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自閉症學童的學習需要欠缺理解 

1. 有些人以「雪花」去形容參差不樣的自閉症種類。據第四版 DSM 的分類, 自

閉症有多達 2027 種。大多數人認為自閉症只影響語言能力, 人際技巧及有不

同重複及騷擾行為；但不會影響學習主流課程，尤其是正常或較高智商的自

閉症學童。可惜，這是一個錯誤的概念；不單是普羅大眾的觀念，亦是一般

教育家及教育決策者一些根深蒂固的意識；亦因此而低估患有自閉症學童每

天在校所遇到的挑戰及學習障礙。雖然有極少數的自閉症學童在沒有任何支

援或調適下仍可應付主流課程，大部份智力正常的自閉症學童需要大量及長

期的支援方可應付主流學校的基本要求。 

 

2. 由於自閉症的種類眾多，而其學習的需要有別於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或學習

障礙的學童。本人認為現時的融合教育問題在於未有全面理解及照顧自閉症

學童的特別學習需要： 

 

2.1. 以目前的機制，學童的智能是分配學位的唯一條件。然而，患有自閉症

兒童在校的支援卻不能單以其智能決定。若評估報告中建議學童需要

「有關自閉症的支楥」，當中卻未能具體及詳細地陳述個別學童的特定

需要以供學校參考。 

 

2.2. 雖然大部份就讀於主流學校的自閉症兒童擁有正常或以上的智商，他們

卻不善應用其智力於一般生活上。基本的學習技能，如以小組或大班的

模式學習，對大多數有正常智商的自閉症學童來說，仍然是艱巨的挑

戰；亦是自閉症學童與其他學習障礙的學童最大的區別。這些基本的學

習技能包括： 

2.2.1. 不懂或未有留意到老師與其他同學的談話及互動，故未能從觀察

中明白老師的講解 （他們可能只集中跟從老師的直接及明顯的指

令）； 

2.2.2. 當老師滔滔不絶地授課而沒有加插大量視象媒體，如圖片或影

片，作輔助時，他們的專注力驟降； 

2.2.3. 當背景有多項雜音，如同學細聲交談，撥動書本文具或書包的聲

音，他們多會自動抽離調出課堂； 

2.2.4. 對一般課題甚至同學不時分享的生動故事缺乏興趣或自然的好

奇，仍會抽離調出課堂； 

2.2.5. 未能預測老師下一步的指令及只明白指令字面上的意思 (例如，當

老師指示要取出該堂的書本時，自閉症學童往往只直接跟從書面指

令而未會作出其他有關的反應，如收回前一節的書簿) 

2.2.6. 不能分神同時顧及完成作業或其他工序及聆聽老師的其他指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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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7. 不能衡量事情的輕重，而往往專注於一些不重要的細節，亦會有

強迫的動機去完成一些細節 (例如，老師講書之際，忽然衝出座位

去關未有關好的門)； 

2.2.8. 不明普通規矩背後的原因，如排隊或等侯；當要等稍長時間或會

有滋擾性行為； 

2.2.9. 執著規則及規律，不能適應突然的轉變； 

2.2.10. 欠缺基本解決問題的能力，如要求其他人的幫助 （例：因未能打

開午餐盒而大哭）。 

 

3. 因欠缺明白社交或人際關係的基本，社交興趣弱以及不大知道及關心他人的

感受，一般主流學校所採用的訓導方法對一般自閉症的學童未能有效： 

 

3.1. 未必明白權威的概念，以「見校長」為懲罰未必有效。 

 

3.2. 未必明白要專敬師長的意思及態度，尤其被老師懲罰時或會反駁或富攻

擊性。 

 

3.3. 未必完全掌握自己行為的因果，故未必明白被懲罰的因由。有時會以為

被不公平對待而作出激烈的反抗。 

 

4. 隨與朋輩之間的相處時有困難，自閉症學童的社交溝通障礙亦貫穿不同的學

科： 

 

4.1.  語文 

4.1.1. 解讀成語有困難 

4.1.2. 難明白字裏行間的意思 

4.1.3. 難預測故事的因果 

4.1.4. 不理解故事的教訓 

4.1.5. 作文弱 

 

4.2. 數學 

4.2.1. 文字題解讀有困難 

4.2.2. 掌握心算（因想象力有限）有困難 

4.2.3. 難以不同方法或次序去明白同一個數學理念 

4.2.4. 因想象力弱，難明白三角幾何 



4.3. 科學 

4.3.1. 描述實驗及概念時有困難 

4.3.2. 難掌握抽象的科學概念及引述概念於生活當中 

 

4.4. 宗教及社會學科 

4.4.1. 掌握抽象及複雜的感受及抽象概念 （如罪疚感，歧視）有困難 

 

5. 正因社交障礙是自閉症其中一個主要的障礙，小息或午飯等社交休憩時間往

往被認為會為自閉症學童提供黃金的社交機會。相反，若學校未有準備在這

些時間提供有效的支援，融合教育對這些學童反而有害： 

 

5.1. 研究指出單單與沒有發展障礙的學童一起共處同一個社交場合是不會幫

助自閉症學童年有意義地融合入同輩的社交圏子的。相反，研究高功能

自閉症及亞氏保加症的青少年報告總括大多數學童見證被同輩隔離及欺

凌（40 ﹣90﹪）。而大部份有自閉症的青少年亦有緊張及抑鬱症的癥兆

（11 ﹣80﹪）。 

 

5.2. 研究指出大部份欺凌的個案是在社交的時段在一些較隱蔽的地點，如洗

手間，中發生的。 

 

5.3. 研究亦指出沒有朋友的學童及有明顯及標韱化行為的學童是最易成為欺

凌的受害者。 

 

6. 以下的建議是基於自閉症的特別學習需要及賦予他們平等的機會接受有意義

的教育： 

 

6.1. 隨智商外，其他重要的資料及參數（見第二，三及四段）應列入評估報

告當中以助學校計劃及適當地調配資源。 

 

6.2. 基於自閉症種類多樣化，在開學首一至兩個月在校內進行更深入的評估

來評定學童在該校的學習需要是必要的。而這些評估會提議學童在該學

年所需的支援及支援的模式，所以須求極高的專業訓練及判斷，普通校

內的資深老師亦未能應付，建議須由專業及專職自閉症的臨床及教育心

理學家來進行。 



6.3. 若學童需要短暫（如半個至一個學年）但密集式的支援以輔助其掌握基

本的學習技巧，短暫的「非融合教育」(如在校內設立獨立的教室或派

學童至為自閉症而設的學校) 會令自閉症學童更有效的預備之後的主流

教育。 

 

6.4. 有部份的自閉症學童的總智商是正常的，但未有或不會具備應有的智能

分配去融入主流教育(需求智能分配在各能力上較平均)。本港現有的特

殊學校課程是為不同智障等級而設，故亦不能迎合這群有特殊智力分配

的學童。因此，政府應開設專為自閉症學童而設的學校因材施教。 

 

6.5. 由於支援輔導或訓練自閉症學童需求非常專門及長期的訓練，故建議中

央長期統籌這些專業訓練，而非靠個別學校的判決制定或搜尋不同標準

的培訓。 

 

6.6. 若融合教育的理念是提供適當及平等的機會去接受主要流教育，評估的

標準，即公開考試，亦應留守相同的理念，不因懲罰各種殘障。因此，

考評局應向自閉症的專家諮詢有關考試的各項調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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