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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美妙的經驗──遊戲啟導 

  這是非一般奇妙的經歷，很愜意，且堪玩味。在休假時末期，我誤打誤撞，

帶幼子去接受「遊戲治療」或稱「遊戲啟導」，無心插柳，但效果驚人。幼子的

自信心不單大大提升，他也學懂玩角色扮演，同時亦開始關心别人，這是擺脫亞

氏保加症重要一步。最意外收獲，我學會什麼是「尊重」孩子，提壼灌頂，是自

己人生重要的一課。 

  得社工介紹，讀了王穎慧、游達袼編寫的《親子遊戲啓導》一書。這本非凡

的幼童教育書，文字簡潔、易讀，更令我大開眼界，明白了遊戲、親子的力量。

家長不要錯過這書。 

  先問一句，什麼是遊戲？我覺得《愛恩斯坦不玩識字卡》一書講得清楚，作

者是赫升‧帕塞克（Hinah-Paseh Kathy）。 

  遊戲必須具備五項條件，第一，必須是有趣，令人開心、享受的。其二是應

是無所為而為，沒有目標、功用的，只為玩而玩。第三，必須是自發，興之所至。

第四，應該是由孩子主動，落力參與。第五，總要多多少少脫離現實，帶假想意

味。 

  這五點很重要。我多次向專家、導師求教，他們都不約而同，強調在家中訓

練時，不可混淆「家長」和「玩伴」的角色。家長與小孩子玩耍時，角色是玩伴，

要讓孩子開心的，無拘無束的玩，效果超乎想像。 

  回說遊戲啟導的經歷，事情怎樣發生的呢？為助幼子改善感統能力，我曾天

天帶他去公園，一度過份催促他，令他感壓力。有一天，幼子忽然說了句話，大

意是：「爸爸，你不必時時照顧我。」我一陣心慌，明白幼子其實是表達抗拒，

於是立刻取消當天的訓練計劃，考慮對策。當時，幼子的感覺統合能力已改善頗

多；且踏入初夏，天氣漸熱、漸濕、有蚊，不宜在公園逗留，是時候改變訓練方

針了。 

  臨牀心理學家和幼兒教育專家都向我提示，要幼子多用「手」學習，減少用

「耳」學習。「亞氏保加症」患童記性強，吸收快，但創意弱，刻板，故要給幼

子多接觸不同事物，多刺激，幫助打破框架。有一次，導師給幼子一個手提吸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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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玩，另一次給他一個按摩器，但絶口不提怎樣玩，任他自己探索。導師說，什

麼東西都可以用來玩和探索。 

  遵從這建議，我努力安排幼子「玩」多些。偶然發現，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設於樂華邨的服務處，有一個兒童遊戲室，提供「遊戲啓導」服務，由受過特别

訓練的註冊社工負責。 

  據社工解釋，「遊戲啓導」是個別服務，幫助小孩子紓緩困擾，表達情緒。

她再三強調，這不是訓練，是「玩」，是「遊戲」。我向社工詳述幼子的狀況，她

很專心做筆記，之後便安排了八節的啟導課，在零八年五月開始，那時幼子五歲

四個月。 

  社工不許我進入遊戲室，室鄰有觀察房，備單向鏡，社工亦婉拒我觀察，甚

至規勸我回家後也不要詢問幼子。這令我大惑不解，過去，做任何訓練，我力爭

參與或觀察，要知幼子的進度，以便在家配合。但今次連問幼子：「玩過甚麼玩

具？」社工都勸我儘量避免，這叫我覺得有點過份，怏然不快。 

  社工解釋，要給孩子「空間」，在啟導時段，幼子自選玩具，自己隨意玩、

發揮。社工不干涉，就算幼子不懂「正確」玩法，例如玩小火車時，不把火車放

在軌上，卻當作鎚子敲打、撞擊，社工也不阻止。除非幼子傷害自己或破壞，遇

到危險，否則幼子有百份百的自由。遊戲完畢，如幼子顯露情緒問題，社工則會

告訴我。 

  社工又把《親子遊戲啓導》一書借給我，這是意外收獲，萬分感激。僅一星

期便閱畢，茅塞頓開，明白為何不許我觀察，不許問。遊戲啟導是紓緩幼孩情緒，

透過遊戲表達感情。如果我在家追問，給孩子壓力，如何能令孩子舒暢地表達呢？

怎算「尊重」孩子呢？ 

  多年以來，我認為「尊重」一詞，只是對長輩，良朋的。為什麼要尊重年幼

無知的小孩子呢？看完此書，恍然大悟。其實，我很尊重兩兒，尤其長子，開花

結果，長子成績品學兼優。我懂做，但未明其理，亦未夠好，更不懂講解。 

  對患「亞氏保加症」幼子呢？我努力保護他，教導他，有時過了位也不知，

一度未夠尊重他的意願和選擇。我天天帶他去公園，雖盡力增加變化，但終江郎

才盡，幼子對此生厭，加上天氣轉熱，再強廹就是不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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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工告訴我，進行「遊戲啟導」時，她緊守下列原則。 

一、不打擾，不阻礙，任由孩子自由地玩。 

二、不教育孩子「正確」玩法，這會削弱孩子的創意。 

三、不發問，例如：「為什麼你打這個人（玩具洋娃娃）呢？你很憎他嗎？」

提問會騷擾孩子，令他不易專注。曾讀過另一本書，論小孩子專注力，

見解雷同。小孩子玩得投入，或專注某活動時，盡量不要打擾他，否則

長大後難培養專注力。 

四、不讚賞，但鼓勵。讚賞帶來評價，即使是正面，也會干擾孩子，而且評

價也變成一項指標，變相成為壓力。例如：孩子投籃成功，以此讚他，

是劃下標準，成為壓力，也妨礙孩子自創新玩法。鼓勵他可以說：「你

很專心投籃，你很努力。」這與我在其他研討會上聽到的無異，要鼓勵

小孩子的行為，不要單讚成果。 

五、把責任交回孩子。例如孩子要求協助打開玩具盒，但其實他能辦到，社

工會將責任交還給他。這培育他責任感。 

第一及二點不言而喻，亦不難辦到，但第三、四、五點則不易。我曾在家嘗

試，留心些，也做到第五項，第三、四項則不容易做到，面對幼子，看着他玩得

不依常規、亂來，父母豈能不問？騷擾與輔導只一線之差，難以界定，唯有提醒

自己，盡力平衡。我提議讀者在家一試，可窺其奧祕。 

  再三推薦家長讀《親子遊戲啟導》一書，在公立圖書館可借閱。寫此章時，

我匆匆翻閱原著，有太多太多地方值得細看、思索、學習、如入寶庫。 

  社工熱心、專業，每一節遊戲啟導課後，她均會交待幼子表現。 

第一節， 幼子初段緊張，但不久放鬆。 

第二節， 幼子玩得自在。 

第三節， 幼子完全投入。不過，社工觀察到幼子靜得很，很少說話，絕無

笑聲，與我觀察到的，及和其他專家的意見相同──幼子少感情

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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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好消息一點點傳來。某次，社工告訴我，幼子自編故事，不短的，

算有條理，而且結局都是正面。例一，小兔子在野外玩，忽然遇上老虎，小兔逃

跑，穿過樹叢，安全回家。例二，小孩子去旅行，先乘汽車，但汽車中途壞了。

轉乘飛機，但飛機耗盡燃油，於是改乘輪船。輪船很慢，幸好仍趕及到達目的地。

幼子所編故事，縱有轉折，結局還是好的。社工告訴我，假若故事結果是負面，

如老虎殘殺大量動物，或旅行頻生意外，悲劇收場的，那就要留心，要輔導孩子。 

  在遊戲室，幼子顯然很自在。無拘無束，他編的故事漸長，漸多枝葉。這效

果出乎意料。同時，他在家所編故事也漸長。 

  家中沒有洋娃娃。一天，幼子抱着遊戲室的洋娃娃玩。社工說，他很温柔的

為洋娃娃沐浴、穿衣。後來幼子又在兒童早期訓練中心借洋娃娃玩，對洋娃娃顯

得很關懷。 

  最後一節，幼子突然自發的提出建議，改善遊戲室的擺放。社工和我都十分

驚喜，因為亞氏保加症患童都弱於留意周圍，但幼子那次建議，顯露他開始留心

身處的環境，且信心增加，勇於表達自己想法，是減退自閉的跡象。 

  社工說「遊戲」是小孩子語言，啟導的作用是疏導小孩子的情緒，並找出問

題的因由。向其他專家請教，都持同一意見，我贊同，亦欣賞。不過我幸運，那

次啟導雖只八小時，但我所得的，遠遠超出這範疇，讓我簡略說說。 

  從日日帶或甚強迫幼子去公園，父子關係一度變差，到及時調整，轉去「遊

戲啟導」。這是尊重幼子，我學懂了。 

  此外，這增強了他的自信。在第一節課，我清楚告訴幼子，會離開中心，一

小時後才回來。從他的神情，知他有點不安，這是第一次父母把他留在一個新環

境，與陌生人獨處，但這也是對他有信心的表現。十分肯定的是，從那時起，他

開始建立自信。 

每節課後的討論，令我清楚明白幼子的進度，方便調整在家訓練，增強效果。

上述玩洋娃娃的經過，就是好例子。真巧合，幼子約是那時候，開始顯露關心别

人。例如每次我買下午茶點，他一定提我多買一個給哥哥。乘搭升降機時，又主

動按開門制。讓其他人出入。我當然趁機會讚美。後來，在幼稚園學期末，老師

給他的評語是：「樂於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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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色扮演，是孩童學習認知世事、人與人關係的重要一步、也可練習說話和

應對。非常幸運，幼子去遊戲室，恰是他玩角色扮演的萌芽階段。亞氏保加症患

童講規條，缺創意，難抽離現實。在家中，每要靠玩具協助，幼子才能扮演角色。

但一放下玩具，幼子無法繼續。意外地，遊戲啟導幫我解決難題。在遊戲室內，

有大量不同類型的玩具，遠比一般家庭多很多；隔七天才玩一次，新鮮感十足，

提起他興趣。 

  更妙的是，遊戲室強調自由，自選玩具，自決玩法，沒有「玩錯了」這回事，

絶無拘束，天馬行空，讓他有更大的想像空間。 

各種兒童早期訓練也是寓訓練於「玩」，但始終是由導師安排和主導的訓練。

在遊戲室呢？則是由孩子主導。訓練中心的「玩」，很難造就一種環境、氣氛，

給孩子純為「玩」，百分百放鬆，這是兩者本質上有分別。此外，也要向社工姑

娘致謝。她貌美、熱誠，愛護小孩。很肯定，幼兒喜歡與她親近，有十足的安全

感。這種機緣，不是刻意安排得來的，造就了幼子更放膽表達，心無渣滓，毫無

顧慮。 

  遊戲啟導共八節課，每星期一次，定時上課。不要小覷這表面上看似簡單的

約會，孩子就是這樣學會守時，守規則。孩子愈喜歡這活動，家長愈容易灌輸這

些觀念，要抓緊機會。 

  是真的，未轉去遊戲啓導之前，有幾個星期，我心情不佳。幼子不願去公園，

甚至在家也有點抗拒我所設計的「玩兒」，其實是訓練，我又想不出更吸引的活

動。這曾令我消沉，多晚失眠。適時轉去進行遊戲啓導，是及時雨，恰到好處，

上完兩節課，幼子雀躍道：「超級，超級，超級鍾意。」我與幼子的關係，立刻

扭轉，變得親近，心情飄然。事隔一年的聖誕，幼子還記得社工姑娘，要寄聖誕

卡給她。可見此經歷在幼子心中的重要性，份量十足，真是緣份。 

  這是一次非比尋常的美妙經驗，是幸運？是上天眷顧？是不懈找尋恰當訓練

的成果？是專家忠告之功？我信是一點耕耘，一點收穫。 

  遊戲啓導效果很好，值得推薦，但每個孩子不同，哪時機最適合呢？家長要

自己衡量。我最想解說的是自己與幼子一段經歷，如怎樣調整訓練方法？怎樣找

新路向？怎樣尊重孩子？我也上了寶貴的一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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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畢遊戲啓導，想談談一個與遊戲有關的研究。某所美國大學做了一個實驗。

一羣小孩子，被分成三組，再分小隊，每隊二人，共同玩一批小捧子，小捧子可

連結、變長。研究員不予任何提示，任小孩子嘗試、發揮。玩一會後，帶同短棒

入房，坐於桌子前。桌子另一端有禮物，手觸不到，孩子不准起座，自己設法取

物。第一隊孩子商商量量，很快便想起小棒，動手連結去勾禮物，伸盡手，經一

輪努力便成功了，開心高興。跟著第二隊、第三隊嘗試，結果第一組各隊全部成

功。 

  第二組小朋友事前沒有玩小棒，進房便坐下。研究員示範連接小棒來勾禮物。

然後到小孩子做，有小隊成功，也有失敗。失敗的都是試一、兩次便放棄，隊員

間沒有互相溝通、鼓勵、缺乏毅力。 

  第三組小孩子事前沒玩小棒，也沒有研究員給他們示範，結果呢？全部失

敗。 

  我相信、創意、毅力、是生活體驗孕育出來，尤其幼年。給他們多試有趣的

玩意，要自己創作的遊戲，摺飛機是最佳例子，僅紙一張，自問一句，若我沒在

年幼時玩過，不會懂摺紙飛機、紙船、紙鶴等。單靠說教，做智力測驗是教不出

有創意的孩子。讀者如有興趣，可閱《愛恩斯坦不玩識字卡》一書，了解「玩」

對小孩子學習的重要。此書還解說，什麼是智商驗測，也反駁聽「莫札特」音樂

令小孩子更聽明的理論，值得一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