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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助「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 

《学龄儿童─增润篇》 

学习篇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有什么常见的学习困难？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在进入学龄阶段时，可能会比一般孩子遇上更多的学习

困难，以下是一些导致学习困难的常见因素： 

认知能力发展不平均 

智力是其中一项影响孩子学习的因素。文献指出约百分之二十五的自闭症谱系

障碍孩子被界定为有限智能，影响他们在主流学校中学习。即使是整体智力发展

正常，他们的认知能力亦有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例如有些孩子可能有过人的记忆

力，让他们容易学习数据性及有系统的知识，但理解、想象及创作力则可能较弱。

此外，他们对书本里的抽象概念亦较难理解。 

理解力弱 

研究指出大部分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在接收指令及整合讯息的能力较弱。他

们难于同时接收并处理听觉和视觉的讯息、不容易了解和总结生活背后的经验，

亦会错误理解别人说话背后的意思。例如他们会因错误理解老师的问题而「答非

所问」。由于他们较难抽取文章重点、或过分留意枝节，以致在应付阅读理解或

作文等科目时特别吃力。此外，孩子的思考模式比较单一及欠缺弹性，较难举一

反三及把所学到的知识灵活地运用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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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力问题 

有些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可能同时兼有注意力不足的问题。他们对不同事物

的专注力可以有很大的差异，例如他们对复杂的教学内容或不感兴趣的课题容

易分心，但对自己有兴趣的事物则过分专注；又或者偏向留意细节而忽略重点。

此外，有些孩子会被课室环境的细微声音或事物吸引（如墙上的时钟或冷气机所

发出的声音等），令他们无法集中精神学习。 

动机问题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有时会被抱怨缺乏学习动机或不够主动。事实上，这些孩

子大多数有一些特别而偏向狭隘的兴趣令他们过分沉迷，以致对其他事物或学

习提不起劲，从而影响学习动机。 

组织力弱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常见有组织力弱的问题，令他们在日常生活或学习时，表

现混乱及欠缺条理，需要成人较多协助及引导。例如要求孩子收拾书包、整理通

告和作业、或个人自理时，他们无法按步就班完成工序，或需要成人大量协助，

方能完成；面对专题学习或作文时，往往因为难于整理一大堆资料而无从入手；

他们考试时又会因为不会分配时间及欠缺答题技巧，以致影响表现。老师往往以

为孩子有专注力或动机问题，其实他们的困难可能与其较弱的组织能力有关。 

感观异常反应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一般比较固执，不太接受也不喜欢太多转变，有些甚至对

外界环境有异常反应（如过敏或敏感度低），甚或出现自我刺激的行为。他们生

活上遇有不适应的情况，便会表现得情绪化，因而影响学习。有些较严重的，更

会出现自我伤害或攻击行为，需转介专科找出问题的根源，并给予适当治疗（如

行为矫正或药物治疗等）。（请参考<<行为篇及情绪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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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协助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提升学习能力？ 

成人需要细心了解及分析影响孩子学习的因素，明白孩子能力强弱的分布，针对

容易出现困难的地方，尽量以其强势补其不足，改善及提升其能力。 

清晰指令，具体教导，提升动机 

● 给孩子的指令要清晰，并避免他们要同一时间处理太多数据。 

● 教导时以清楚的步骤及框架引导孩子思考。 

● 学习较抽象的课题时，要多利用日常生活的经验作例子解说，让孩子较易领

会，并引导他们作多角度的分析及理解。 

● 可刻意教导孩子做功课和应付测验时的答题技巧。例如写作时可以先由简单

的周记入手；运用「脑海地图」或「六何法」等技巧来组织文章内容；亦可

用笔记协助孩子建立有用的词汇库，供作文时使用；而最为重要的，是在课

余时间多带孩子参与不同活动，扩阔他们的生活经验，以便作文时有更多可

运用的素材。 

善用视觉策略 

● 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视觉学习能力通常比听觉学习优胜。要提升他们的理

解力，可以运用视觉策略加强视觉提示。例如教导一些较抽象的概念如钱币

换算时，可以利用图解或实物来加以说明。 

● 运用视觉模式来学习。例如以视觉提示及背诵口诀等方法可以清楚指示学习

或题目重点，使孩子易记易明。 

● 视觉策略可以应用到环境安排、常规建立及学习新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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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组织技巧 

● 协助孩子建立组织技巧时，可以将目标分成较小的步骤，并配合视觉提示和

具体示范，引导他们如何「按步就班」地完成指令。把较沉闷及冗长的作业，

让孩子分开几次完成，令他们较有动力，在完成目标后获得成功感。 

适当地运用奖赏和趣味学习来提升学习动机 

● 教学时可以利用孩子有兴趣的课题，加入学习活动中。例如孩子比较喜欢动

物，成人便可以利用跟动物有关的事物作为事例，提升孩子的学习动机。 

● 平时要经常留意孩子的喜好，利用奖赏，以增强他们的学习动机及建立良好

行为。 

● 可以考虑以具体的奖励和订立行为合约，来鼓励孩子完成工作。 

● 如果孩子最终不能完成任务，便应分析要求孩子做的事是否过多或过难，或

由其他因素引起。 

● 协助孩子订立合理的期望和目标，可有助减少他们和家长的挫败感。 

创造有利学习环境，减少外来刺激 

● 多留意孩子感官上的反应，如对光线、声音、冷热及触觉是否过敏或反应过

低，以便尽量安排一个适合他们感官的环境，减少外来刺激，改善专注力。 

● 建立孩子学习和做事的系统和好习惯，让他们能专注做事，减少分心的机会。 

● 利用图像、相片及符号等提示，让孩子清楚了解工作的要求及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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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生活常规，划分工作时段 

● 对生活流程较坚持及固执的孩子，要向他们预告转变。预先给予孩子适当提

示或给予演习的机会，可以减低焦虑。 

● 让孩子建立有规律的生活习惯。订立生活和作息时间表，有助他们生活更有

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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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常生活技能篇 

何谓「日常生活技能」？ 

日常生活技能包括 

● 自我照顾能力如穿衣、梳头、洗面和洗澡等 

● 与学习相关的技能如书写和收拾书包等 

● 日常简单家务如扫地、洗碗和收拾床铺等 

为何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学习「日常生活技能」如此重要？ 

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经常有动作协调的困难，而且他们大多在计划和组

织各项活动上较一般孩子弱，在完成上述日常生活活动时也需要成人从旁协助。

若家长能学习适切的方法，给予他们合适的指导，有助提升孩子的独立能力，加

强他们的自信和社交能力。 

如何训练孩子的「日常生活技能」？ 

家长在训练孩子日常生活技能时，应注意下列重点： 

引发学习动机 

孩子不愿意学习日常生活技能，往往是由于欠缺学习这些技能的动机。家长不妨

先耐心地解释学习这些技能的原因、对孩子的重要性和好处。如孩子愿意尝试或

作出努力，家长除了给予适切的口头鼓励和赞赏外，也可给予一些小礼物作奖励，

以引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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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认知 

学习各种生活技能前，都必需先对这些技能有足够的认识。家长应向孩子解释清

楚，也可以透过亲身示范及从旁提示，让孩子更懂得每个步骤的细节和完成各活

动的具体策略。 

订立清晰明确的目标 

家长宜先和孩子一起订立清晰的训练目标，并把每一目标分成数个简单的短期

目标，这有助增强孩子的成功感。这些目标要切合孩子的需要及能力，并加以量

化。例如： 

长期目标：孩子于四星期内能自行刷牙 

短期目标： 1. 孩子于一星期内能自行把牙膏挤在牙刷上 

 2. 孩子于两星期内能自行漱口 

3. 孩子于三星期内能用牙刷刷净部份牙齿 

列出清晰明确的步骤 

由于有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在计划和组织各项活动上较一般孩子弱，如家长

能协助孩子列出清晰和明确的步骤跟随，有助他们更快地学懂生活上的各种技

能。例如： 

训练目标：完成功课后能自行收拾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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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骤： 

1. 把家课、手册和签了名的通告放于白色文件夹中 

2. 把中、英、数、常科目的书簿分别放于红、黄、绿、蓝色的这件夹中 

3. 把其他科目的书簿及上述不同颜色的文件夹放入书包里 

4. 检查文具盒并放入书包里 

5. 把八达通、纸巾、水壶和其他需要的物品放入书包里 

检讨成效 

在每一个短期和长期目标结束后，家长可和孩子一起讨论计划的成效，探讨当中

成功和不成功的原因，是否需要对目标及步骤作进一步的修正，耐心聆听孩子的

困难，并一起想出解决的方法。无论孩子是否成功达到目标，家长都应给予适切

的鼓励和支持，让孩子更有信心地向下一个目标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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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凌问题 

欺凌（Bullying）是指持续且蓄意损害他人的举动，多是恃强凌弱或以众欺寡，

常见攻击性语言、排挤或强索，甚有肢体暴力等行为。 

为何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容易成为欺凌对象？ 

由于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于沟通、社交及行为方面均出现困难，以下不同的因

素，有可能使他们成为别人欺凌的对象： 

● 被动的性格及语言困难，令孩子不敢讲出真相或无法清晰交代事件始末。 

● 词不达意及行为古怪，会惹来同学取笑及戏弄。有时被人捉弄而不自知，会

招致更多欺凌。 

● 不懂人情世故而容易误解他人、经常不按常规或直斥人非等行为，也会引起

别人反感而被排挤。 

● 性格孤癖和兴趣狭隘，使孩子难与人建立友谊，这种「独行侠」处境易遭欺

凌。 

如何有效地保护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免受欺凌？ 

● 教导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处理情绪的方法：如被人欺凌时，要保持冷静，

避免「还击」而将事件恶化。 

● 透过角色扮演，教导他们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并向身边信任的人投诉及懂得

自我保护。 

● 如确实遇到欺凌，家长宜先控制自己的情绪，慢慢引导孩子说出事件始末。

家长亦可以运用角色扮演、文字书写、视觉图像去协助他们表达事件。有需

要时，亦可以联络相熟的同学或家长，询问有关事情的资料，再与学校相关

职员联络，商讨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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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远的预防措施 

● 与学校老师和社工保持良好沟通，多主动了解孩子在校的适应情况。 

● 教导他们观察别人的言谈举止，区别恶意捉弄与一般嬉戏不同之处。 

● 具体教导他们择友标准及背后原因，协助他们融入群体生活。 

● 日常多引导他们复述生活经验。 

● 多发展他们的专长，藉以增加同学们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孩子的欣赏和接纳。 

结语 

虽然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孩子易成欺凌对象，但基于他们也普遍较难从别人的角

度看事物或理解他人的感受，因此，他们亦可能会成为欺凌者，以肢体或语言欺

负他人，家长亦可参照以上的原则或方式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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