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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學校或者其他人知道咗我嘅小朋友有特殊學習需要，會唔會標

籤佢呢？」 

當家長發現小朋友被診斷為有特殊學習需要或有一些發展障礙的特徵，

相信總會感到擔心及徬徨，一方面會擔心孩子的學業成績未能追上，

另一方面更擔心他/她會被他人負面標籤…..  

 

 

對被負面標籤的恐懼  

其實以上的擔心都屬人之常情，任何人都不會希望受到負面標籤。不同人

對「標籤」一詞都可能有不同的演繹，但一般來說，負面標籤 (或污名化

Stigmatization) 通常泛指： (1)被他人有成見地看待、(2)他人對自己存有

情感上的偏見、及 (3) 被排擠或歧視。研究顯示，害怕被標籤會令人隱瞞

病情，容易因此而錯過治療或尋求協助的機會。相反地，如果家長能夠接受

孩子的診斷結果和考慮相關的治療，他們就能從學校及專業人仕的合力下，

更深入及確切地認識孩子所患發展障礙的性質、影響及特殊的需要，從而令

他們更能適切地照顧到孩子。 

 

害怕被標籤? 支援、訓練、治療是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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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露有特殊學習需要有什麼壞處？我只想我的小朋友

得到與一般人同等的對待…… 

不透露甚至否認有特殊學習需要，除了令孩子得不到合適的支援和適切的

治療外，還容易令其他人不明白孩子行為背後存在發展性障礙的原因。例如

老師如果不知道孩子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就未必能按孩子在學校內遇到的

社交困難加以協助；又或者老師若不知道孩子有過度活躍的問題，容易誤會

他/她刻意不遵守規則，亦未能對孩子的衝動行為加以體諒而對他作出處分。 

 

 

讓學校或一些非政府機構知道孩子的困難有甚麼好處？  

學校需要了解到孩子的特殊學習需要，才能啟動特殊教育支援服務，讓孩子

得到適合和及時的支援。當中包括課堂內的行為情緒支援、考試的特別安排、

小組輔導等，從而讓孩子更有效地學習。此外，不同的非政府機構都設有特

定的課程或計劃，為初步及已確診後的兒童和家庭提供支援或相關訓練，例

如社交小組、行為訓練、讀寫課程等。所以無論讓學校或相關的非政府機構

知道小朋友的情況，都是有助提升支援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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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小朋友暫時在學校還應付得來，是否可以等到有需要

時再告訴學校？  

面對孩子的問題及協助孩子克服成長中所面對的困難，是家長的一項長期

而具挑戰性的任務。要讓孩子享有愉快充實的學校生活，家校合作是不可

缺少的一環。家校合作最重要是能夠坦誠溝通，建立互信的關係，以達到

雙贏的目標。遲遲不透露小朋友的特殊學習需要，會令孩子在學校錯過了

及早而適切的校內支援或調適，以及制訂較針對性解決方案的機會，久而

久之容易令問題惡化。相反，如果及早讓學校知道孩子的情況，加以支

援、調適，透過家校雙方的努力及配合，便能將問題減至最輕。研究結果

告訴我們，及時和適切的校內支援和介入，往往有助減少學童的問題行

為，以及提升他們的學習表現。 

 

既然小朋友已有學校支援，為什麼還要去專科跟進？我小

朋友又不是有精神病！ 

除了校內針對學習上的支援外，孩子還需要有行為、情緒及相關的訓練及

治療。醫院管理局轄下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務，能提供由跨專業醫

療團隊的個別或小組評估、診斷、心理輔導、治療和訓練。研究告訴我

們，及早的治療、訓練和介入，能有效減低發展性障礙相關之徵狀，促進

孩子的長遠個人發展及舒緩家長在管教孩子方面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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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可能被負面標籤，作為家長可以怎樣做？ 

面對可能被負面標籤的確是一項具挑戰性的任務，家長最先決可以做的，

就是不要在可能被標籤的同時「自我標籤」。無論小朋友有什麼發展性障

礙或特殊需要，那些特徵（不論是社交弱或是太活躍等）都不能改變他/

她是你疼愛的兒子/女兒這身份。任何人都總有一些正面的特質，也會有

一些不足之處，家長若能坦然接納孩子在個別範疇的弱點或困難，對於日

後處理可能面對的標籤尤其重要。與此同時，家長還可以： 

從知識出發 

 大部分的標籤與歧視，都是源自大眾對發展性障礙的誤解或不明白。

家長首先可以在知識層面上了解清楚孩子的情況，例如參考單張、資

源教材等，獲得準確的知識，再主動向學校或其他人分享，以減少誤

會或分歧。 

參與家長互助組織 

 同路人的支持及陪伴，能讓家長在共鳴下得到正面的力量，以及更多

資源上的分享，從而不再孤軍作戰。 

了解自己的權利 

 雖然被標籤的可能性的確存在，但在反歧視條例的保障下，孩子的權

利還是會受到保護。 

避免認為是自己的錯或被針對 

 由於標籤與歧視大都是源自誤解或不明白，萬一要面對被標籤時，家

長可以將情況理解作標籤者的個人問題，而並非家長或孩子本身的不

足或被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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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可以如何協助小朋友面對被標籤的可能性？ 

當小朋友要面對可能被負面標籤時，家長的明白、支持、以及肯定他們的

其他正面特質都不可或缺。 

教育小朋友認識自己的情況 

 向小朋友灌輸他/她情況的正確知識，加上接納他們的困難和肯定他們

的長處，都能加強孩子面對被標籤的抗逆力。 

以身作則 

 家長都是孩子的學習對象，若家長在面對可能被標籤時都能以開放和

坦然的態度去面對，同時不作「自我標籤」，久而久之，孩子也會效

法家長的正面態度。 

支援小朋友的情緒 

 面對可能被負面標籤，小朋友很可能會感到害怕或不好受。家長可以

鼓勵小朋友表達自己的感受，從而加以肯定，再陪伴和協助孩子找出

舒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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