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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助「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 

《学龄前儿童》 

行为处理篇 

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通常有的行为问题是甚么？ 

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行为表征各有不同。较常出现的行为问题包括：重复刻板

无意义的行为、常固执坚持、为很小的事情发脾气、在社交沟通方面表现冷漠、

被动或过份热情等。 

处理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行为时，宜抱着什么心态？ 

家长宜先开放自己，接纳孩子现阶段的限制。宜保持冷静，以正面、积极的心态

去面对。当然，家长会担心孩子的将来，但过分忧虑亦对事情没有帮助。反之，

家长宜保持积极正面的动力，把握及早训练的机会，从而改善孩子的情况。 

家长可先了解并提醒自己接纳孩子的特质，尝试心平气和地运用有效的方法来

教导他们。在帮助孩子的同时，家长宜调整自己对孩子的态度、要求和期望。家

长亦需要好好照顾自己，充分休息，恢复元气。家人的互相支持与体谅都是十分

重要的。向外寻求援助，如参加家长自助团体，建立有效的支持网络，亦是舒缓

压力的好方法。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卫生署儿童体能智力测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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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行为时，要注意的基本步骤是什么？ 

 先观察要处理的行为 

 细心、具体记录不理想的行为及该行为出现的地点、时间和相关人物 

 分析行为背后的可能成因 

 找出配合成因的有可能的处理方法 

 选择可行的方法，贯彻执行 

 检讨该处理方法的成效 

如果处理无效，便要再次观察、记录、分析，选择别的处理方法，执行之后

再作检讨 

处理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行为时，一般的方法是什么？ 

无论孩子是否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一般处理行为问题的技巧都可能有效，当中

包括： 

 先强化适当行为：运用实时的关注、赞美及奖励等，强化现有的好行为。 

 具体列出问题行为：家长先仔细观察及确实记录问题行为发生的地点、时间、

次数、之后发生的事情，如在场的人当时的反应和处理手法。 

 订定具体清晰的规矩：如孩子大吵大嚷要得到玩具，家长应与孩子订立清晰

及正面的规矩，例如「轻声说一声“给我”，就可以取得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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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合理后果：如果孩子只是大吵大嚷，合理后果就是得不到他们想要的东

西；反之，如果孩子能用一些吻合其发展能力的方法来表达需要，其需要便

可被满足。例如一个尚未有语言的孩子，能先以伸手作「俾」的手势来表达

想玩玩具，家长便可以让孩子得到玩具。若家长能不断让孩子重复地经历合

理后果，恰当行为便被强化，不恰当行为也会减少。 

 分散注意：若孩子较年幼或能力较弱，在不恰当行为出现之前，家长可分散

孩子的注意力到别的事物或孩子感兴趣的事物上。 

 忽视法：适当地忽视孩子一些轻微的不当行为，例如一些不服气的说话或表

情等，直到他们停止那些行为为止。 

 要有效处理不恰当行为，所有家人尽量一致的态度及手法至为重要。 

 

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较一般孩子固执，较难面对常规的改变，而

他们的语言能力又不足，家长有什么针对性的方法可运用？ 

 视觉图像技巧的运用：大部份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因有语言上的障碍，未能

有效地运用语言表达自己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他们视觉上的接收能力通常

较强。因此，在行为训练时，可训练他们用图咭来表达需要。例如孩子只懂

哭叫来要玩具，家长便可教他把画有玩具的图咭交给照顾者，这样便能协助

孩子减退不恰当的行为。又假如孩子对适应常规的转变有困难，家长可自制

图咭，将常规上的转变顺序贴在当眼处，让孩子在视觉上理解转变，减少他

们因不安而引至出现的不恰当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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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他们的喜好：部份的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对某些事物有强烈的爱好，如

玩具巴士、车轮、文字、一些音乐等。在训练孩子或处理孩子行为时，家长

可以适当地运用他们的强烈的喜好来奖励或引发恰当的行为。例如孩子坚持

进入电梯后由他按楼层的键，否则便尖叫起来。家长可利用孩子喜爱的玩具

巴士来分散注意，然后在较少人的时候训练孩子进入电梯后的恰当行为表现。

又例如家长可在 10 或 15 分钟的语言训练后，奖励孩子玩玩具巴士 5 分钟。 

 建立常规：大部份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较难适应新的程序及环境的变化。因

此建立良好的生活程序及常规，能使孩子跟随一个有系统而稳定的生活流程。

当孩子较能预计日常流程的变化，他们的情绪便较能稳定下来，发脾气的情

况便会改善，也能更容易明白及掌握家居环境和学习的要求。 

 贯彻执行：很多家长因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过分固执，受不了他们激动

的情绪和脾气而放弃坚持，结果困于无奈无助当中。因此，要有效处理自闭

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行为，最重要是在观察和分析问题后，以爱心、耐心和信

心，循序渐进的贯彻执行，坚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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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篇 

是否每一个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都有语言问题？ 

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常有语言和沟通困难，而他们的智能和症状的严重

程度会直接影响他们学习说话的快慢。如果孩子的智力正常而症状较轻，学说话

会较快。另一方面，有一些情况较严重的孩子则有可能不大会说话，需要利用其

他辅助方法（例如利用手势或图片等），帮助沟通。 

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在语言发展方面有什么特征？ 

孩子说话通常起步较迟，他们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都可能较同龄儿童弱。他们经常

会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像小鹦鹉般重复别人的话语，一些简单的语言沟通技巧也

需要刻意教导才学会，而说话时音调可能较高或缺乏变化。孩子基本的理解和表

达能力会随着年龄而日渐进步，但有些语言困难会持续，尤其对复杂和抽象的说

话会较难明白和运用，例如理解别人的说话动机（说假话、比喻和讽刺等），也

较难掌握如何按环境和对象来说合适的话。 

如何鼓励未说话的孩子发声和表达自己？ 

 如果孩子仍未说话，家长可以教他模仿一些简单而有趣的声音，如电话铃声、

门钟声、汽车声和动物叫声等。如果孩子只会发出没意义的声音，家长可以

反过来模仿他的声音，以引起他的兴趣和注意。如果孩子开始模仿你说话，

即使发音不准确，也要马上称赞他，鼓励他继续模仿。孩子仍未说话，是因

为他的语言能力尚未成熟，而不是他故意懒惰不想说，所以切勿强迫孩子说

话，以免影响亲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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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孩子表示所需（用说话或动作都可以），才给他所要的。切勿对孩子事事

照顾周到，令他无需提出任何要求。 

 如孩子未能清楚用说话表达自己，可以鼓励他用手势表达，例如拍拍自己表

示「我」，伸手表示「给我」，摇头表示「不要」。 

 语言的理解是先于表达的。孩子首先要明白说话的意思，才会说出来。如果

孩子仍未说话，家长可引导他先建立基础的理解能力，例如教导他认识常用

的物件名称和动词、听从简单的指示等。多与孩子说话及互动，能提升他们

的理解能力，同时建立他们的字库，以备将来说话时运用。 

孩子已开始说话了，还需要留意什么？ 

孩子学习说话，必须是循序渐进的。由单词（名词，如：火车；动词，如：玩）、

双词短语（如：玩 火车）、简单句子（如：哥哥 玩 火车）、发问（如：火车 呢？）、

事情关系（如：玩完玩具 要 收拾），以至较复杂的句式，都是逐步学习的。由

于有部分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善于重复别人的话语，家长可能一开始便

要求他模仿长句。其实，如果孩子不能自行组合字词，也不明白长句的内容，他

是不能自然运用这些句子的。我们需要按孩子的能力，循序渐进地教导他，孩子

说话的基础才会稳固。 

家长可以怎样鼓励孩子沟通时有目光接触？ 

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在沟通时的目光接触较弱，所以家长可教他聆听或

表达时望着对方的眼睛，一做到便立刻称赞他。家长最初可以把吸引孩子的物件

放在自己眼睛的前方，鼓励孩子看着物件时也同时看你的眼睛。请不要强行转动

他的头来看着你说话，以免令孩子反感。有些孩子还会以为这是要别人听他说话

的方法，便照样对待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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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强孩子的社交能力？ 

 鼓励孩子轮流玩和分享东西，这是他需要学习的社交技巧。 

 鼓励孩子留意别人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和需要什么，并在有需要时帮助别

人，以加强他的社交互动能力。例如爸爸的茶包用完时，妈妈可以让孩子看

看空盒子，然后和他一起买一盒新的，请他交给爸爸，爸爸接到茶包时，就

马上称赞他。 

 鼓励孩子留意自己和别人的情绪反应。你可以藉日常生活的机会，教他多用

情绪词语，如开心、不开心、生气和害怕等，帮助他表达他情绪并解释原因。

家长可以藉图书或角色扮演等方法，加深他对情绪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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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及家居训练篇 

为何游戏对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是重要的？ 

对于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由于有沟通及社交困难，游戏对他们尤其重要，

家长可藉此与孩子有效地沟通和增进感情。不同种类的游戏，可促进孩子各方面

的发展，如：大小肌肉、语言和认知等。如果孩子对感官刺激（如触觉、前庭觉

等）有过敏或不足的反应，更应透过游戏（如玩不同质感的玩具、摇摇马等）让

他们适当地接收不同的感官刺激，以便稳定情绪及促进动作协调。如果孩子兴趣

较狭窄，多元化的游戏（如组合性玩具、创作性的玩意）可扩阔他们对不同事物

的兴趣。 

跟孩子玩游戏时，家长应留意甚么？ 

 准备良好的心情：跟孩子玩之前，家长首先应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尽量放松

心情，才能投入游戏中。 

 留意孩子的兴趣和反应：家长应了解孩子的发展，并先随孩子的兴趣跟他玩，

大家建立关系后，才逐渐鼓励他接触不同的玩具和尝试不同的玩法。孩子也

许需要较长时间接受变化，切忌勉强孩子作不感兴趣的活动，以免引起抗拒

或不安的反应。 

 积极响应：家长应尽量响应孩子的动作和说话，以鼓励沟通，并且多作赞赏，

令孩子更乐于与家长一起玩。在游戏中家长和孩子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关系，

且孩子可发展各方面的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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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能在家中有系统地训练孩子一些知识及技能？ 

基本上，游戏不是有系统的训练过程，为了达到特定的训练目标，家长亦可在家

中施行有系统的训练，以下是一些要点： 

 建立常规：家长可把孩子每天的生活程序张贴于孩子容易看见的地方如客厅，

使孩子明白每天的常规，并能预算各项程序如训练时段及游戏时段等，这样

会令孩子更易配合家长的训练。 

 运用视觉策略：设计生活程序表时，家长可运用一些照片、图画、符号或文

字等，帮助孩子明白。例如家长可用相机拍下训练的位置（例如坐在枱子前

的小椅上）、要做的训练（例如形状板）及完成后的奖励（例如吃提子）。 

 安排适当的环境：最好在家中一个安静及整齐的角落，放置一张小枱和小椅

给孩子安坐，而家长则坐在孩子的侧面或对面，以方便协助孩子及鼓励眼神

接触。 

 选择适当的时段：最好是选择孩子精神较佳而家长又有充足时间的时段作训

练，例如晚饭后。 

 订立目标：订立训练孩子知识或技能的目标时，从孩子有能力做到及感兴趣

的活动开始，并由浅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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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训练：开始训练时，留意孩子的专注能力，由短时间开始（如数分钟），

慢慢延长，以逐渐加强孩子的专注力。由较容易和孩子感兴趣的活动开始，

再逐渐加入一些较困难及较没兴趣的活动。把较困难或复杂的活动分作细小

的步骤，逐一训练，循序渐进，以提高孩子的学习成功感及兴趣。 

 检讨训练及奖励：家长应经常检讨训练程序及各样安排是否适当，能否达至

目标。对孩子的奖励，亦应按孩子的喜好而转变，以保持吸引力。此外，选

择一些可行并能实时给予孩子的奖励会是最合适的。长远来说，我们希望孩

子以「达到目标」作自我激励，而家长的「奖励」则可慢慢减少。 

游戏和有系统的家居训练，那一样比较重要？ 

游戏能促进孩子与家长的沟通和感情；而不同的游戏亦可增强孩子各方面的能

力，这些可与有系统的家居训练互相配合。家长应按个别孩子的特质及家居环境

作适当的安排，使孩子在不同情况下都能愉快地学习及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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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食问题 

研究指出，很多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对食物有特定的要求，例如他们只会

选择某种质感、味道、气味、品牌、包装、形状、颜色、或特定温度的食物等等。

有些孩子也会对食物的摆放方式或进食时所使用的餐具有特殊偏好。其他进食

方面的行为问题包括拒绝进食、进食时需要按照特定的程序、进食不可食用的东

西（例如泥土、纸）、进食过急或长时间把食物含在嘴里。 

一般而言，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进食或偏食问题主要有以下特点： 

1. 接受较少的食物质感：一般偏向容易咀嚼或吞咽的食物 

2. 接受较少的食物种类：愿意进食的食物种类总数少于 30 种，水果∕蔬菜少

于 10种，蛋白质少于 10种，谷类∕淀粉少于 10种。  

3. 较长的用餐时间：有些孩子需要至少 30 分钟用餐，有些则每天花多于 2 小

时用餐 

4. 进餐期间有行为问题（例如：故意把碗或餐具扔到地上） 

5. 孩子不良的饮食习惯导致家庭承受很大压力 

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进食问题一般始于幼年，亦有可能持续到青少年期。

他们有些会因长期偏食或持续的进食问题而导致营养不良或过于肥胖。这些孩

子的进食问题很大程度是受到他们自闭症谱系障碍的情况所影响： 

1. 口部肌肉能力较弱：很多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有咀嚼或吞咽困难，也

有进食动作方面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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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官统合问题：他们对食物的气味、味道或质感有过敏反应 

3. 固执行为：他们对用餐时间、地点、喂食者，以及食物的种类或外观有特定

的偏好 

4. 环境因素：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与其他孩子一样，随着时间渐渐明白

到表达不满或愤怒的情绪有机会让他们逃离不喜欢的环境 

孩子健康是父母最大的心愿，因此，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进食问题经常为

他们的父母或照顾者带来很大压力。以下是一些帮助父母和照顾者改善孩子进

食问题的建议： 

1. 家长应记录孩子每日进食与拒食的食物种类以及份量。还要注意孩子的进食

行为，以及任何有助进餐的因素（例如：孩子比较喜欢使用某一个餐具来进

食）。 

2. 设计一个进食日程表。日程表应包括进食时间、地点和进食习惯等。目的在

于让孩子了解接下来的安排。必要时，可以使用视觉或听觉提示，如展示图

片来提醒孩子接下来的活动或常规安排的转变（例如：今天会带孩子去新的

餐厅），或播放熟悉的音乐作预告，让孩子对接下来的安排做好心理准备。 

3. 避免让孩子在一天内不断进食或吃过多零食，这样会减低孩子吃主餐或尝试

新食物的动机。 

4. 尝试将进餐时间限制在 15-30分钟以内。时间到了便拿走桌上所有食物，让

孩子进行其他活动。 

5. 进餐时，让孩子安坐在舒适和有脚踏的座位上。尽量保持腰背挺直（需要时

给予坐垫支撑），桌子的高度应该和孩子的肘部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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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进食时，避免开电视或使用电话以减低环境干扰，有助孩子专注进食。 

7. 让孩子探索和尝试食物，特别是未曾接触过的新食物。 

8. 让孩子接受新食物的方法有三： 

a. 合并方式给予：把新食物混入孩子喜爱的食物中。开始时，在孩子喜欢

的食物当中混入少量新食物。慢慢增加新食物的比例，直到孩子愿意单

独吃新食物为止。 

b. 塑造新的进食行为：将进食行为分拆为多个细小的步骤（例子：刚开始

时先鼓励孩子凝望食物， 下一步鼓励他嗅一下食物的味道，再尝试用手

触碰食物，把食物放到嘴边，尝试舔一下食物的味道，最后才鼓励进食。）

进行时注意在每一小步都给予孩子奖励，鼓励他继续尝试，直至能够吞

下食物为止。 

c. 食物串连：所有食物的色香味以致形状及质感都不相同，尝试每次只作

某一种感官上的改变，循序渐进（例子：孩子喜欢吃炸薯条，可先让他

∕她尝试焗薯条，接着可以尝试焗薯角，然后吃焗薯仔等等）。每一步也

需要耐心慢慢尝试。 

9. 以有趣和孩子熟悉的方式介绍新食物，如通过游戏，故事或使用孩子喜欢的

卡通人物来介绍新食物。 

10. 赞扬和奖励孩子积极进食的行为。当孩子在进餐期间表现良好或愿意尝试新

的食物时应立即给予奖励。 

11. 提高孩子的日常活动量有助于增加食物摄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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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父母应保持良好的进食习惯（例如：不在进食时使用手机），为子女树立好榜

样。展示其他孩子或成人正确用餐的照片或影片也可以给他们提供模仿对象。 

父母或照顾者需要共同努力，订立具体、合理、而且可量化的目标，无论目标是

要增加进食的份量、进食的种类，或提高孩子的合作性等，亦应贯彻一致地执行。

父母需要调节自己的情绪，避免过于担心或急躁。父母应了解这些进食问题与孩

子自闭症谱系障碍有关，而不是由父母在教养方面的错误所导致的。帮助孩子建

立良好的饮食习惯和接受新食物并不容易，但透过我们的耐心和循序渐进的方

法，问题一般都可以得到改善。 

若孩子的进食问题严重并且没有改善，请向专业人士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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