 

⃞ 站立 

⃞ 維持坐下 

⃞ 揮手 

⃞ 點頭 

⃞ 眼眉向上 

⃞ 傾前 

⃞ 學校：_______
⃞ 興趣：_______
⃞ 假日活動：___
   _____________   
⃞ 居住區域：___
   _____________
⃞ 其他：________ 

⃞ 發問跟進問題： 
   (參考六何法)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對方已分享完上一個話題 

⃞ 對方不願意分享上一個話題 

⃞ 已嘗試延續對話 

 

⃞ 時間 / 場合問題 

⃞ 任何一方未有興趣繼 

續對話 

 

 

⃞ 給予相關意見： 

   (參考六何法)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如何：

⃞ 等待停頓位 
⃞ 運用過渡句：____________ 
                       ____ 

如何：

⃞ 運用結尾 

   簡單總結 / 感受： 

                                      

   完結對話的原因： 

                                      

⃞ 說再見：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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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內容舉隅

8.4 

8.4 訓練內容舉隅

「異性相處技巧訓練小組」的主題及課節內容

需要評估 第一節 知己知彼（需要評估）

主題一： 

認識自己及 

心理教育

第二節

愛情是甚麼（What） 

拍拖的原因（Why） 

拍拖好時機（When）

第三節 愛情何處尋（Where）

第四節 誰是合適的對象（Who）

主題二： 

技巧裝備

第五節 怎知道她對我有好感 / 如何和她對話（How）

第六節 怎樣正確使用電子通訊工具（How）

第七節 如何處理被拒絕（How）、總結及慶祝派對

請參閱第十三章《資源篇》：「高階社交技巧——兩性教育」內「異性相處技巧訓練

小組」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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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異性相處的生活經驗

 l 你有沒有接觸過與自己年齡相若的	

異性？如有，是在甚麼情況下接

觸？	

 l 你曾使用甚麼 apps 來結識異性﹖

或與他們通訊？	

 l 你現在 / 過往有心儀的對象嗎？

 l 你曾經與自己年齡相若的異性單獨

相處過嗎 ?	

當時你有甚麼感受和想法？

 l 與異性相處時，你有遇過困難或有

碰釘的經驗嗎？	

如有，請分享你的困難或經驗。	

 l 你現在 / 過往有談戀愛嗎？	

電子通訊世界

 l 你是否試過在網絡上與異性聊天？	

請輸入次數 / 頻密程度。	

 l 你是否試過在網絡上結識異性？

 l 你是否試過跟在網絡上結識的異性

約會？

 l 你是否試過利用 apps 結識異性或

與異性通訊？	

如是，請列出所用的 apps。

 l 利用電子通訊工具與異性溝通時，

是否遇過困難或有碰釘的經驗？	

如有，請分享你的困難或經驗。

知己知彼

教學重點 讓學生以匿名的方式在網上平台回答他們與異性相處的經歷及困

難 ( 見下表 )，了解組員的需要。	

需要評估

第
八
章

高
階
社
交
技
巧——

兩
性
教
育

8.4 訓練內容舉隅

第一節

讓學生反思以往跟異性相處的經歷和困難，了解他們當時的感受，藉此探討他

們在建立兩性關係時的需要，尤其關注他們使用電子通訊工具與異性溝通的情

況，以便擬訂教學的內容及設計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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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何事(What)、為何(Why)、何時(When)、何地(Where)和何人(Who)展開討論，

與學生進行有關與異性相處的心理教育。

喜歡

友伴的愛

愚昧的愛痴迷的愛 空虛的愛

只有 熱情：	

互相被對方吸引着，但缺乏了

解，也沒有考慮將來，愛情未

必能長久。

只有承諾：	

純粹是為了婚姻，大家沒有

親密及浪漫的感覺。

只有熱情＋承諾： 

沒有親密的感覺，較多是

因衝動而作出承諾。

圖 8.6「愛情三角理論」中不同種類的愛

親密

（intimacy）

熱情

（Passion）
承諾

（Commitment）

圓滿的愛

（Consummate love）

圖 8.5 史坦伯格的「愛情三角理論」

浪漫的愛
只有親密＋熱情： 

較多只着重過程， 

不在乎結果及承諾。

只有親密：	

共處的感覺很舒服，但缺少熱情，

形同朋友，未必願意廝守終生。

只有親密＋承諾： 

多指平穩的婚姻，缺

乏浪漫熱情的感覺。

第二節

問世間情是何物？ 

「愛情」的概念較為抽象，因此導師要具體地教授「愛情是甚麼」，讓有自閉症

的高中學生較易理解。例如引用心理學家史坦伯格 (Robert Sternberg)的「愛情

三角論」，讓學生了解「圓滿的愛」需同時具備三種要素：親密、熱情和承諾，

愛情才可長久與和諧。( 圖 8.5 )

一段關係，如果缺乏以上的要素，便不可被稱之為愛；如果只存在其中一種或兩

種要素，也不是圓滿的愛情 (Sternberg, 1986)。( 圖 8.6 )	

教學重點

圓滿的愛

（熱情＋親密＋承諾）

親密

熱情 承諾

主題一：認識自己及心理教育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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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面影響 負面影響

	�有人分擔學習壓力	

	�一起溫習，互相提點，令學

業成績進步	

	�豐富中學生活，留下美好的	

回憶	

	�練習與異性相處，裝備自己

將來升學的社交生活	

	�時間管理困難，較容易分心

而不能集中學習	

	�除學業外，還有來自老師、

同學或家長的壓力	

	�經濟或有壓力，談戀愛需要

一定的消費	

	�難於處理感情問題，如出現

爭執或失戀，有機會喪失鬥

志	

	�心智發展未完全成熟，有機

會下錯決定	

為甚麼需要愛情？

教學重點 每個人追尋愛情的原因不盡相同。導師宜與學生進行討論，協助

他們反思自己希望建立戀愛關係的原因，並讓他們明白只有合適

的理由，才能令他們有較大機會得到長久和理想的愛情( 瑪麗醫

院，n.d.)。 

何時最適合建立戀愛關係？ 

有自閉症的青少年有時較難抑制衝動，計劃未來的技巧亦較弱，對異性產生好

感後，或會急於與對方建立戀愛關係。因此，導師宜就他們的實際情況，與他

們分析談戀愛對他們所造成的正面及負面影響（見下表），以協助他們作較全面

的考慮。

教學重點 有自閉症的青少年因為對自己感興趣、喜歡的人和事物有所偏執，

對他人的想法卻未能充分解讀，尋找愛情時往往只從自己的角度

出發而欠缺通盤考慮。因此，導師有需要就時間、地點、途徑或

對象等多方面，引導他們思考具體而合適的計劃。

舉例說明談戀愛對學生的正面及負面影響：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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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指導性問題協助學生分析結交異性朋友的合適地點或媒介

第三節

哪裏可以找到愛情？ 

結交異性朋友的地方、場合以至電子媒介都日趨多樣化，利用電腦或智能電話的

應用程式在網絡上結交異性亦十分普及。然而，未必所有地點及媒介都是合適和

安全。因此，導師除可直接指導學生要避免一些高危的地點及媒介外，亦宜引導

他們分析怎樣才可安全地結交異性。

教學重點

指導性問題舉隅：

	l 在該地點或媒介是否容易核實對方的真正身份或背景？	

	l 當有需要時，在該地點或媒介能否容易尋求救助？

	l 該地點或媒介是否有法例、家人或學校監管？

	l 一般而言，學生是否會在該地點或媒介結交朋友？

	l 該地點或媒介能否促進彼此溝通及了解？

	l 該地點或媒介是否安全或有潛在風險？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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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宜引導學生學習辨識可觀察的或較具體的行為指標及個人特

質，以掌握如何選擇合適的交友對象。

好的選擇 壞的選擇

你喜歡的 不認識你

好像對你有興趣的
好像對你沒有興趣

或只是利用你

和你有共同興趣
對你說話刻薄及	

取笑你

與你年紀相若 不理會你

圖 8.7 選擇戀愛對象時的討論重點

了解異性的外在

與內在特質及自

己對這些特質的

喜好

明白在選擇戀愛對

象時，不宜只着重

其外在特質

明白內在特質有

助維持持久的愛

情關係

第四節

誰是合適的對象？ 

有自閉症的青少年有時未能透過別人的行為或相處時的態度來挑選合適的交友對

象，導師可引導學生參考下表中的選擇指標來判斷對方是否交朋友的好選擇。	

有自閉症的青少年因自我覺察能力較弱，未必能全面了解自己的喜好及需要。他

們的思想亦較狹隘，會因異性的個別外在或內在特質而認定對方就是合適的戀愛

對象。因此，導師與學生討論如何選擇戀愛對象時，可以探討外在特質和內在特

質的重要性。( 圖 8.7)	

教學重點

選擇交友對象的指標舉隅：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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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異性關係指數表：

指數 關係 描述 行為

5 夫婦 你生命中的伴侶，你們

互相支持，互相信任。	

兩人一起生活、見面及

溝通，有頻密的共同活

動，能分享喜惡、看法

和感受。有時候有親密

行為。	

4 男 / 女	

朋友

你很多時候跟對方一

起，你們努力了解、關

懷及包容對方，並共同

學習及成長。你們亦常

計劃大家的將來。	

兩人見面及溝通的時間

較多，會一起進行活

動，能與對方分享喜

惡、看法和感受。有時

候有親密行為。	

3 朋友 你認識並信任對方，

他 / 她喜歡你所喜歡的

東西，你喜歡和他 / 她

一起談天及玩樂。	

大家見面的時間較多，

會一起進行活動，能與

對方分享喜惡、看法和

感受。	

2 點頭之

交

如同學，你可能每天看

見對方，但你對他們的

事情所知不多。	

你們見面時會點頭、微

笑，但不會作深入的溝

通。	

1 陌生人 只是遇見，但你不認識

對方。	

雙方甚少或不會對話 /

溝通。	

由於有自閉症的青少年較難理解別人的想法和感受，當他們對別人有好感時，

有時會主觀以為對方與自己的觀感一致。	

因此，建議導師聚焦地教授學生解讀別人對自己的態度，從而了解別人對自己

的印象及看法。

教學重點 導師宜教導學生了解自己與別人的關係及相應的行為規範 ( 見下

表 )，避免產生誤會而給人壞印象及影響友誼。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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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如何 (How) 與異性溝通，例如：怎樣得知別人對自己存有好感、如何與異性

開展及完結對話等技巧。	

有好感的信號 沒有好感的信號

	�身體往前傾，希望聽清楚你

的說話

	�友善的觸碰 ( 如：觸碰你的

手臂或肩膀 )

	�你說的笑話讓他 / 她發笑

	�常常對着你笑

	�主動把你加入朋友群組

	�邀請你參與活動 / 接受你的

邀請

	�對你說友善的話 / 讚賞你

	�樂意和你傾談	

	�與你分享食物	

	�避免和你有眼神接觸

	�只因為工作需要（如：做分

組專題習作）才傳送信息給

你，其餘時間沒有交流	

	�不想將自己的 Facebook/IG/

電話號碼給你	

	�你和她說話時不作回應

	�不回覆你的信息

	�以簡短或敷衍的說話來回覆

你的信息

導師可教授學生分析這些信號來判斷對方是否對自己存有好感 ( 見下

表 )。導師亦宜提醒學生要多留意不同的信號以作更客觀的判斷。

教學重點

有好感和沒有好感的信號示例：

（參考資料：Laugeson, 2017. PEERS for Young Adults）

主題二：技巧裝備

第五節

如何知道別人對自己是否有好感？ 

與別人相處時，我們可透過說話、表情、動作、語氣、身體距離等信號來了解別

人的想法和感受。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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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8 

與異性溝通的

兩個步驟

注意自己的儀容，

給對方留下好印象

1
第

步

適當地打招呼，然後

展開、延續、轉換和

完結話題

2
第

步

階段 技巧 例子

展開

對話

打招呼 「Hi」、「Hello」、「你好」、「好耐無見」等

相應非語言行為 保持眼神接觸、微笑、適當距離等

根據情境選擇合

適的開場白
「今日真係好凍」、「今日無帶飯嘅」等

延續

對話

簡短回應 「哦」、「唔」

六何法︰	

提出跟進問題

A：「我上星期六睇咗套戲呀。」

B：( 跟進問題 )「邊套呀？講嚟聽下？」	

A：「我噚日買到 XXX 嘅演唱會飛呀！」

B：( 跟進問題 )「嘩！ XXX 嘅 show！	

你係點買到㗎？」	

六何法︰	

給予相關意見

A：「我上星期去咗學校隔離嗰間餐廳鋸扒呀！」

B：( 給予意見 )「嗰間餐廳啲牛扒好正㗎喎！	

上次我去食咗兩個人嘅份量！」

轉換

話題

等待停頓位 /

運用過渡句 「話時話」、「哎！係喎，啱啱諗起」等

完結

對話

運用結尾 「同你傾偈真係開心」、「原來係咁」等

交代完結原因 「走先喇」、「約咗人」等

說再見 「拜拜」、「下次見」等

教學重點

如何與異性溝通？ 

導師宜教授學生當知道別人對自己有好感時，可以嘗試通過兩個步驟與異性溝通

( 東華三院，2016)。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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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重點

第六節

如何處理電子通訊？ 

智能電話的通訊應用程式及網上社交媒體已成為現今青少年的主要溝通途徑，但

使用有關交友工具令人難以確認對方的身份及限制信息的轉發與讀取。因此，導

師宜提醒學生使用電子通訊程式時要注意個人安全。	 

使用電子通訊程式時有關隱私和安全的須知

	l 切勿發放涉及個人私隱的照片（如：身體的敏感部位）	

	l 切勿洩露涉及個人私隱的資料（如：地址、密碼、身份證號碼）

	l 切勿發表過分偏激的言論

	l 緊記做好網絡保安措施（如：防毒軟件／私人帳戶設定）

	l 緊記認清對方身分（如：對方所顯示的相片未必是真正身分）

	l 信息上傳網絡後，未必能夠刪除，可能會在網絡繼續流傳

( 東華三院，2016)

教學重點

利用電子通訊工具的社交提示 

當使用電子通訊工具與別人溝通時，我們便不能以對方的表情、動作、語氣、身

體距離等社交提示來分析對方的情緒及要表達的信息，因此，有自閉症的學生需

要掌握通訊中的其他社交提示來進行有效的溝通。

導師可以預設不同的電子通訊對話例子，教導學生這些社交提示及信

息的含意。同時，導師亦宜進一步提醒學生需要綜合觀察不同的社交

提示及信息的上文下理，才能更準確地掌握對方所表達的意思。	 

	� 不同的語氣助詞表達

出不同的語氣及情緒

	� 例如：「吓」是驚訝

的語氣，表達驚訝的

情緒

	� 使用強調字眼，如

英文的大楷字母，

可以表達更強烈的

感情

	� 不同的標點符號能表達

不同的語調及情緒

	� 例如：“？”一般是指

對方有疑問，想表達心

中有疑惑

	� 不同 emoji 能表達

不同的情緒

	� 一般而言，emoji 的

數量愈多，所表達

的情緒愈強烈

圖 8.9 常見於電子通訊中的社交提示	

表情或 

動作符號

(emoji) 標點符號

語氣助詞強調字眼

☺

吓

？

NO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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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境 使用電子通訊工具時的社交潛規則示例

使用表情或動作

符號 (emoji) 時

	�有些 emoji	的含意可能較敏感，我們需要考慮與對方

的關係及對話的內容，小心使用這些 emoji。

	�我們通常不會在同一個信息中使用太多不同的 emoji，

這樣或會令人較難理解我們所表達的語氣及情緒。

當別人不回覆 /	

不認真回覆我們

的信息時

	�即使對方願意回覆信息，但若內容簡短，又好像沒有

興趣再深入交流，那可能是對我們沒有好感的信號。

導師可提醒學生多留意對方在其他場合或對話時的反

應，判斷對方是否有興趣和自己交談。	

	�除了回覆的內容外，信息的頻密程度及信息的長短亦

有助作出分析。	

傳送信息時

	�即使對方已讀取信息，亦不代表對方需要立即回覆。

	�「兩次嘗試黃金定律」：對方不回覆信息時，我們最

多只可以再傳送信息一次。如果我們不停地傳送信息，

對方可能會感到煩厭。我們要避免作出纏擾行為。	

😘❤

😑😪👋😫😞😣😜👊📕今日好多功課呀！

教學重點

使用電子通訊工具時的「潛規則」 

有自閉症的學生有時難以從觀察或日常生活中汲取社交溝通的「潛規則」。因此，

導師宜直接教導學生使用電子通訊工具時的「潛規則」，預防他們發出令人費解

或感到奇怪的信息。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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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合宜地向別人表達好感？ 

有自閉症的學生亦渴望結交朋友，有時會透過不同的言行主動向別人表達好感。

但因他們未能解讀別人的想法及感受，或會不自覺地作出令對方感到受騷擾、驚

恐或困擾的纏擾行為 (Stalking)，例如：重複發出對方不欲收取的信息、在街上

尾隨對方、在對方的居所或工作地點進行監視等。導師可以運用一些針對自閉症

及實證為本的策略，例如：自我調控指數表及情境解讀框架，協助學生學習如何

合宜地向別人表達好感，建立友誼。

通過指數圖表及文字描述，讓學生了解不同的示好方式會令別人有

甚麼不同的感覺、反應和印象。

指數 行為 別人的感覺 / 反應
別人對我

的印象

5

	�小息、午膳及放學後也

尾隨着她	

	�於 Whatsapp 群組告訴

所有同學自己喜歡她

	�她感到害怕 / 尷尬 /	

不安

	�可能討厭我 / 向老師	

投訴

壞印象	

4

	�每天午膳時，坐在她附

近，並刻意靠近她

	�即使她不回覆信息，仍

每天發信息給她

	�她感到害怕 / 不自在

	�可能令她很煩厭

	�逃避我 / 封鎖我的信息

壞印象	

3
	�經常望着她的一舉一動

	�盯住她

	�她感到不舒服

	�逃避看到我

印象	

一般

2

	�嘗試找出共同興趣，展

開對話

	�給她短訊，如果她不回

覆便不再傳送

	�她感覺舒服

	�可能願意回應我	

好印象	

1
	�見面時，跟她打招呼

	�見面時，嘗試跟她聊天

	�覺得我有禮貌 / 友善

	�可能想和我交談

好印象	

例子：利用自我調控指數表（見下表）與學生討論向別人表達好感

的不同方式及後果。

8.4 訓練內容舉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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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境：向一位補習社女同學表示友好

意圖
別人的 

感受

別人的 

看法 / 印象

行為引致的 

後果

你對這結果

的感覺

非期望行為

	�小息、午

膳及放學

後也尾隨

着她	

	�想跟她做

好朋友

	�想看到她

	�想了解她

	�不安

	�煩厭

	�驚嚇

	�覺得我	

討厭

	�覺得我有

不軌企

圖，甚至

是變態、

危險人物

	�她不想和我

接觸及逃避

我

	�會向老師投

訴，甚至報

警

	�不開心	

	�內疚	

	�孤單	

	�羞愧

期望行為

	�見面時跟

她打招呼	

	�見面時，

嘗試跟她

開展對話

	�想跟她做

好朋友

	�想看到她

	�想了解她

	�舒服 	�覺得我	

友善

	�她可能會想

和我聊天 /

做朋友

	�開心

	�滿足

教學重點

通過圖表，令學生明白即使本着同一的良好意圖，但只要行為不同，便會造成正

面或負面的結果。

例子：利用情境解讀框架（見下表）跟學生討論向別人表達好感的

正反方式及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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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訓練內容舉隅

教學重點

第七節

如何處理邀約被拒或拒絕約會 

為了協助學生適當地處理邀約遭到拒絕或拒絕別人的邀約，導師應教導他們以雙

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處理，考慮他人的感受，避免影響彼此的關係。	 

	� 保持冷靜，否則其他人可能會感到奇怪、不舒服，甚或會損壞

自己的名聲

1 保持冷靜

	� 繼續傾談你提出邀約前的話題

	� 鍥而不捨地追問對方拒絕應約的原因或

會令氣氛尷尬

3 回歸話題

	� 提出簡短的回應，表示接受對方拒絕自己的邀請

	� 例如：「唔緊要，下次再約。」、「OK呀，遲啲再約。」

2 欣然接受

圖 8.10 處理提出邀約被拒的四大錦囊

	� 為結束對話作簡短交代，避免別人覺得

自己因為被拒絕而感到尷尬或傷心

	� 例如：「我趕住返屋企喇，遲啲見啦。」

	� 簡單交代後，自然地離開現場

4 簡短交代、離開現場
保持冷靜

欣然接受

回歸話題

簡短交代、

離開現場

「兩次嘗試黃金定律」：

如果已經提出了兩次邀請也不成功，很有可能是對方對我們沒有興趣。如果

我們仍然繼續提出邀請，別人會覺得我們死纏爛打，對我們留下壞印象。

如何處理提出邀約被拒？ 

建立友誼與否是雙方的選擇，所以當我們嘗試與別人發展友誼，向對

方進行邀約，並不代表對方也同樣希望跟我們成為朋友，要接受我們

的邀請。但是，有自閉症的學生往往會缺乏社交技巧去處理當中的矛

盾。	

導師可透過示範及「行為預演」，教導學生如何恰當地處理提出邀約

而被拒絕的情境，並提醒學生：當別人三番四次拒絕我們的邀請時，

我們可能會感到難受，但應注意交友是個人的選擇，不能勉強。我們

可尋找其他對我們有興趣的人，嘗試與他們建立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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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 持 冷 靜，

否則其他人

可能會感到

奇 怪、 不 舒

服， 甚 或 會

損壞自己的

名聲

	�禮貌地拒絕

對方及簡短

地說出原因

	�例 如：「 唔

好 意 思， 我

星期六唔得

閒 呀。」、

「唔好意思

呀， 我 對 呢

套戲唔係好

有興趣呀。」

	�友善地多謝

對方的邀請

	�例 如：「 多

謝 你 嘅 邀

請。」、「 多

謝 你 約 我

去 睇 戲 /

行 街 / 唱

K⋯⋯。」

	�繼續傾談對

方提出邀約

前的話題

	�與對方繼續

討論拒絕應

約的話題或

會令氣氛尷

尬

	�離 開 前， 作

出簡短交代

	�例 如：「 我

趕住返屋企

啦， 遲 啲 見

啦。」、「我

要 去 補 習

啦， 遲 啲 再

傾過。」

	�然後自然地

離開現場

1 保持冷靜 4 回歸話題 5 簡短交代、 
離開現場

2 禮貌拒絕 3 多謝對方

教學重點

如何拒絕別人的邀約？ 

有自閉症的學生的社交技巧較弱，當不願意和他人交往並建立友誼時，可能不懂

得如何恰當地拒絕別人。導師可透過示範及「行為預演」，具體地教導學生應如

何拒絕他們不感興趣的邀請。

	l 拒絕別人邀約時，需要保持友善的態度，以免令大家感到尷尬。	

	l 不應因為自己拒絕了邀請而取笑對方，否則會讓人覺得我們沒有禮貌。	

	l 不要對別人說對方曾提出邀約，否則別人可能會說長道短，令對方感到

尷尬。

	l 不要因為不懂得拒絕別人或擔心別人會感到失望而答應對方的邀請。

圖 8.11 拒絕別人邀約的步驟

在支援有自閉症的學生學習與異性相處時，我們可以透過六何法的

框架：何事 (What)、為何 (Why)、何時 (When)、何地 (Where)、

何人 (Who) 和如何 (How) 為經，並以討論、引導問題、行為預演

及不同的實證為本策略，如：視覺策略、示範及情境解讀框架等技

巧為緯，跟學生闡明兩性關係的重點及與異性相處的社交技巧。	

結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