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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跟隨兒童的引導–談自閉症兒童的社交溝通 

 

 

連儀 

 

琳琳是一位患有自閉症的五歲兒童。如同其他自閉症的孩子，她的表達非常被動。

除了利用她特別喜歡的幾個物品來引誘她溝通，琳琳的媽媽似乎找不太到其他讓琳琳「主

動」開口的辦法。偏偏能夠吸引琳琳注意的，不是平板電腦，就是音樂書、聲光玩具這

類會發出聲音的物品，琳琳為了拿到這些「增強物」，通常在媽媽引導下，可以跟著仿說

出「請給我iPad」這樣的句子。當媽媽把平板遞給琳琳時，她玩的方式也不是媽媽所期

待的，只是反覆在某些按鈕上按來按去，就為了聽某幾個她喜歡的聲音。 

 

媽媽發現琳琳沈浸在這些聲音刺激當中時，特別難將注意力轉移到媽媽跟她說的

話，當媽媽靠近琳琳，想要把她的平板電腦收掉時，琳琳可能會立刻逃掉或者情緒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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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因為擔心琳琳的社交互動，把琳琳的平板電腦以及有聲音的玩具及書全都收掉了，

甚至電池也拔掉。但是，媽媽現在有了一個新的煩惱，還有什麼能夠吸引琳琳開口呢？

他似乎對什麼都不感興趣…  

 

● 仿說、聽指令跟社交互動是兩回事 

由於自閉症兒童通常都有語言的困難，加上他們在學校常常不能配合指令、規定，

我們給他們的語言目標可能會放在「仿說」以及「聽從指令」、「理解生活常用詞彙」。琳

琳的媽媽經常為了讓琳琳聽從指令，會在她配合媽媽指令、仿說時給予她一個小點心，

或是讓她玩一下平板，但是行為上能做到這些指標，就代表他能跟人「交流」嗎？社交

溝通的基礎是一來一往的「雙向互動」，如果只是能夠仿說、配合聽指令與理解語言，甚

至一問帶來一答的表現，都只是單向，缺乏一來一往、連續、互相的交流。 

 

一個孩子就算還不會說話，但我們仔細觀察，可以發現他們的一舉一動可能都在送

出訊息。雖然身為語言治療師，會一直想要引導孩子開口說話是我們的本能，但遇到雙

向互動還不精熟的自閉症孩子，建議拋開想要他仿說詞彙的目標，先把一來一往的互動

能力建立好，包含手勢、眼神、表情、聲音、肢體動作的使用，只要利用他的興趣，可

以引誘他「自發」展現溝通的起始、維持、結束，未來口語表達會比較容易引導出來。 

 

● 觀察孩子的興趣、溝通方式 

自閉症孩子可能有一些特殊興趣，也可能他們的興趣很狹窄，導致家長或治療師很

難從他們的興趣著手。其實，有時候孩子並不是沒有興趣，而是我們可能沒有觀察到他

們真正的興趣。還不太會說話的孩子送出的可能不是「語言訊息」，當我們自己心中有一

個目標存在時，可能因為太急著達到目標，不小心少了等待他們表達自己的機會。又或

者，也許孩子的興趣並不是一個「物品」，有可能是某一個感官的刺激。我們每一個人都

會有不同的感官偏好，有些人喜歡聽覺刺激，像是聽音樂；有些人偏好前庭刺激，可能

特別喜歡坐雲霄飛車、自由落體這類刺激的遊樂設施；有些人覺得觸覺刺激可以帶來舒

適感，像是被特定材質的布料包裹住、享受按摩等。 

 

對於找不到興趣的兒童來說，我們可以長期觀察他們的感官刺激偏好來搭上溝通的

橋樑，當然也必須提供各種探索感官刺激的機會。琳琳喜歡聲光玩具、有聲書與平板，

明顯是存在聽覺（或是加上視覺）的偏好，但提供這些製造聲光效果的物品作為「增強」，

明顯不利於雙向的互動。針對琳琳的偏好，可以嘗試改成放她喜歡的音樂與她一起共舞、

自己唱兒歌引導肢體動作、使用誇張與情感豐富的聲音說故事與玩遊戲、遊戲當中製造

有趣的噪音等方式，對於雙向的互動會更有幫助。 

 

● 跟隨孩子的引導 

跟著孩子的引導，指的是跟隨著他們的「興趣」，而不是追著他們屁股後面跑。自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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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孩子常常都有自己的想法，互動中不願意配合家長或老師給予的指示。但我們一開始

按兵不動，只是觀察他怎麼玩、怎麼探索世界、怎麼自得其樂，再慢慢找到適合的時機

加入他們的遊戲，通常都可以成功互動起來。有時自閉症孩子開始配合了，我們會見獵

心喜，給予更多要求與問題，這時孩子可能又會開始和我們對抗、逃避，造成關係緊張

或是陷入僵局，對孩子主動溝通並沒有幫助，因為就算他配合了，也只是被動的去回應，

而不是基於內在動機。 

 

跟隨孩子的興趣就像是在跳一場雙人舞，共舞的兩人大部分時候是亦步亦趨的，節

奏要能夠完美貼合才不會跌倒，跳到某些橋段時，需要給其中一人獨舞、表現的機會，

這時我們可以稍微放開我們的手，在遠處看著，但情緒仍然投入其中，等背景音樂對了

再重新搭上我們的舞伴。不斷提醒自己必須尊重、跟隨著孩子的興趣很重要，當我們跟

孩子之間建立了關係，我們就可以進行更多「雙向」的溝通，也能預見更多主動性的出

現。 

 

● 情緒調節是基本功 

有越來越多研究支持，許多自閉症兒童的情緒波動跟他們大腦神經發展的異常有

關。跟典型發展兒童相比，自閉症兒童邊緣系統中掌管情緒的杏仁核成長得較快也較大，

加上自閉症兒童大部分會有感覺處理問題，在他的環境當中壓力事件出現時（例如：他

的感覺系統當下已經超載，或是被要求要去做對他來說很困難的事情），他們邊緣系統很

容易被活化。我們大腦在接收環境當中的刺激，判斷當下的經驗是對生存不利時，腦幹

與邊緣系統這兩塊負責「生存反應」的部位會讓腎上腺素與血壓增加，啟動反擊、逃跑

或是僵住(fight, flight or freeze)的反應。 

 

當這些原始本能出現時，我們表面觀察到的可能是一個情緒失控或是還需要自我調

節狀態、沒有準備好與外界接觸的小孩。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如果只以「行為」的策

略去處理他的情緒調節，對提升他的社交溝通是不夠的。當然，每個孩子會需要的情緒

調節策略可能根據狀況略有不同，當失控狀況發生時，想想這個狀態是「行為上的問題」，

還是可能是源自於感覺處理異常，所以需要一些時間或方法去進行自我調節，才能讓自

己達到一個穩定、準備好接受外界訊息的狀態。可以嘗試看看降低環境中的感官刺激，

例如：將燈光調暗、移開視線範圍中過多的物品、降低說話音量、使用輕柔堅定、友善

且平穩的說話聲音; 甚至可以使用非口語的溝通方式，例如：表達善意的肢體語言，再

逐步地靠近，等待孩子較為冷靜、能夠關注我們，這時再重新開始引導溝通的過程。 

 

● 尊重孩子的獨特性 

自閉症並不能治癒，如果我們的孩子得到了這個診斷，有可能他們遇到的許多困難

是終生存在的，也更需要我們的包容與同理。況且，不管孩子有沒有自閉症或是其他發

展問題，沒有兩個孩子是一樣的，拿他跟其他孩子互相比較，或只是一直關注他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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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地方，讓我們缺少了很多機會去發掘他們的亮點。每個自閉症兒童都有自己的特色，

試著接受他們的特別之處。 

 

人格特質往往都是一體兩面，固執的另一面可能是堅持，天馬行空的另一面可能是

創意，強迫症的另一面可能是有條不紊，脾氣大的另一面可能是勇於表達情緒。如果孩

子有些地方暫時沒辦法改變，我們自己可以學著轉念，用正面的態度來面對，再慢慢花

時間去引導他的核心能力做長期的累積，不用一件件事情去糾正和批評。當孩子感受到

我們接納、尊重他的獨特之處，他們會很願意跟我們建立關係、聽進我們的建議。 

 

● 幫助孩子理解和表達情緒 

孩子真的「理解」情緒嗎？還是他把這個場景中大人告訴他的感受「背下來」？我

們都知道自閉症孩子缺乏變通能力，所以非常依賴記憶性的學習方式。這些孩子超群的

記憶力有時確實能夠派上用場，但在需要做問題解決時，只要一條路行不通，就常常走

進死胡同。 

 

當琳琳的媽媽把平板拿走時，她當下感到憤怒是她真實的感受，我們並不能告訴她

「不要生氣」、「不可以生氣」，因為她確實在生氣！對於還無法使用口語表達的自閉症兒

童，我們應該做的，是幫她詮釋當下感受：「我好生氣，媽媽把我的平板拿走了」，幫助

她把當下感受與發生的事件做連結。已經能夠使用口語溝通的孩子，我們可以等待他平

靜過後，把焦點放在「表達感受」與「問題解決」上，引導他自己想出有哪些方法去平

復自己的情緒，還有怎麼避免類似引發情緒事件再度發生。 

 

● 結語 

自閉症兒童的困難出在他們的「社交溝通」能力，而「語言」只是他們與外界接觸

的一個手段而已。將其他影響社交溝通、雙向互動的因素，如情緒、感覺處理問題也考

慮進去，尊重他們的獨特性還有個別的差異，關注他們真正想要探索世界的方法，而不

是把我們期望加諸在他們身上，反而可以教出主動、對世界有好奇心、能夠彈性思考的

孩子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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