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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類群障礙症兒童表現上： 

  在日常情境中持續出現社交溝通及社交互動的缺損。  
  社會-情緒相互性的缺損，例如和同儕或是成人互動時有異常
狀況，以及無法正常的一來一往交談，也會觀察到兒童在興趣、
情緒或情感分享的不足，與無法開始或回應社交互動。 
  以及社交互動的非言語溝通行為缺失，在眼神接觸及肢體語
言或手勢運用出現異常或理解困難，也可能完全缺乏表情及非
語言溝通。 
  生活情境中也可能觀察到兒童在發展、維繫及理解關係的缺
損，如調整行為以符合不同社會情境的困難，到分享想像遊戲
或是交友的困難，或是對同伴沒興趣。 
  也會出現侷限、重複的行為、興趣或活動模式，如刻板的動
作，堅持或固著的儀式化行為，不尋常的興趣，以及對感覺訊
息反應過強或過低，或是對環境的感覺刺激面有不尋常的興趣，
像是對特定的聲音或材質有不良反應，過度喜愛嗅聞或觸摸物
品、或是對光或動作的視覺刺激著迷。 
建議在環境與活動的安排利用結構化的原則，並且對於社交互

動與語言溝通多提供練習與正向的成功經驗，以及促進感覺訊
息處理能力的成熟。 
建議的訓練原則: 

1. 建立關係: 建立信任的互動關係。 
2. 培養主動性: 培養動機、主動表達的意願，利用等待與尊重

兒童的選擇。 
3. 學習認識、表達及管理情緒: 家長真誠觀察兒童的情緒並說

明給兒童理解。 
4. 促進語言與概念理解: 在帶領兒童操作活動時，可以一邊操

作，一邊說明，幫助兒童將與言語行動聯結，獲得正確的概
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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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訓練語言表達與溝通: 利用簡單的指令與製造自然的情境來詢
問，並提供充足的訊息，以增加成功互動經驗。 

6. 學習人際互動技巧與社會規範: 態度須對等尊重，規則須適當、
可行、並且一致，在生活中提供孩童與人互動的機會。 

7. 養成良好的活動/做事習慣: 日常活動中，盡可能讓兒童從頭到
尾參與完整的活動，建立完整的活動概念。 

8. 訓練玩的技巧: 隨著兒童的能力與動機，提供適當的挑戰，增
加玩的技巧與動作能力，減少自我刺激或是問題行為。 

9. 提升活動參與的程度與經驗: 為了避免特殊兒童在學習上的負
面經驗，必須觀察留意兒童的生活內容或每日的生活經驗為何，
訓練時，也要將提供愉快或正向的經驗為目標，使兒童願意參
與活動，提升兒童能力，形成良性循環。 

 
參考資料: 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 
          自閉兒的潛能開發 結合理論與實務 
          自閉症行為問題的解決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