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言

患有自閉症障礙的孩子能夠升讀主流小學，父母的心情是又喜又憂，喜的是孩子有能力和

機會跟其他兒童一起學習成長，另一方面，父母最擔憂的是孩子能否適應新環境、與人

融洽相處，及應付各種學習要求。協康會深明自閉症兒童的需要和特性，每年轄下各中心都

會預早為升讀小一的學童提供一套有系統的訓練，並且幫助家長認識即將面對的挑戰，效果

顯著；很多家長和老師都向我們反映，這些訓練甚有幫助，學童很快便適應新環境，愉快投

入小學生活，遠勝其他沒有準備的同學。

2015 年，協康會喜獲萬志仁慈善基金贊助，舉辦「愉快啟航」計劃，將這套升小適應訓練進

一步推廣，以幫助更多自閉症兒童、家長及教師。此計劃提供一系列專業訓練課程，內容包括：

為預備在主流小學升讀一年級的自閉症兒童提供小組訓練，課程分為「預備篇」及「加強篇」。

「預備篇」在兒童就讀幼稚園高班下學期時進行，訓練重點為學習小學生活的基本流程、課

堂規則、建立正確的學習態度、自我管理能力和應變能力等。透過密集及循序漸進的小組訓

練，並在暑假期間於正規的小學校園舉辦的模擬小一生活營等活動，讓自閉症兒童對小學生

活有全面的理解和掌握，為升讀小一作好準備。

「加強篇」在兒童2016年9月入讀主流小學一年級時進行，訓練重點是透過不同的情境學習，

認識和控制自己的情緒，並建立兒童的社交技巧，包括學習認識新朋友、分享不同意見、處

理同學間的衝突和解決困難的技巧，讓自閉症兒童懂得與別人合作及相處的方法，令他們更

容易適應小學之群體學習生活。

在家長及教師工作方面，本會的專業團隊透過多年的實踐經驗，為他們設計了一系列的實務

工作坊及講座，由資深心理學家、專業治療師和小學校長講解，還有家長作過來人的經驗分

享，幫助家長及教師全方位認識自閉症兒童的學習特徵，了解自閉症兒童升讀小學時會遇到

的問題和處理方法，掌握如何就自我管理、學習、社交溝通及體能活動等範疇給自閉症兒童

適當的協助，從而展開愉快的校園生活。

最後，本計劃結集了上述不同的專業經驗及知識，編寫了這本親子手冊，設計了多元化的親

子活動，讓家長在暑假及開學期間與子女一同閱讀及分享生活體驗，輕輕鬆鬆地一同邁進小

學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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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是甚麼？

自閉症 /自閉症譜系障礙是常見的兒童發展障礙之一，相關徵狀在兒童早期的成長階段

開始出現。根據美國《精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	-	第五版》（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的徵狀主要包括兩方面：

			· 在不同情景下，社交溝通持續出現困難，例如：難以解讀別人的語言及非語言訊息、與

他人眼神接觸異常、溝通時欠缺互動及難以維持對話、對結交朋友不感興趣等等

			· 出現多項固執或重覆的行為，擁有特殊和狹隘的興趣，例如：堅持相同的玩具排列、鸚

鵡式對話、對某類物品的質感有異常的興趣、重覆尋求相同的感官刺激等等

自閉症譜系障礙並不等同於發展遲緩或智力障礙，部份自閉症學童的認知能力和同齡學生

相若。不過由於上述兩方面的困難，他們於課堂學習和朋輩相處上也時常碰壁，需要家長

和老師作出額外的支援。根據本港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於 2014 年提交的立法會報告，在二

零一三至一四年間於公營主流小學就讀的自閉症學生共約 3310 人。現時，教育局已編製

《全校參與模式融合教育運作指南》供主流的中小學參考，並建議學校老師按學生不同的

特殊需要 ( 包括自閉症 ) 來提供適切的支援，例如：為自閉症學童提供更清晰的步驟指引，

並用圖畫讓他們更易掌握學習內容。然而，基於每所主流學校的師生數目和教學模式都略

有差異，每所學校為自閉症學童提供的支援方式或小組訓練亦會不同，家長可向班主任、

學生支援主任或駐校社工查詢學校目前所提供的支援方法。		

　

輕輕鬆鬆上小一：親子手冊
老師在校內的支援固然重要，而家長的輔導和諒解對自閉症學童來說可謂必不可少。本手

冊就著六個自閉症學童於學校常遇到的問題 ( 情緒控制、適應新環境、掌握新規則、自我

管理、認識新朋友及理解他人感受 ) 而編寫了六個章節，內容除了包括說明問題成因和處

理方法外，還會提供相關的親子活動，讓家長和孩子一同為適應小學生活作準備。以下是

使用本手冊的參考步驟：　　　　

1 	每章內容分為兩個部份──「給家

長的話」及「親子活動」。先閱讀

「給家長的話」從而更理解自閉症

孩子的困難。

2 	然後再閱讀「親子活動」部份。家

長可按孩子的能力而決定孩子完成

部份或所有活動。邀請孩子參與活

動前，家長應預先準備物資 ( 如 :

顏色筆，貼紙等 )，需要時可影印

或放大部份頁數，方便孩子書寫或

畫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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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邀請孩子一同閱讀「親子活動」	

內容及一起進行當中的活動。

4 		讚賞孩子參與活動。

5 	家長可以和孩子作延伸討論，看

看他們是否明白小學和幼稚園生

活的差異，又或讓他們自行說出

目前校園內的情況。

6 	完成一個章節內的活動後，再按

孩子的需要進行其他章節內的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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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觀察孩子的表情及行為 2 		協助孩子表達感受 3 		提供舒緩情緒的選擇

圖一 	紓緩情緒的方法

以下是供家長參考的步驟：

我 們都會因身邊的人及事物轉變而產生不同的情緒反應。有些人可能會就工作上的新挑

戰而感到興奮，有些人則會因轉換新的工作環境而感到不安。快樂時我們會自然地向

家人分享喜悅。當我們感到失意時，我們會懂得向親友吐吐苦水說出感受，希望聽取親友

的一些建議，從而調節自己的情緒狀態。

然而，對患有自閉症的孩子來說，表達自己的情緒和尋求恰當的解決辦法並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在新的學習環境裡，孩子要面對各式各樣的困難。有時當他們累積了負面情緒又無

法表達時，可能會做出令成人難以接受的行為，例如：大哭、尖叫、指罵老師又或突然衝

出教室。家長得知後可能會運用不同方式教導孩子如何恰當地紓緩情緒，但教導時應盡量

避免責備孩子的感受。行為的對錯或許有較客觀的標準，然而情緒感受卻是主觀的，例如：

突然衝出教室是不恰當的行為，而憤怒則是孩子個人獨特的情緒感受。家長要理解無論正

面或負面的情緒，這些都是孩子發自內心的自然反應。

孩子心裡充斥各種各樣的情緒卻「有口難言」，激動時找不到合適詞彙表達自己的感受，

激動過後又好像不太明白自己因為何事而情緒失控。平日當家長觀察到孩子情緒激動時，

家長可以用情緒圖（冊子末頁的「心情貼紙」）或口頭提示協助孩子表達感受，並同時提

供紓緩情緒的合適方法（圖一）。

給家長的話

第一章
你今天心情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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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子活動

貼上
心情貼紙

貼上
心情貼紙

貼上
心情貼紙

貼上
心情貼紙

活動 1.1   情緒對對碰
請家長讀出及解釋情緒詞彙，並協助孩子在貼紙頁 ( 附頁六 ) 中找出合適的「心情貼紙」。

小朋友，你今天的心情怎麼樣？試指出來。	

貼上
心情貼紙

貼上
心情貼紙

貼上
心情貼紙

貼上
心情貼紙

除了在孩子情緒激動時要予以協助，當孩子情緒較平穩時，亦可以教導孩子認識和表達情

緒。本章的親子活動，可以供家長日常使用，以下是活動的設計目的及使用小提示：

活動 說明

1.1
情緒對對碰

活動旨在讓孩子認識情緒。家長可以利用提問（如：什麼時候／

事情會令你覺得開心？）去檢視孩子是否明白該情緒詞彙。若發

現孩子理解錯誤，應向他們解釋該情緒的意思及相對應的表情。切

記本小冊子的活動並不是中文認讀功課，因此應由家長讀出詞彙，

讓孩子輕鬆貼貼紙即可。活動 1.1 同時亦可當作情緒圖卡使用，需

要時家長可以打開該頁讓孩子指出當刻的心情。

1.2
我覺得 ......

活動旨在讓孩子明白不同事件會帶來不同的感受。活動同時希望

家長能接納孩子的主觀情感，討論出現負面情緒時的做法。例如：

學校午餐盒內出現令孩子感到討厭的水果，孩子可以怎樣做？	家

長可以先聽孩子的主觀感覺，再和孩子討論合適的處理方法，如：

先冷靜一會，再試吃一件水果，最後把剩餘的帶回家。

1.3
心情日記

孩子每天都會遇到不同的事物，每天都可以有不同的情緒變化。無

論心情好壞，都值得父母花時間去了解，從而建立良好的親子關

係。心情日記並不是一個負面情緒的檢視表，因此孩子可以自由分

享喜悅或失意的事。心情日記的格式謹供參考，家長可以改用畫簿

或週記的方式，讓孩子有更自由的方式去繪畫和梳理日常經歷的事

件。填寫心情日記時，父母應回應孩子的情緒，需要時提供解難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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