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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協助「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 

《學齡前兒童》 

行為處理篇 

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通常有的行為問題是甚麼？ 

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的行為表徵各有不同。較常出現的行為問題包括：重覆刻板

無意義的行為、常固執堅持、為很小的事情發脾氣、在社交溝通方面表現冷漠、

被動或過份熱情等。 

處理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的行為時，宜抱着什麼心態？ 

家長宜先開放自己，接納孩子現階段的限制。宜保持冷靜，以正面、積極的心態

去面對。當然，家長會擔心孩子的將來，但過分憂慮亦對事情沒有幫助。反之，

家長宜保持積極正面的動力，把握及早訓練的機會，從而改善孩子的情況。 

家長可先瞭解並提醒自己接納孩子的特質，嘗試心平氣和地運用有效的方法來

教導他們。在幫助孩子的同時，家長宜調整自己對孩子的態度、要求和期望。家

長亦需要好好照顧自己，充分休息，恢復元氣。家人的互相支持與體諒都是十分

重要的。向外尋求援助，如參加家長自助團體，建立有效的支援網絡，亦是舒緩

壓力的好方法。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衞生署兒童體能智力測驗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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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的行為時，要注意的基本步驟是什麼？ 

 先觀察要處理的行為 

 細心、具體記錄不理想的行為及該行為出現的地點、時間和相關人物 

 分析行為背後的可能成因 

 找出配合成因的有可能的處理方法 

 選擇可行的方法，貫徹執行 

 檢討該處理方法的成效 

如果處理無效，便要再次觀察、記錄、分析，選擇別的處理方法，執行之後

再作檢討 

處理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的行為時，一般的方法是什麼？ 

無論孩子是否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一般處理行為問題的技巧都可能有效，當中

包括： 

 先強化適當行為：運用即時的關注、讚美及獎勵等，強化現有的好行為。 

 具體列出問題行為：家長先仔細觀察及確實記錄問題行為發生的地點、時間、

次數、之後發生的事情，如在場的人當時的反應和處理手法。 

 訂定具體清晰的規矩：如孩子大吵大嚷要得到玩具，家長應與孩子訂立清晰

及正面的規矩，例如「輕聲說一聲“給我”，就可以取得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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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予合理後果：如果孩子只是大吵大嚷，合理後果就是得不到他們想要的東

西；反之，如果孩子能用一些吻合其發展能力的方法來表達需要，其需要便

可被滿足。例如一個尚未有語言的孩子，能先以伸手作「俾」的手勢來表達

想玩玩具，家長便可以讓孩子得到玩具。若家長能不斷讓孩子重覆地經歷合

理後果，恰當行為便被強化，不恰當行為也會減少。 

 分散注意：若孩子較年幼或能力較弱，在不恰當行為出現之前，家長可分散

孩子的注意力到別的事物或孩子感興趣的事物上。 

 忽視法：適當地忽視孩子一些輕微的不當行為，例如一些不服氣的說話或表

情等，直到他們停止那些行為為止。 

 要有效處理不恰當行為，所有家人盡量一致的態度及手法至為重要。 

 

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較一般孩子固執，較難面對常規的改變，而

他們的語言能力又不足，家長有什麼針對性的方法可運用？ 

 視覺圖像技巧的運用：大部份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因有語言上的障礙，未能

有效地運用語言表達自己的需要。但另一方面，他們視覺上的接收能力通常

較強。因此，在行為訓練時，可訓練他們用圖咭來表達需要。例如孩子只懂

哭叫來要玩具，家長便可教他把畫有玩具的圖咭交給照顧者，這樣便能協助

孩子減退不恰當的行為。又假如孩子對適應常規的轉變有困難，家長可自製

圖咭，將常規上的轉變順序貼在當眼處，讓孩子在視覺上理解轉變，減少他

們因不安而引至出現的不恰當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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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用他們的喜好：部份的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對某些事物有強烈的愛好，如

玩具巴士、車輪、文字、一些音樂等。在訓練孩子或處理孩子行為時，家長

可以適當地運用他們的強烈的喜好來獎勵或引發恰當的行為。例如孩子堅持

進入電梯後由他按樓層的鍵，否則便尖叫起來。家長可利用孩子喜愛的玩具

巴士來分散注意，然後在較少人的時候訓練孩子進入電梯後的恰當行為表現。

又例如家長可在 10或 15分鐘的語言訓練後，獎勵孩子玩玩具巴士 5分鐘。 

 建立常規：大部份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較難適應新的程序及環境的變化。因

此建立良好的生活程序及常規，能使孩子跟隨一個有系統而穩定的生活流程。

當孩子較能預計日常流程的變化，他們的情緒便較能穩定下來，發脾氣的情

況便會改善，也能更容易明白及掌握家居環境和學習的要求。 

 貫徹執行：很多家長因為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的過分固執，受不了他們激動

的情緒和脾氣而放棄堅持，結果困於無奈無助當中。因此，要有效處理自閉

症譜系障礙孩子的行為，最重要是在觀察和分析問題後，以愛心、耐心和信

心，循序漸進的貫徹執行，堅持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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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通篇 

是否每一個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都有語言問題？ 

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常有語言和溝通困難，而他們的智能和症狀的嚴重

程度會直接影響他們學習說話的快慢。如果孩子的智力正常而症狀較輕，學說話

會較快。另一方面，有一些情況較嚴重的孩子則有可能不大會說話，需要利用其

他輔助方法（例如利用手勢或圖片等），幫助溝通。 

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在語言發展方面有什麼特徵？ 

孩子說話通常起步較遲，他們的理解和表達能力都可能較同齡兒童弱。他們經常

會有一段較長的時間像小鸚鵡般重複別人的話語，一些簡單的語言溝通技巧也

需要刻意教導才學會，而說話時音調可能較高或缺乏變化。孩子基本的理解和表

達能力會隨著年齡而日漸進步，但有些語言困難會持續，尤其對複雜和抽象的說

話會較難明白和運用，例如理解別人的說話動機（說假話、比喻和諷刺等），也

較難掌握如何按環境和對象來說合適的話。 

如何鼓勵未說話的孩子發聲和表達自己？ 

 如果孩子仍未說話，家長可以教他模仿一些簡單而有趣的聲音，如電話鈴聲、

門鐘聲、汽車聲和動物叫聲等。如果孩子只會發出沒意義的聲音，家長可以

反過來模仿他的聲音，以引起他的興趣和注意。如果孩子開始模仿你說話，

即使發音不準確，也要馬上稱讚他，鼓勵他繼續模仿。孩子仍未說話，是因

為他的語言能力尚未成熟，而不是他故意懶惰不想說，所以切勿強迫孩子說

話，以免影響親子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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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勵孩子表示所需（用說話或動作都可以），才給他所要的。切勿對孩子事事

照顧周到，令他無需提出任何要求。 

 如孩子未能清楚用說話表達自己，可以鼓勵他用手勢表達，例如拍拍自己表

示「我」，伸手表示「給我」，搖頭表示「不要」。 

 語言的理解是先於表達的。孩子首先要明白說話的意思，才會說出來。如果

孩子仍未說話，家長可引導他先建立基礎的理解能力，例如教導他認識常用

的物件名稱和動詞、聽從簡單的指示等。多與孩子說話及互動，能提升他們

的理解能力，同時建立他們的字庫，以備將來說話時運用。 

孩子已開始說話了，還需要留意什麼？ 

孩子學習說話，必須是循序漸進的。由單詞（名詞，如：火車；動詞，如：玩）、

雙詞短語（如：玩 火車）、簡單句子（如：哥哥 玩 火車）、發問（如：火車 呢？）、

事情關係（如：玩完玩具 要 收拾），以至較複雜的句式，都是逐步學習的。由

於有部分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善於重複別人的話語，家長可能一開始便

要求他模仿長句。其實，如果孩子不能自行組合字詞，也不明白長句的內容，他

是不能自然運用這些句子的。我們需要按孩子的能力，循序漸進地教導他，孩子

說話的基礎才會穩固。 

家長可以怎樣鼓勵孩子溝通時有目光接觸？ 

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在溝通時的目光接觸較弱，所以家長可教他聆聽或

表達時望著對方的眼睛，一做到便立刻稱讚他。家長最初可以把吸引孩子的物件

放在自己眼睛的前方，鼓勵孩子看著物件時也同時看你的眼睛。請不要強行轉動

他的頭來看著你說話，以免令孩子反感。有些孩子還會以為這是要別人聽他說話

的方法，便照樣對待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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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增強孩子的社交能力？  

 鼓勵孩子輪流玩和分享東西，這是他需要學習的社交技巧。 

 鼓勵孩子留意別人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和需要什麼，並在有需要時幫助別

人，以加強他的社交互動能力。例如爸爸的茶包用完時，媽媽可以讓孩子看

看空盒子，然後和他一起買一盒新的，請他交給爸爸，爸爸接到茶包時，就

馬上稱讚他。 

 鼓勵孩子留意自己和別人的情緒反應。你可以藉日常生活的機會，教他多用

情緒詞語，如開心、不開心、生氣和害怕等，幫助他表達他情緒並解釋原因。

家長可以藉圖書或角色扮演等方法，加深他對情緒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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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及家居訓練篇 

為何遊戲對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是重要的？ 

對於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由於有溝通及社交困難，遊戲對他們尤其重要，

家長可藉此與孩子有效地溝通和增進感情。不同種類的遊戲，可促進孩子各方面

的發展，如：大小肌肉、語言和認知等。如果孩子對感官刺激（如觸覺、前庭覺

等）有過敏或不足的反應，更應透過遊戲（如玩不同質感的玩具、搖搖馬等）讓

他們適當地接收不同的感官刺激，以便穩定情緒及促進動作協調。如果孩子興趣

較狹窄，多元化的遊戲（如組合性玩具、創作性的玩意）可擴闊他們對不同事物

的興趣。 

跟孩子玩遊戲時，家長應留意甚麼？ 

 準備良好的心情：跟孩子玩之前，家長首先應處理好自己的情緒，盡量放鬆

心情，才能投入遊戲中。 

 留意孩子的興趣和反應：家長應了解孩子的發展，並先隨孩子的興趣跟他玩，

大家建立關係後，才逐漸鼓勵他接觸不同的玩具和嘗試不同的玩法。孩子也

許需要較長時間接受變化，切忌勉強孩子作不感興趣的活動，以免引起抗拒

或不安的反應。 

 積極回應：家長應盡量回應孩子的動作和說話，以鼓勵溝通，並且多作讚賞，

令孩子更樂於與家長一起玩。在遊戲中家長和孩子建立良好的溝通和關係，

且孩子可發展各方面的潛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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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能在家中有系統地訓練孩子一些知識及技能？ 

基本上，遊戲不是有系統的訓練過程，為了達到特定的訓練目標，家長亦可在家

中施行有系統的訓練，以下是一些要點： 

 建立常規：家長可把孩子每天的生活程序張貼於孩子容易看見的地方如客廳，

使孩子明白每天的常規，並能預算各項程序如訓練時段及遊戲時段等，這樣

會令孩子更易配合家長的訓練。 

 運用視覺策略：設計生活程序表時，家長可運用一些照片、圖畫、符號或文

字等，幫助孩子明白。例如家長可用相機拍下訓練的位置（例如坐在枱子前

的小椅上）、要做的訓練（例如形狀板）及完成後的獎勵（例如吃提子）。 

 安排適當的環境：最好在家中一個安靜及整齊的角落，放置一張小枱和小椅

給孩子安坐，而家長則坐在孩子的側面或對面，以方便協助孩子及鼓勵眼神

接觸。 

 選擇適當的時段：最好是選擇孩子精神較佳而家長又有充足時間的時段作訓

練，例如晚飯後。 

 訂立目標：訂立訓練孩子知識或技能的目標時，從孩子有能力做到及感興趣

的活動開始，並由淺入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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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行訓練：開始訓練時，留意孩子的專注能力，由短時間開始（如數分鐘），

慢慢延長，以逐漸加強孩子的專注力。由較容易和孩子感興趣的活動開始，

再逐漸加入一些較困難及較沒興趣的活動。把較困難或複雜的活動分作細小

的步驟，逐一訓練，循序漸進，以提高孩子的學習成功感及興趣。 

 檢討訓練及獎勵：家長應經常檢討訓練程序及各樣安排是否適當，能否達至

目標。對孩子的獎勵，亦應按孩子的喜好而轉變，以保持吸引力。此外，選

擇一些可行並能即時給予孩子的獎勵會是最合適的。長遠來說，我們希望孩

子以「達到目標」作自我激勵，而家長的「獎勵」則可慢慢減少。 

遊戲和有系統的家居訓練，那一樣比較重要？ 

遊戲能促進孩子與家長的溝通和感情；而不同的遊戲亦可增強孩子各方面的能

力，這些可與有系統的家居訓練互相配合。家長應按個別孩子的特質及家居環境

作適當的安排，使孩子在不同情況下都能愉快地學習及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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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食問題 

研究指出，很多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對食物有特定的要求，例如他們只會

選擇某種質感、味道、氣味、品牌、包裝、形狀、顏色、或特定溫度的食物等等。

有些孩子也會對食物的擺放方式或進食時所使用的餐具有特殊偏好。其他進食

方面的行為問題包括拒絕進食、進食時需要按照特定的程序、進食不可食用的東

西（例如泥土、紙）、進食過急或長時間把食物含在嘴裡。 

一般而言，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的進食或偏食問題主要有以下特點： 

1. 接受較少的食物質感：一般偏向容易咀嚼或吞嚥的食物 

2. 接受較少的食物種類：願意進食的食物種類總數少於 30 種，水果∕蔬菜少

於 10種，蛋白質少於 10種，穀類∕澱粉少於 10種。  

3. 較長的用餐時間：有些孩子需要至少 30 分鐘用餐，有些則每天花多於 2 小

時用餐 

4. 進餐期間有行為問題（例如：故意把碗或餐具扔到地上） 

5. 孩子不良的飲食習慣導致家庭承受很大壓力 

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的進食問題一般始於幼年，亦有可能持續到青少年期。

他們有些會因長期偏食或持續的進食問題而導致營養不良或過於肥胖。這些孩

子的進食問題很大程度是受到他們自閉症譜系障礙的情況所影響： 

1. 口部肌肉能力較弱：很多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有咀嚼或吞嚥困難，也

有進食動作方面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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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官統合問題：他們對食物的氣味、味道或質感有過敏反應 

3. 固執行為：他們對用餐時間、地點、餵食者，以及食物的種類或外觀有特定

的偏好 

4. 環境因素：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與其他孩子一樣，隨著時間漸漸明白

到表達不滿或憤怒的情緒有機會讓他們逃離不喜歡的環境 

孩子健康是父母最大的心願，因此，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孩子的進食問題經常為

他們的父母或照顧者帶來很大壓力。以下是一些幫助父母和照顧者改善孩子進

食問題的建議： 

1. 家長應記錄孩子每日進食與拒食的食物種類以及份量。還要注意孩子的進食

行為，以及任何有助進餐的因素（例如：孩子比較喜歡使用某一個餐具來進

食）。 

2. 設計一個進食日程表。日程表應包括進食時間、地點和進食習慣等。目的在

於讓孩子了解接下來的安排。必要時，可以使用視覺或聽覺提示，如展示圖

片來提醒孩子接下來的活動或常規安排的轉變（例如：今天會帶孩子去新的

餐廳），或播放熟悉的音樂作預告，讓孩子對接下來的安排做好心理準備。 

3. 避免讓孩子在一天內不斷進食或吃過多零食，這樣會減低孩子吃主餐或嘗試

新食物的動機。 

4. 嘗試將進餐時間限制在 15-30分鐘以內。時間到了便拿走桌上所有食物，讓

孩子進行其他活動。 

5. 進餐時，讓孩子安坐在舒適和有腳踏的座位上。盡量保持腰背挺直（需要時

給予坐墊支撐），桌子的高度應該和孩子的肘部相等。



13 

 

 

6. 進食時，避免開電視或使用電話以減低環境干擾，有助孩子專注進食。 

7. 讓孩子探索和嘗試食物，特別是未曾接觸過的新食物。 

8. 讓孩子接受新食物的方法有三： 

a. 合併方式給予：把新食物混入孩子喜愛的食物中。開始時，在孩子喜歡

的食物當中混入少量新食物。慢慢增加新食物的比例，直到孩子願意單

獨吃新食物為止。 

b. 塑造新的進食行為：將進食行為分拆為多個細小的步驟（例子：剛開始

時先鼓勵孩子凝望食物， 下一步鼓勵他嗅一下食物的味道，再嘗試用手

觸碰食物，把食物放到嘴邊，嘗試舔一下食物的味道，最後才鼓勵進食。）

進行時注意在每一小步都給予孩子獎勵，鼓勵他繼續嘗試，直至能夠吞

下食物為止。 

c. 食物串連：所有食物的色香味以致形狀及質感都不相同，嘗試每次只作

某一種感官上的改變，循序漸進（例子：孩子喜歡吃炸薯條，可先讓他

∕她嘗試焗薯條，接著可以嘗試焗薯角，然後吃焗薯仔等等）。每一步也

需要耐心慢慢嘗試。 

9. 以有趣和孩子熟悉的方式介紹新食物，如通過遊戲，故事或使用孩子喜歡的

卡通人物來介紹新食物。 

10. 讚揚和獎勵孩子積極進食的行為。當孩子在進餐期間表現良好或願意嘗試新

的食物時應立即給予獎勵。 

11. 提高孩子的日常活動量有助於增加食物攝取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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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父母應保持良好的進食習慣（例如：不在進食時使用手機），為子女樹立好榜

樣。展示其他孩子或成人正確用餐的照片或影片也可以給他們提供模仿對象。 

父母或照顧者需要共同努力，訂立具體、合理、而且可量化的目標，無論目標是

要增加進食的份量、進食的種類，或提高孩子的合作性等，亦應貫徹一致地執行。

父母需要調節自己的情緒，避免過於擔心或急躁。父母應了解這些進食問題與孩

子自閉症譜系障礙有關，而不是由父母在教養方面的錯誤所導致的。幫助孩子建

立良好的飲食習慣和接受新食物並不容易，但透過我們的耐心和循序漸進的方

法，問題一般都可以得到改善。 

若孩子的進食問題嚴重並且沒有改善，請向專業人士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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