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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新商業中心一樓   

*霎時感動 

  *講座後記 

  *講座/活動推介 

 

「識心療法」 

教自閉症兒童與人溝通

前，先讓他認識自己： 

現就上期通訊(第 22期)中的講座後記內容有所更正： 

在陳姑娘分享的“「專注力失調/過度活躍症」藥物以

外的訓練”中，應有 92%(而不是 95%)的參與者表示分

享讓他們對主題有更多的了解及對日常生活有幫助。 

對此失誤，我機構特此作出更正聲明，敬請原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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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識心療法帶出兒童的自覺，教導他們覺知及統合自己身體、 眼、耳、鼻、舌

的經驗和腦內思想的狀況、意識自己和他人之別及界線所在、了解自身所處環

境。建立好這基礎後，兒童自會改善和和外界的聯繫，不用再靠強記生活規條

來融入社會。 

   「只強記和人保持一隻手板的距離，那電梯或地鐵內人多時怎麼辦？如果連

遠近這些物理空間感也只能靠死記，日後與人相處時的距離這些心理空間，他

如何應付得了？」出於這個考慮，逸朗（假名）的父母決定進行行為訓練以外，

為兒子加入助展會的「識心療法」。至今夫婦均認為，助展會的幫助「比預期

更多更廣」。 

  「識心療法」是一套由助展會集結過去二十

多年臨床經驗自行研發所得、用來幫助自閉

症 / 亞氏保加症兒童的治療方法。識心療法

一言以蔽之，就是從「我」學起。「我」對一

般人而言，可能毋需學習，但對逸朗般的自閉

症兒童而言，對「我」這意識之缺乏往往影響

到他們與外間的互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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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逸朗三歲時出現很多偏執行為，如因為著迷於升降機顯

示板上會閃動的數字，而在上街時不肯回家，甚至攤在地

上「扭計」，堅持要到不同地方乘搭升降機。同時間，逸

朗媽媽也收到班主任來電，指逸朗「與眾不同」：漠視其

他玩具車，永遠只玩同一部玩具警車、當所有小朋友在玩

滑梯時，他卻站在一邊自言自語。 

  機緣巧合下，逸朗父母發現助展會網上自閉兒童家長的 

作品《攜手同心──兩代亞氏保加兒的越障路》，讀到 

作者成功帶著徵狀更棘手的孩子由幼稚園、小學、成功 

過渡到中學，他們遂認識到助展會。 

  逸朗自五歲半起，開始到助展會接受識心療法訓練，療法著重刺激身體及感官，

活動包括有靜觀手療以釋放儲存在身體內的情緒如全身按摩般、空間探索遊戲、

身體、感官和腦內思想靜觀遊戲、藝術性自由創作活動、技巧學習及解難及行動

計劃挑戰等等，務求兒童在理解「我」之後進而明白「它」和「他」，即世界上

的其他事物和人，以加強他們與外間溝通的能力。 

  在斷出逸朗出現自閉症徵狀後，父母馬上安排兒子在幼稚園放學後進行行為訓

練。雖然訓練對他有幫助，但是逸朗父母仍對兒子前境表現憂心：「日常應對就算

可以學，但深層次的眉頭眼額卻無法裝懂。正所謂交朋結友也要由心感受，對事物

的同理心亦然。若只靠背書，一旦變了場景他又不懂處理了，那當然不可能和人自

然溝通。」逸朗爸爸說。 

  「我們致電助展會查詢，在電話中獲姑娘詳細解 

釋，才知道我當時給逸朗的訓練雖然有用，但都屬 

於外在的，無法疏理內部的問題。我記得那時聽相關 

講座，形容自閉症患者就像一棵生長得古怪的樹，行為訓練的確可以修葺好樹長

出來的尖角，但不針對樹幹內的問題，那樹再生下去也還是會三尖八角。那刻我

才開始明白，助展會是針對裡面的東西，不是只教授表面知識，比較特別。」逸

朗媽媽回想道。 

http://www.pdachild.com.hk/tc/blog_detail.php?name=Sharing&id=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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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到逸朗最喜歡的訓練，莫過於 

近期的砌迷宮活動了。導師在一 

間大房中讓他自行挑選物料建構 

迷宮，一切不設框框，只要迷宮 

不成為死胡同則可。父母說兒子 

就是病了也會很想來砌迷宮； 

「建設迷宮除了讓他自主和學會 

創造外，也訓練他的視覺空間意識，確保迷宮有出路，這樣迷宮越大，他就看得

越闊。砌好後他親身行一次確保用到，那就更有成功感。他甚至邀請我們入去看，

為他拍照，這訓練連帶加強了家庭關係。」逸朗父親解釋。 

  最初逸朗父母也對訓練內容帶點懷疑，如助展會安排逸朗進行烹飪活動，就令

其父母疑惑煮食物在家不就可以了？卻原來煮食不是要教導孩子煮食技能或小

肌訓練，而是訓練他有意識地運用腦袋進行選擇及下決定，並以不同材料豐富他

的眼界。經導師解釋後，逸朗媽媽也開始在家進行類似活動，如在中秋時和他做

月餅，端午一起包糉等。「這些功夫自己平日本來不會做的，但原來可用作訓練，

又增加親子時間，一舉兩得。」逸朗媽媽說。 

  除了訓練外，助展會也給予逸朗一家很多支援，如提供不同題目的工作坊及分

享會讓家長參加，或在學業及情緒管理上給予意見。逸朗體藝不精，只愛數理，

父母本正躊躇應否讓他接觸運動平衡一下。最後導師向他們分析了現階般較適

合的活動，並建議可讓他先多接觸數理，讓他獲得成功感。 

  另一次逸朗與父親吵架，中途由母親當和

事老停止他們吵下去。母親事後回中心跟導

師請教，得到了新的啟發。導師指出，逸朗

年紀漸大，需要學習如何運用頭腦、控制情

緒和以理服人。若因擔心他承受不了而動輒

安撫他，將無助他日後以道理解決紛爭， 所

以在父母情緒平靜的前提下，直接和他對質

也許更好。這些意見及分析，都讓逸朗父母

學得更多與兒子相處之道。 



 

頁 5 

  逸朗在助展會受訓四年半， 父母發現他的身體

意識確實大有改善：「有一次我們到病房探親，當

姑娘或其他人走近病床時，他竟懂得在窄窄的床

位旁讓出空間。 這本來不是他認識的東西，之前

他只會呆站原地， 但現在卻學會了自然地反應。

另外當家人需要攙扶時， 他年紀雖小，也會主動

伸手過去， 這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我沒有預計

他會做到。」逸朗媽媽說。   

 

  「對，他每日都在慢慢進步， 如表達能力慢慢

加強， 在街上也能看得更遠， 發現有車時更會把

我們拉回行人路。 另外看到他與表弟玩耍時， 也

會問表弟想玩甚麼， 雙方互動， 比我們想像中還

要好。」逸朗爸爸補充。 

 

  對逸朗而言，多變靈活的活動也讓他樂此不疲。他不

單樂意到助展會， 更會對好些訓練顯得期待， 甚至主

動帶點東西跟助展會的導師分享。能夠贏得孩子的信

任， 除了有趣的訓練外， 當然也多得導師的愛護：

「助展會的導師都對他很好， 知道他喜歡儲車站指

南，會特定拿一份給他。」逸朗媽媽說。 

  每一個自閉症孩子的父母，大抵不能對子女放下心，但對逸朗父母來說，因著

助展會給他們強而有力的支援，令他們由起初十分擔心，變得現在都能相對放

心：「除了目睹孩子的進步外，最喜出望外的是助展會不單關顧兒子， 連家人

也能密切跟進，又會教我們在平日生活中如何引導兒子。日後若有甚麼問題，我

們也有求助的渠道，可和助展會的導師商量，這令我們也不斷進步，更懂得處理

兒子成長。」逸朗媽媽說。 



 

  當兩歲的子朗(化名)感到不安時，即使媽媽在旁，子朗總是走向爸爸， 

要爸爸安撫他。媽媽看到總不是味兒，同時擔心小孩子不理睬自己。 

  這時我安慰媽媽不要過份擔心，建議媽媽每天或放假的時候與孩子單獨相處、

與孩子玩、唱歌、吃東西……， 同時放下對孩子的要求及目的，孩子感到輕鬆

自在，不感壓力，自然便會走近媽媽及照顧者。 

  兩個星期後，孩子與媽媽的關係改變了，孩子需要安撫的時

候，媽媽張開手叫著孩子名字，孩子走進媽媽的懷裏，還叫媽媽

及對住媽媽微笑，這一刻我真的有點感動，孩子終於靠近媽媽

了，媽媽這時候也感到很窩心。 

 小四的芷晴(化名)患有讀寫障礙，對中文抗拒，初接觸時她認字往往

需花很長的時間，「呢個字係……嗯…… 」，顯得遲疑不自信，導師也替她

感到辛苦。通過四堂分拆中文字的部件、將不懂的部件想像成物件來命名和默寫

部件，再輔以薯片作獎勵提高學習動機，芷晴拆字及認部件的速度提升了很多，

學過的部件依然牢牢記住。 

(展示「尸」的部件)「呢個咪係彎斧頭，之前咪學過囉」，「好

快就學到 10個(部件)啦」。芷晴自信地說。 

芷晴在短時間內的進步令導師感到驚喜：她現在對學中文不再抗

拒了！讀寫障礙如一塊絆腳石阻礙著學生在學習路上前進，原來只

要用對教學方法，學生同樣可以上路。 

    升小二的琳琳(化名)在房間裏砌大積木時，總常把積木放到房間的一小

角落，眼睛看不清四周的位置還有多少，導師也不知道她在砌甚麼。導師一

步步給予琳琳充分空間自由創作，再輔以模仿的引導方法，在輕鬆的課堂中

嘗試增加其空間感。 

  一個多月後，看見琳琳把不同大小的材料充斥著課室的所有空間時，更能

想像出不同的情景，我心中不禁泛起一道彩虹。 

  「這就是我的大屋了！」琳琳大聲說出。 

  能夠由一個空間感和想像力較弱的小女孩，發展成現在對空間有

認知和有多角度想像意念的琳琳，這真的令導師很欣慰。 

頁 6 

黃姑娘 

袁姑娘 

李姑娘 

訓練中，令導師感動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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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的 7月至 9月，助展會共舉辦了四個講座，分別是了解選擇性緘默病的

《我有話但我說不出來》、 為有社交溝通障礙的職青而設的《站穩職場基本功》 、

了解兒童情緒問題的《兒童及青少年情緒困擾支援：幫助孩子面對焦慮》及為讀

寫障礙學生之家長和輔導者而設的《讓孩子讀到書：讀寫障礙二十年經驗總結 

學習障礙支援講座》，講座反應很好，參加者投入參與，獲益良多。 

  當中 Success @ Work (SAW)於  

7月 26日晚上為家長及同工舉辦的《站穩

職場基本功》講座，分享有社交溝通障礙

的青少年如何在職場上穩定就業的條件

及臨床經驗。 

 

  參加者對講座的內容感到滿意，包括導

師很明白他們在職場上的實際困難及原

因，以及如何根據他們不同的困難及原

因，設計對應的課堂內容，以教導他們重

返職場。 

 

   

  對於有社交溝通困難的人士， 在工作時較難兼顧職

場裡的多個身份，未能因應場境的轉變而轉換合適的

身份， 從而給人誤解為不友善、 無大無細的感覺。導

師會為學員模擬不同的場境(如圖)，例如：家中、 辦

公室、下班後與同事相處等等……配合不同角色的身

份(貼紙)， 讓他們明白當場境的轉變，角色身份的不

同轉變(一些貼紙會撕掉或貼上以及某些貼紙會繼續

保留)。 

SAW 團隊正努力尋找適合學員及支援家長的服務模

式。若大家有任何需要，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在此，跟大家分享當天參加者都很欣賞的教學技巧： 



 

  在剛過去的 9月，助展會舉辦了專為讀寫障礙

學生之家長和輔導者參與的《讓孩子讀到

書：讀寫障礙二十年經驗總結 學習障礙

支援講座》，活動的反應都十分熱烈。當中包

括總括兩位講者過去的經驗，分享如何有效地

支援讀寫障礙學生的「讀書三到」，就其理論和

實踐部分作短講，與及其後的咨詢時間讓參加

者更了解這方面的知識和技巧。 

 

在此感謝各機構的邀請及家長及同工的參與，由於講座反應熱烈，部份講座將於日後再開， 

如對上述講座感到興趣，請繼續留意本會網頁 www.pdachild.com.hk 或 Facebook 的講座安排。 

  參加者對是次的活動都表示很滿意，不但欣賞活

動能夠有條理和有系統地講解，而且透過了解讀

寫障礙的背後原因，他們明白到幫助這些學生是

可以有一系列的網絡。參加者作為家長，表示更明

確知道自己如何配合和推動讀寫障礙小孩的發

展，同時抱著放鬆的心境和小孩一起努力；而參

加者作為輔導者，從個案分享中可更認識協助讀

障學生的不同針對性技巧。 

  得到參與者的認同和支持，我們都感到很滿

足。在稍後的日子， 助展會繼續開辦有關這

方面的講座或咨詢，藉此希望透過我們的專

業知識和經驗，為讀寫障礙的學生、家長和輔

導者提供合適的支援服務，與大家攜手向前

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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