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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怕被标签？支持、训练、治疗是重点 
 

 

 

「如果学校或者其他人知道咗我嘅小朋友有特殊学习需要，会唔会标

签佢呢？」 
 

当家长发现小朋友被诊断为有特殊学习需要或有一些发展障碍的特征，相信

总会感到担心及彷徨，一方面会担心孩子的学业成绩未能追上，另一方面更

担心他／她会被他人负面标签..... 

 

 

 

对被负面标签的恐惧 

其实以上的担心都属人之常情，任何人都不会希望受到负面标签。不同人对

「标签」一词都可能有不同的演绎，但一般来说，负面标签（或污名化

Stigmatization）通常泛指：（1）被他人有成见地看待、（2）他人对自己

存有情感上的偏见、及（3）被排挤或歧视。研究显示，害怕被卷标会令人

隐瞒病情，容易因此而错过治疗或寻求协助的机会。相反地，如果家长能够

接受孩子的诊断结果和考虑相关的治疗，他们就能从学校及专业人仕的合力

下，更深入及确切地认识孩子所患发展障碍的性质、影响及特殊的需要，从

而令他们更能适切地照顾到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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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透露有特殊学习需要有什么坏处？我只想我的小朋

友得到与一般人同等的对待...... 

 

不透露甚至否认有特殊学习需要，除了令孩子得不到合适的支持和适切的治

疗外，还容易令其他人不明白孩子行为背后存在发展性障碍的原因。例如老

师如果不知道孩子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就未必能按孩子在学校内遇到的社交

困难加以协助；又或者老师若不知道孩子有过度活跃的问题，容易误会他／

她刻意不遵守规则，亦未能对孩子的冲动行为加以体谅而对他作出处分。 

 

 

 

 

 

 

让学校或一些非政府机构知道孩子的困难有甚么好处？ 

 

学校需要了解到孩子的特殊学习需要，才能启动特殊教育支持服务，让孩子

得到适合和及时的支持。当中包括课堂内的行为情绪支持、考试的特别安排、

小组辅导等，从而让孩子更有效地学习。此外，不同的非政府机构都设有特

定的课程或计划，为初步及已确诊后的儿童和家庭提供支持或相关训练，例

如社交小组、行为训练、读写课程等。所以无论让学校或相关的非政府机构

知道小朋友的情况，都是有助提升支持的关键。



 

3 
 

我的小朋友暂时在学校还应付得来，是否可以等到有

需要时再告诉学校？ 

面对孩子的问题及协助孩子克服成长中所面对的困难，是家长的一项长期而

具挑战性的任务。要让孩子享有愉快充实的学校生活，家校合作是不可缺少

的一环。家校合作最重要是能够坦诚沟通，建立互信的关系，以达到双赢的

目标。迟迟不透露小朋友的特殊学习需要，会令孩子在学校错过了及早而适

切的校内支持或调适，以及制订较针对性解决方案的机会，久而久之容易令

问题恶化。相反，如果及早让学校知道孩子的情况，加以支持、调适，透过

家校双方的努力及配合，便能将问题减至最轻。研究结果告诉我们，及时和

适切的校内支持和介入，往往有助减少学童的问题行为，以及提升他们的学

习表现。 

 

 

 

既然小朋友已有学校支持，为什么还要去专科跟进？

我小朋友又不是有精神病！ 

除了校内针对学习上的支持外，孩子还需要有行为、情绪及相关的训练及治

疗。医院管理局辖下的儿童及青少年精神健康服务，能提供由跨专业医疗团

队的个别或小组评估、诊断、心理辅导、治疗和训练。研究告诉我们，及早

的治疗、训练和介入，能有效减低发展性障碍相关之征状，促进孩子的长远

个人发展及舒缓家长在管教孩子方面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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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可能被负面标签，作为家长可以怎样做？ 

面对可能被负面标签的确是一项具挑战性的任务，家长最先决可以做的，就

是不要在可能被标签的同时「自我标签」。无论小朋友有什么发展性障碍或

特殊需要，那些特征（不论是社交弱或是太活跃等）都不能改变他／她是你

疼爱的儿子／女儿这身份。任何人都总有一些正面的特质，也会有一些不足

之处，家长若能坦然接纳孩子在个别范畴的弱点或困难，对于日后处理可能

面对的标签尤其重要。与此同时，家长还可以： 

从知识出发 

 大部分的标签与歧视，都是源自大众对发展性障碍的误解或不明白。家

长首先可以在知识层面上了解清楚孩子的情况，例如参考单张、资源教

材等，获得准确的知识，再主动向学校或其他人分享，以减少误会或分

歧。 

参与家长互助组织 

 同路人的支持及陪伴，能让家长在共鸣下得到正面的力量，以及更多资

源上的分享，从而不再孤军作战。 

了解自己的权利 

 虽然被标签的可能性的确存在，但在反歧视条例的保障下，孩子的权利

还是会受到保护。 

避免认为是自己的错或被针对 

 由于标签与歧视大都是源自误解或不明白，万一要面对被标签时，家长

可以将情况理解作标签者的个人问题，而并非家长或孩子本身的不足或

被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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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可以如何协助小朋友面对被标签的可能性？ 

当小朋友要面对可能被负面标签时，家长的明白、支持、以及肯定他们的其

他正面特质都不可或缺。 

教育小朋友认识自己的情况 

 向小朋友灌输他／她情况的正确知识，加上接纳他们的困难和肯定他们

的长处，都能加强孩子面对被标签的抗逆力。 

以身作则 

 家长都是孩子的学习对象，若家长在面对可能被标签时都能以开放和坦

然的态度去面对，同时不作「自我标签」，久而久之，孩子也会效法家长

的正面态度。 

支持小朋友的情绪 

 面对可能被负面标签，小朋友很可能会感到害怕或不好受。家长可以鼓

励小朋友表达自己的感受，从而加以肯定，再陪伴和协助孩子找出舒缓

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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