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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兒的教養經驗 
古春月 

國立臺東大學特殊教育系碩士班研究生 
 

壹、前言 

『我未成形的體質、祢的眼早已看見

了，祢所定、我尚未度一日的日子、祢都寫

在祢的冊上了』（聖經詩篇 139:16）。我深信

每個生命的到來，都在上帝的手中，即使我

兒小樂（化名），在二歲四個月被判定為「發

展遲緩兒」，六歲時被確定為「輕度自閉症」，

我依然堅信他是上帝手中的珍珠，有他的獨

特性，現在的我就如同張文亮(2001)書中所述

之「牽著一隻蝸牛去散步」一般；他拉寬了

我生命的境界，加深了我對人的包容度，放

下腳步，看見生命的美好，這對從小到大一

路順遂的我，是一個絕佳的功課，使我能不

驕傲，多一點寬容心，多一點同理心，並且

在挫折中依然對上帝有盼望。雖然一路上流

了許多汗水和淚水，心中從自責、灰心到盼

望，感謝上帝！祂的話語常成為我的幫助，

我的家人成為我的支持，成為我和小樂向前

的動力。懷著感恩的心，希望能愛屋及烏，

把多年來的實務教養經驗及心路歷程提供給

其他自閉兒的家長，也期許能給予更多的身

心障礙者家庭多了一份正面的能量。 

貳、自閉症的定義和學習特質 

一、定義 
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

則鑑定基準」（2002 修訂），自閉症係指「因

神經心理功能異常而顯現出溝通、社會互

動、行為及興趣表現上有嚴重問題，造成在

學習及生活適應上有顯著困難者；其鑑定基

準如下：（一）顯著社會互動困難及溝通困難

（二）表現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 

二、學習特質 

自閉症兒童在學習和與人互動時，常無

法理解口語的指令，無法適當的與人對話，

無法完成連串的指令動作等障礙，這些皆因

自閉症兒童特殊的學習特質。其可能特質

有：1、注意力的不集中。2、視覺上的優勢。 
3、聽覺上的限制。4、固著、重複的行為。

下述即分享小樂在學習上的特質和我的教養

經驗。    

參、教養經驗 

我的求學、求職過程一路順利，目前擔

任教職。2002 年我的兒子小樂（化名）出生，

生產過程困難，出生時身體一半呈現黑色，

而且沒有哭聲；加上黃疸指數過高，轉至林

口長庚醫院。小時候非常安靜、好帶，各方

面的發展比一般小孩大約晚 4、5 個月。曾經

詢問醫生，醫生都說再觀察。等他大約二歲

三個月時，我預備要生老二，礙於在北部無

親人照料，公婆身體不適，和丈夫討論後，

決定回到娘家台東。剛開始他讀幼稚園時，

老師發現他的發展較慢，且有一些怪異行

為，建議我們帶他到馬偕醫院做鑑定。一開

始判定為發展遲緩，接著開始每星期做物理

治療、職能治療和語言治療。5 歲時到台東

榮民醫院做鑑定，判定為「輕度智能障礙」，

接著於 6 歲時到高雄醫學院做鑑定，醫師鑑

定為「輕度自閉症」。 
在小樂被判定為發展遲緩時，我心中曾

自責為何沒在大醫院生產？以至於生產過程

出現緊急狀況時，診所的醫生無法做立即的

處裡。但是心中的自責並未停留許久，加上

丈夫的支持，我們決定要盡最大的可能來幫

助他，故每星期到醫院的治療從不間斷，我

也為了兩個孩子的成長，請了半年的育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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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自己開始閱讀「感覺統合」的書籍，帶

他到台北參加私人的感覺統合教室上課，回

家照著老師的教導方式，用滑板、觸覺刷、

轉盤…等來訓練他。之後我回到職場，仍趁

沒課時請假外出，帶他到醫院上治療課程，

他在幼兒園的情形越來越穩定，雖然學習較

慢，但他個性溫和，老師都滿疼愛他。到了

即將上小學前，幫他申請緩讀，並且轉至台

東大學附設實驗小學的國幼班，在那裏遇到

了他的恩師---陳老師，以他對小樂的觀察，

建議我們帶他到高醫再做一次鑑定，才判定

為輕度自閉症。 
當我得知這個確定的答案時，並不會非

常訝異，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對他的觀察，心

中也曾懷疑他是自閉兒，只是他的自閉症特

徵並沒有非常明顯，加上我對自閉症的知覺

不夠，所以延遲了判斷和做了一些沒有命中

靶心的治療，似乎浪費了許多時間，加上台

東地區對自閉兒提供的醫療系統有限，反而

讓我更加知道該蒐集自閉症的相關資料，用

土法煉鋼的方式來教導他，更進一步能分享

給我周遭的親友，告訴他們甚麼是自閉症。

在此分享我對小樂平日的觀察和教養方式，

希望能讓更多人認識自閉兒，包容他們、接

納他們。 

一、生活自理方面 
自閉兒的手眼協調部分是較差的，所以

訓練生活自理能力是一項浩大的工程。如廁

訓練方面，小樂尿尿時仍然習慣露出整個屁

屁，在學校或在賣場時，總是被大哥哥笑，

所以請爸爸示範教學、口頭提醒，一直到三

年級時才改過來這個習慣；擦屁股的訓練更

是困難，我還拿了洋娃娃道具，示範、拆解

動作，從拿衛生紙、摺衛生紙、擦…，都一

步一步的訓練，花了大約一年的時間，才把

他教會。至於穿衣、脫衣、扣釦子訓練，更

是我常發飆的導火線，因丈夫心疼他，總是

幫他作好一切，更是我們吵架的原因，但我

堅持一定要他自己學會，所以常請教治療

師，分解動作、示範、半協助到他自己來，

大約花了一年的時間才學會；這當中我常沒

耐心，吼他、打他，他只一直說：「媽媽，對

不起!」每每看到的就是小樂大哭，而我躲在

一旁掉淚，心裡常想：這明明對一般小孩來

說是三、四次就學會的事，我兒子卻要三十

遍、五十遍。後來我和丈夫二人練就了接力

賽，有一人快發飆時，就換另一人接手。儘

管如此，他已慢慢學會了部分自理能力，但

未來還有許多生活技能等著我們去努力。 

二、語言遲緩部分 
小樂大約二歲五個時還在流口水，只會

說二個字的詞，除了帶他上語言治療課，也

常和他玩「數數遊戲」和「接詞遊戲」，來增

加他說話的字數，例如：「我說：我想喝…，

他說：多多」；第二次時，我說：「我想…，

他說：喝多多」，依此類推來增加他說話的字

數。又因為自閉兒有仿說（宋維村，2002）
的情形，每次二選一的問話時，發現他都回

答後者，所以我會重複問他三、四遍，要他

想想後再回答；目前正在訓練的是和他聊

天，聊學校的事，但他的回答我還必須常常

和老師求證，這也是我擔心他在校被欺負而

回家後不會說的部份，所以我常透過聯絡

簿、電話和老師溝通。另外，小樂喜歡重複

問一樣的問題，問到大人都覺得很煩、很生

氣，一開始我總不能理解，後來在書上看到

一段話，才比較能理解，Grandin, T（1996）：
「我總是一直問著相同的問題，並且開心地

等著相同的答覆…一次又一次不停地重複。

如果某一個特定的主題引起了我的興趣，我

就會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談論這個主題，一

直到我精疲力竭為止。」（引自黃惠姿、林明

泉譯，2006）。在學校小樂也會一整個學期重

複說一齣偶像劇的名稱，後來發現明確規定

他一天只能說 2 次，他的狀況才比較好。 

(一)固著行為部分 

小樂某些固著行為是好的，我就不會特

別苛求他，例如：鞋子一定要擺整齊，鉛筆

盒裡的鉛筆要朝同一方向，牙刷、漱口杯的

擺放要朝同一方向…。但有些固著行為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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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意打亂他，例如：固定喝一樣的飲料，一

定要讀完一本書才肯做別件事…，慶幸的是

他個性溫和，被我打亂幾次後，他也能接受

了。但也有例外情形，例如：大約三、四歲

時，有一次出去旅遊，已先告訴他我們要去

哪些地方，但臨時改變了順序，他在車上哭

了許久，當時我們還搞不清楚原因，現在回

想起來才知道他有此固著行為，所以現在都

會先提前告訴他行程，也告訴他有可能有例

外，隨著他年齡的增長，他已較能接受這樣

的改變。 

(二)感官的特殊 

小樂二、三歲時，有咬人、舔欄杆、舔

樓梯的防滑條，排隊時摸小姐大腿的奇特現

象，我常常要向人說對不起，還好當時他還

小，大人都能諒解，當時的我不知如何教導

他，只能不斷的耳提面命。看完感覺統合的

書後，開始每天帶他去海邊玩沙、用觸覺刷

刷他身體、趴著划滑板、盪鞦韆、旋轉…。

又有時他會突然衝到馬路上，怎麼叫他，他

都沒聽見，所以還曾帶他到醫院做聽力檢

查，一切正常；又他在上治療課時，可以聽

見外頭極微小的鳥叫聲，我和老師還必須安

靜好幾秒鐘才聽得見，對他這些特殊現象，

我常搞不清楚，等到他 6 歲被鑑定為自閉兒

時，我才了解自閉兒有這些行為特徵。隨著

年齡增長，他這些特殊行為有些已漸漸改

善，目前對校外的廣播車或敲鑼打鼓的聲音

仍然很敏感，老師常要提醒他專心，至於鞭

炮聲，到現在他仍然恐懼。而嗅覺部分，小

時候有一次他看見路邊燒雜草而冒煙，我跟

他說：「臭臭!」從此，他只要看到冒煙，包

括到燒烤店時所看到的煙，他多說：「臭臭!」

好幾次老闆都白眼對我們，害我哭笑不得，

經過這幾年的教導，教他分辨哪些煙是臭

的？哪些煙是香的？這個狀況才有所改善。

他的笑點也很特別，他常常會莫名的狂笑，

尤其是看到吊扇旋轉時，他可以笑到不行，

當你問他笑甚麼時，他礙於語言的表達，又

說不出原因，因此周遭的小朋友會覺得他很

奇怪，所以曾有高年級的學長姊，看見他的

奇特現象，特別找他玩，似乎帶有嘲諷的意

味，還好老師發現的早，做了一些處置，才

沒出現被欺負的情形。 

(三)聽覺和視覺的優勢 

小樂雖然對於較大的聲音有所恐懼，但

他對於爵士鼓的節奏卻相當敏感，每次到教

會時，他總是喜歡拿鼓棒敲敲打打，所以在

他幼稚園中班時，我送他去學爵士鼓，老師

非常稱讚他的節奏感，但要教他按著「鼓譜」

而打時，他卻無法做到，我和老師商量，不

要勉強他看鼓譜，而是照他自己的方式來教

他，結果，小樂學得很愉快，在他小學二年

級時，還代表台東區參加全國身障生的音樂

比賽，得到第四名，他感到非常開心，現在

在教會擔任小鼓手。另外，他從幼稚園小班

開始，老師每天用圖卡交他識字和背誦唐

詩、三字經，到了大班轉到國幼班時，他已

能自行閱讀，老師相當佩服他，但當你仔細

觀察他閱讀的方式時，就會發現到他閱讀的

方式很呆板，每一個小字（例如：出版社、

作者名、年月日）、逗號…他都一個一個念，

似乎深怕漏掉任何一個字，當他念完一本

書，你再問他故事主角是誰？發生甚麼事？

他卻無法回答，因為他的理解力不佳，他只

是重複單一刻板的動作，以至於當幼稚園上

課討論日常生活的事時，他無法參與，只喜

歡默默的在角落讀故事書，似乎如此較有安

全感。他還有一個視覺的優勢就是選舉時掛

在路邊的看板或旗子，上頭都有候選人的編

號和名字，當我開車經過時，他已默默地記

在腦袋瓜裡，有時他會突然問我的朋友和老

師：「你要投給幾號？」而且他可以把每一位

候選人的編號和名字記的滾瓜爛熟，害得大

家以為我們家常常在討論政治呢！目前不是

選舉的季節，所以他改成記每一部警車的編

號，他會告訴你：「112，台東分局的車」，

「127，馬蘭派出所的車」…。我發現他對數

字的敏感度很強，但又不如「星期三是藍色」



14 

 

 
台東特教  102 年 6 月  第 37 期  第 11-14 頁

的作者丹尼爾 .譚米特，可以立即心算出答

案，小樂的數學計算能力可是差的呢！ 

三、社會互動能力 
根據「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鑑定原

則鑑定基準」（2002 修訂），自閉症有顯著的

社會互動困難，缺乏同情心或不知如何表達

同情心，無法體會別人的感受和情緒反應，

無法適當地表達自己對別人情緒的了解（宋

維村，2002）。小樂即有此狀況，他從小就不

喜歡和同儕玩，不喜歡參與遊戲活動，常常

是一個人排列車車、看故事書，安靜，不吵

不鬧，喜歡重複問同一個問題，口語的表達

是日常生活中簡單的對話，我們必須陪伴在

旁跟他一起參與活動他才願意。在幼兒園

時，看見別的小朋友大哭，小樂的反應是大

笑，老師就拉著他的手去拿衛生紙給對方，

慢慢的，他學會了，只要看到別人哭，就會

拿衛生紙給對方，所以他在情感互動上是要

不斷地透過外在學習，不像一般兒童自然而

然就有同理心，這是我們一直努力的目標，

也可能是終生的目標。 

肆、結語 

小樂除了有自理能力、溝通、固著行為、

特殊感官、社會互動能力的困難外，還伴隨

輕度智能障礙。根據美國精神疾病統計手冊

第四版（DSM-IV），自閉症患者中約有 75％
伴隨智能障礙。所以他的國語、數學抽離至

資源班上課，各科的學業都落後，一開始我

滿介意他學科的成績，我發現我的壓力造成

他自卑、不快樂，我開始調適我自己的心態，

接納自閉兒在學習上的確是有困難的，降低

對他的學業要求，並且心中常向上帝禱告：

「改變我的眼光！讓我看到他的優點和潛

能」。感恩的是，我看見了！現在的他每天放

學回家會主動完成功課，做好我交代的事

項，不用我特別叮嚀，而且他單純、天真、

喜樂的個性更是大人們的開心果。每一個自

閉兒的狀況都不同，都是獨特的，目前的我，

像是一個尋寶者，去發現他的不同和特別。

曾有人問：未來他上國中、高中、甚至就業，

怎麼辦？說不擔心是不可能的，但感謝上

帝，回首過往，就看到神的恩典，求學階段

遇到好老師、同學是他的小天使，連女兒都

忌妒說：「上帝為什麼對哥哥這麼好？」最近

女兒告訴我，上國語課時，老師講到身心障

礙兒童的故事，突然女兒舉手告訴老師：「我

的哥哥也是身心障礙的小孩，他是自閉兒

哦！」下課時，同學跑來問她：「甚麼是自閉

症？」女兒驕傲地回答：「這很難解釋，你們

不會懂啦!」聽到女兒這一段話就知道，他不

以哥哥的缺陷為恥，而是看到了上帝在哥哥

身上的恩典。有人問：是甚麼原因讓你們可

以正向的看待兒子是自閉兒這件事？我回

答：「是愛和恩典」。人的愛有限，很容易就

失去耐心而心煩氣躁，而上帝無條件的愛和

恩典，在我心中產生動力，激勵我在困難中

繼續走在異象裡。小樂是我們一家人生命教

育中最棒的教材，讓我們看到「星兒」閃爍

著不同於我們的生命光采，他豐富了我的人

生，擴張了我人生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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