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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航篇

本冊《活動指引》是因應自閉症兒童學習的特點，將教學內容由淺入深地鋪排，協助讀者按個別兒

童現時的能力，計劃開始訓練的起點。在進行訓練時，需待兒童掌握較淺的程度才開始較深程度的

學習。

本冊內容包括：理論篇、評估項目與學習重點參考表、學習重點概覽、學習重點及活動放大鏡。當

中的建議活動只簡略說明進行的方式，而有關如何運用「結構化教學法」（參閱本套《指南》第一冊《教

學策略》）的詳細介紹，則會於「活動放大鏡」闡釋。《活動指引》希望為讀者提供訓練方向及參考

性資料，鼓勵讀者舉一反三，有創意地自行構思及發掘更多協助自閉症兒童學習的活動，並應用「結

構化教學法」於活動中。

為方便讀者更容易掌握本冊的內容，請留意以下的說明：

理論篇

先閱讀理論篇，以明白本冊範疇的內容特點，當中包括先決條件、先後次序、學習的困難及注意事

項等基本資料。

評估項目與學習重點參考表

當兒童完成以《自閉症兒童心理教育評核（第三版）（PEP-3）》所進行的評估後，可用此表對應

PEP-3 評估項目與本冊《活動指引》的學習重點，以能較快找到合適的訓練入手點。

評估項目與學習重點參考表 ——
認知（Cognitive Verbal / Preverbal）

次範疇 知
覺

配
對

分
類

空
間

序
列

對
比

因
果

數
學

PEP-3 評估項目

知
覺
醒
覺
性
及
識
辨
知
覺

配
對
相
同

配
對
關
聯
性

物
件
外
型
分
類

物
件
類
別
及
類
名
詞

物
件
恆
存
與
物
我
空
間
關
係

物
與
物
空
間
關
係

規
律
排
列

次
序
排
列

時
間
次
序

物
件
外
型
、
特
性
對
比
及
量
度
詞

行
動
與
結
果
的
關
係

學
習
數
數

認
識
數
字

數
字
與
數
量
的
關
係

簡
單
運
算

8 轉向手搖鈴聲 a a
21 指示出 3 塊拼塊的正確位置 a a
25 完成 4 塊物件拼板 a a
27 指示出 3 塊手套拼塊的正確位置 a a a
31 指示出拼塊正確的位置 a
33 完成 6 塊牛拼圖 a
34 拼出 8 塊的男孩拼圖 a

35 模仿使用 3 件發聲物
參閱本套《指南》之《活動指引 4 — 模仿、情感表達及社交互動》
第一部分第二章第三節「跟隨別人的行動」

學習重點

評估項目—某些項目需對
應另一個範疇，例如：認
知的評估項目包含模仿能
力，相關的訓練會於模仿
中說明。

對於未能與評估項目相對
應的次範疇及學習重點，
例如：「對圖畫書感興趣」，
或未有使用 PEP-3 進行評
估的，請按個別兒童的能
力及參照學習重點的先決
條件來選取合適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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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概覽

以圖表形式，清晰及全面地顯示該範疇的學習架構。

次範疇 ─ 按程度編排，例
如：由基礎的知覺至較高
層次的數學概念。

訓練內容 ─ 依據學習重點
列出兒童需學習的內容，
並就大部分內容提供建議
活動。

學習重點 ─ 依據次範疇的
項目，由淺入深地分拆為
不同學習重點，以方便不
同能力程度的兒童使用。

範疇 次範疇 學習重點 訓練內容

認
知

知覺
（第一節）

知覺醒覺性
及識辨知覺

˙留意知覺刺激
˙對知覺刺激的反應
˙回應知覺刺激
˙分辨知覺刺激

配對
（第二節）

配對相同
˙辨認相同與不相同︰
   形狀、顏色、物件、符號、質感、數量

配對關聯性 ˙配對特質相關性
˙配對功能相關性

分類
（第三節）

物件外型分類
˙單屬性分類
˙雙屬性分類
˙多屬性分類

物件類別及
類名詞

˙學習歸類
˙以類別分類
˙多樣化的性質分類

空間
（第四節）

物件恆存與
物我空間關係

˙操控物件
˙物件恆存
˙物我空間的概念及詞彙

物與物空間
關係

˙部分與整體
˙平面及立體空間
˙理解空間概念及詞彙

序列
（第五節）

規律排列
˙認識物件 / 圖像 / 符號規律
˙以推理找規律排列

次序排列
˙認識第一、二及最後（  第尾）
˙按物件特性順序及倒序排列 

時間次序
˙建立時間先後概念
˙學習生活程序
˙學習事件的先後次序

對比
（第六節）

物件外型、
特性對比
及量度詞

˙比較物件特性與屬性：大小、長短、高
矮、多少、厚薄、冷熱、軟硬、內外、
輕重、快慢
˙運用量度工具
˙使用量度單位作比較

因果
（第七節）

行動與結果
的關係

˙察覺自身及他人行動
˙察覺物件操作
˙用行動引發因果關係
˙思考方法推測因果關係

數學
（第八節）

學習數數
˙唱數
˙數組群

˙按物點數
˙數算數量

認識數字
˙配對數字
˙排列數字

˙認讀數字
˙缺失數字

數字與數量的關係
˙數量配對
˙按數取物

˙字與量
˙雙 / 單數

簡單運算 ˙相等概念
˙組合數

˙加數
˙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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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列出注意事項、建議變化及生活應用等提示，讓讀者作出靈活變化。

學習重點

每項學習重點有系統及循序漸進地編排程度，並提出多項建議活動以供參考。

學習重點—各重點編
排形式相同，包括：
先決條件（倘兒童符
合這些條件會較容易
成功達到目標）、兒童
特性（針對該學習重
點中兒童可能出現的
特性）等資料。

訓練內容建議活動—
依據該學習重點編定
目標，當中程度目標
是由淺入深及有連貫
地將內容分拆，而目
標則是獨立項目。

每項目標各約有三至
五個建議活動，以循
序漸進形式鋪排，並
加入結構化教學的元
素。

學習重點  配對相同
配對是認知學習的基礎發展能力，無論在學習顏色、形狀或對比概念等，均以配對作首要發展階段。

配對活動是察覺兩種物體或物種概念之間「相同」的能力，即是運用視覺、觸覺、聽覺、味覺和嗅

覺等來辨識物件，將相同的物件放到同一個地方。進行配對學習時，應從外型簡單及明顯的物件開

始逐漸發展至有許多細節、些微差異的物件，或需要仔細辨別的複雜圖案，最後可換成字母、數字

等比較抽象的符號。

先決條件 · 兒童能專注活動、拾放物件、理解簡單口頭指令。

兒童特性 · 兒童在視覺辨認方面或會較為敏銳，故此當理解配對的概念後，能很快掌握在視覺上的

物與物之間的配對。

 · 由於兒童較難了解抽象的概念，而且於觸覺、聽覺和味覺等感覺會出現過敏或過弱的反

應，故多讓兒童運用不同的感覺進行配對，有助兒童掌握概念，加強學習效能。

訓練內容建議活動

以直接感官的經驗配對實物

1  餐具對對碰（物件）　　

成人預備 2個膠盒、2套完全相同的叉子及匙羹。首先，成人將 1隻叉子放進 1個

容器內，又將 1隻匙羹放進另一個容器內；接著，成人示範將另一隻匙羹放進已裝

有匙羹的容器內；然後，成人取走剛示範配對的匙羹，並將 1隻叉子交給兒童，讓

兒童進行配對（即將叉子放進已裝有叉子的容器內）。若兒童配對正確，便讓他用叉

子取食物吃作為獎勵。

程度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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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重點概覽
範疇 次範疇 學習重點 訓練內容

認
知

知覺
（第一節）

知覺醒覺性
及識辨知覺

˙留意知覺刺激
˙對知覺刺激的反應
˙回應知覺刺激
˙分辨知覺刺激

配對
（第二節）

配對相同
˙辨認相同與不相同︰
   形狀、顏色、物件、符號、質感、數量

配對關聯性 ˙配對特質相關性
˙配對功能相關性

分類
（第三節）

物件外型分類
˙單屬性分類
˙雙屬性分類
˙多屬性分類

物件類別及
類名詞

˙學習歸類
˙以類別分類
˙多樣化的性質分類

空間
（第四節）

物件恆存與
物我空間關係

˙操控物件
˙物件恆存
˙物我空間的概念及詞彙

物與物空間
關係

˙部分與整體
˙平面及立體空間
˙理解空間概念及詞彙

序列
（第五節）

規律排列
˙認識物件 / 圖像 / 符號規律
˙以推理找規律排列

次序排列
˙認識第一、二及最後（  第尾）
˙按物件特性順序及倒序排列 

時間次序
˙建立時間先後概念
˙學習生活程序
˙學習事件的先後次序

對比
（第六節）

物件外型、
特性對比
及量度詞

˙比較物件特性與屬性：大小、長短、高
矮、多少、厚薄、冷熱、軟硬、內外、
輕重、快慢
˙運用量度工具
˙使用量度單位作比較

因果
（第七節）

行動與結果
的關係

˙察覺自身及他人行動
˙察覺物件操作
˙用行動引發因果關係
˙思考方法推測因果關係

數學
（第八節）

學習數數
˙唱數
˙數組群

˙按物點數
˙數算數量

認識數字
˙配對數字
˙排列數字

˙認讀數字
˙缺失數字

數字與數量的關係
˙數量配對
˙按數取物

˙字與量
˙雙 / 單數

簡單運算 ˙相等概念
˙組合數

˙加數
˙減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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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引  1 ─ 認知

第一節  知覺

學習重點  知覺醒覺性及識辨知覺

知覺是知識的開始，是認知發展中重要的基礎元素（Gibson	&	Spelke,	1983）。知覺是指個體對物

件的整體和主觀的反應，通過以生理為基礎的感官所獲得的訊息，加上以往在記憶中的經驗，把從

感覺中得來的資料聯繫起來，進而對環境作出反應及解釋的過程，對刺激物形成整體的印象。人的

感知主要分為視覺、聽覺、觸覺、味覺、嗅覺、本體覺及前庭平衡覺（有關感官的發展，參閱本會出

版之《兒童發展手冊》）。對於自閉症兒童來說，透過親身看到、觸摸到及感覺而對刺激的性質加以

認知，有助減低他們異常的感知反應，對外界的恐懼自然地減少，從而更容易接受改變，改善不安

情緒，加強學習的動機與效能。

先決條件 · 兒童的感覺器官健全。

兒童特性 · 兒童在分辨及理解外界資料時感到困難，有些可能會對疼痛及危險反應過弱，有些對外

界的刺激反應麻木，但有些對某些聲音或圖像特別敏感，或偏向使用某一感官去接觸事

物。

 · 部分兒童會有坐不安、動不停的情況，部分用腳尖走路，有時會莫名其妙地哭笑，也會

容易出現驚恐或煩躁不安的負面情緒。

 · 他們的遊戲方式大多是一成不變的，例如：喜歡旋轉或喜歡看轉動的物體，或重複排列

某一種物品等，當發生變化便會感到焦慮不安。

	 		（若兒童過度尋求或逃避知覺刺激，宜諮詢有提供感覺統合訓練的職業治療師或相關專

業人士。）

訓練內容建議活動

留意知覺的刺激，並作出反應

1  眼睛跟著走（聽覺及視覺）　　

在較暗的環境下，成人戴上白色手套及掛上搖鈴，開啟紫外光燈及音樂。成人不用

說話，只在兒童眼前從上至下、從左至右，或從遠至近地移動雙手，吸引兒童注視

成人手套的反光及聆聽搖鈴的聲音，直至音樂結束。

程度一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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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 ( 全新版 )

2  東張西望（視覺）

成人在自己雙手的手掌上放置兒童感興趣的物件，例如：

糖果、貼紙等；與兒童面對面而坐，將左右手放在兒童的

面前兩旁，一邊哼唱兒歌「開手合手」，一邊輪流打開及緊

合手掌，吸引兒童注視手掌上的物件（見圖），並在歌曲完

結後讓兒童找出物件，找到後可將物件給予兒童作獎勵。

	

3  呼呼吹（觸覺） 　　
成人出示小型氣泵（見圖），在兒童面前按壓氣泵，

吸引兒童注意；配合兒歌歌詞「大風吹，呼」，以氣

泵吹向兒童的身體各部位，使其受到刺激；重複遊

戲，並可每次唸「大風吹」後，稍作等候，待兒童

做出任何反應，才按壓氣泵吹氣，逐漸延長等候時

間來引發兒童反應。

4  喂喂，找你呀！（聽覺）　
當兒童進行桌上活動時，趁兒童不察覺，成人在其身旁叫喚兒童的名字或搖動樂器，

引發他尋找聲音的來源，當兒童有回應，立即給予獎賞物。
（詳情參閱活動放大鏡１。） 

5  洗白白（觸覺） 
成人在桌上從左至右放置 3件觸感物，例如：百潔

布、海綿、絲瓜囊等，將身體部位的圖卡，例如：手、

膝、頸等放入布袋中。讓兒童抽出 1張圖卡，成人

開始唱兒歌或唱數，並以觸感物輕擦該身體部位，

直至唱完。

6  碰碰球（本體覺、視覺、聽覺） 
成人在活動範圍內鋪上地墊，並在中央放置 1塊方

形小地墊，讓兒童站在地墊上。成人先叫喚兒童名

字，取得其注意後，將治療球（fitball）（見圖）輕

輕推碰兒童身體，刺激其本體覺。其後，教導兒童

將迎面而來的球以手推開，加強其覺醒及協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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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指引  1 ─ 認知

適當地回應知覺刺激

1  追太陽（視覺）

成人預先佈置較暗的環境，將大電筒照向桌子，並

慢慢移動電筒發出的光環（見圖），吸引兒童注視。

讓兒童將手放在光環中及跟隨光環慢慢移動。成人

需避免將光環射向兒童眼睛，移動光環時要配合兒

童的節奏。或可讓兒童站在地上，成人用電筒照

著他所站的位置，同樣慢慢地移動光環，讓兒童

跟著移動，但需保持站在光環內。																									

2  咚咚鏘大合奏（聽覺）
成人在兒童面前打鼓，提示他留意鼓聲，接著示範：當聽到鼓聲時，用手拍搖鼓1次；

然後再作口頭指示：兒童聽到鼓聲時，拍搖鼓 1次。練習數次後，讓兒童背向鼓而

坐，每當聽到鼓聲，便要拍搖鼓 1次。若兒童未明要求，給予動作或手勢協助。當

兒童開始掌握，需減少協助直至兒童能迅速回應聲音。

3  找找看（視覺、味覺） 
成人讓兒童嘗試吃少許氣味較濃的食物，例如：檸檬、果汁糖、薄荷糖或話梅肉等。

在兒童面前放置 3 個小碗，接著在眼前揮動一種他較喜愛的食物；當他注視食

物時，將食物放在其中一個碗內，鼓勵兒童從碗中取食物吃。

4  嗅一嗅，嚐一嚐（嗅覺） 

成人預先將不同氣味的食物，例如：檸檬、豆豉、鳳梨各

放在杯子內；在兒童面前放置上述 3隻杯子，出示「鼻子」

的圖卡，示範從左邊拿起 1隻杯子嗅氣味，然後示意兒童

從左至右逐一拿取杯子及以鼻子嗅食物的氣味，讓兒童選

擇「喜歡」或「不喜歡」圖卡（見圖）以表示喜好。也可

用「口」的圖卡，示意兒童用口嚐食物的味道，然後取「喜

歡」或「不喜歡」圖卡以表示喜好。

5  倒塌啦！（視覺、聽覺）

成人準備 3-5 粒積木，在兒童面前將積木疊起，然後數 3 聲或以數字圖卡作預告，

接著將積木推倒，並做出誇張的表情，吸引兒童注意。重複活動，在數 3 聲後，稍作

等待並觀察兒童反應，當兒童作出任何動作表示要求繼續遊戲時，才將積木推倒，

以加強兒童適當地回應感知刺激的能力。

程度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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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 ( 全新版 )

分辨知覺刺激

1  快快坐音樂椅（聽覺）

成人將數張椅子橫排成一行，並在地上貼上步行方向的箭

頭，向兒童出示程序卡講解玩法：兒童需留心聽，當有音

樂時，成人用程序卡（見圖）提示兒童隨音樂繞著椅子走；

音樂停止時，運用程序卡提示兒童坐在椅子上。兒童做到

後，成人即給予獎勵。

2  大笨象小老鼠（視覺、觸覺、聽覺）

成人讓兒童把玩大象及小老鼠的玩具模型；出示象或老鼠的相片，指示兒童取相同

的玩具模型放入布袋中；出示其中一張相片，讓兒童依從指示在袋中找出相應的玩

具模型，並放在相片上。若兒童找對了即給予獎勵。注意：需維持袋內有 2件玩具

模型。

3  過馬路要小心（視覺）

成人用綠色及紅色玻璃紙分別包著 2個電筒，並在場地的兩邊放置地墊，地墊之間

留有通道作為馬路，準備進行模擬過馬路遊戲。當成人開啟紅色電筒時，與兒童站

在地墊上等候；當開啟綠色電筒時，則與兒童一起橫過馬路到對面的地墊；最後指

示兒童留意燈號自己過馬路，成人可按兒童的能力延長或縮短開關電筒的時間。

4  質感大挑戰（觸覺）

成人在5-6個盒子中分別放入米、糖果、碎紙、水或發泡膠粒等，讓兒童逐一觸摸。

將身體部位的圖卡，例如：手、膝、頸等，放入布袋中，讓兒童抽出圖卡，並伸出

相配的身體部位。蒙著兒童的眼睛，並只以該身體部位感受物件的質感，之後除下

眼罩，找出相應的物件。

（詳情參閱活動放大鏡 2。）

程度三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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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兒童訓練指南 ( 全新版 )

活動放大鏡 1

喂喂，找你呀！
活動目標 · 當聽到聲音時便停止正在進行的活動，

並轉向聲音的來源。

先決條件 · 聽覺功能正常。

訓練用具 · 一種樂器（見圖）。

注意事項 · 於兒童安坐及進行桌面活動時同時進行此訓練，例如：玩玩具或穿珠時。注意：避免於

兒童進行一些過度沉迷的活動時進行此訓練。

 · 選擇兒童喜愛的樂器或獎賞物，可加強活動的成效。

 · 訓練初期，成人宜在兒童身旁搖動樂器，其後才與兒童保持較遠的距離。

步驟 訓練原理 步驟分析

1 . 避免視覺提示 當兒童不察覺時，成人在他的旁邊搖動樂器。

2 . 視覺提示 若兒童未能轉向成人，則在他面前搖動樂器，提示他留意聲音。

3 . 提示減退法
重複步驟 2，並逐漸減少協助。從兒童的面前搖動樂器，轉移至在其身

旁搖動樂器，最後在其背後搖動樂器。

4 . 制約 當兒童轉向聲源時，立即給予獎賞物，例如：糖果、樂器、玩具等。

 調整能力

降低難度  若兒童對樂器的聲音沒有任何反應，可以	──

	 · 選擇聲音較強的樂器，例如：搖鈴、手搖鼓、哨子等。

 · 使用有燈光及音樂的玩具，提高兒童對周遭環境的覺察。

提高難度  · 兒童能找出樂器聲音的來源後，可改為叫喚兒童的名字。

 · 選用聲音較弱的樂器，提升兒童聽覺的靈敏度。

 建議變化

 · 將此訓練安排在進行特定的活動前，例如：進食前，可以樂器作為進食的預告，吸引

兒童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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