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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六早上，黎先生和 7 歲、患有
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兒子亨亨，又展
開一段親子遊戲時間，兩父子先盤
膝對坐，爸爸把玩具置於他們的中
間。在眾多玩具之中，亨亨選擇了「汽
水機」，他把玩着時，黎先生從旁描
述，「亨亨入錢錢，然後撳掣噃」。亨
亨默默重複多次投幣及按掣的玩法後，突然吐
出「橙汁」二字，黎先生馬上回應︰「我聽到
你講橙汁啊！」當亨亨拿起「橙汁」時，他便
提議兒子「你飲吖」！亨亨聽罷亦乖乖配合扮
飲汽水，而爸爸則輔以「咕嘟咕嘟」的暢飲聲
效，增添觀樂氣氛。

 雖然在遊戲的過程中，看不見言談甚歡
的場面，但對比起昔日那個完全自我封閉的亨
亨、那個束手無策的爸爸，今天小男孩竟然願
意接納爸爸成為他的玩伴，而黎先生也能駕輕

就熟地令兒子跟自己有眼神
接觸，並作簡單的語言和
肢體溝通，其實兩父子都
已經是幾何級的進步了！

第一節課零交流 
兒子不理 爸爸不解

這個奇妙的轉變，始於兩年多前，當時
亨亨在協康會轄下的特殊幼兒中心讀 K2，黎
先生經學校參加了該會舉辦的「『親．子．
遊』PACT 社交溝通親子訓練課程」（下稱
PACT），「那時我仍是新手照顧者，剛剛接
手主力去湊亨亨，因為囝囝的語言發展比較
慢，他很少言語上的表達，其實當時我們是不
太溝通得到的，所以我想學習怎樣去教他、怎
樣和他相處」。

PACT（Paediatric Autism Communication 

Therapy）是一個一對一的親子訓練課
程，專門協助 2 至 10 歲有社交溝通
困難或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兒童及
其家長，讓他們在遊戲中學習如何互

動及溝通。每次導師都會請家長與孩子
在課堂上自由玩 10 至 20 分鐘，並即時
錄影。黎先生猶記得上第一節課時，亨

亨全程請他「食檸檬」，二人非但零溝通，兒
子甚至刻意背向他，場面尷尬。「當時我都有
問導師，為什麼兒子常用背脊對着我，不願意
跟我玩呢？」

協康會特殊幼兒教師暨 PACT 認可導師蘇
鎧盈表示，這正正是課堂需要錄影遊戲環節的
原因，「我相信，平日家長很少會留意自己的
口頭禪，但透過回顧影片，他們就可以從一個
第三者的角度聽到自己的說話，並觀察到自己
的態度、微表情，是怎樣跟小朋友溝通的」。

知°多°些°

父母想跟小孩有正面的雙向溝通，有時都不容
易，若小朋友患有社交溝通困難或自閉症譜系障礙，
情就更加困難。有社福機構近年便從英國引入實證
為本的親子訓練課程，讓家長以遊戲作媒介，學習親
子互動的竅門。研究發現，完成最少 9 節課後，兒童
的溝通意願及社交溝通能力皆有顯著提升，爸媽亦能
更了解子女的需要，大大改善親子關係。

� 文︰沈雅詩 

PACT 訓練課�錄影分析相處模式

玩遊戲學溝通 打開孩子心門

自閉兒特徵
▲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孩子，對於玩具往往有偏
執的玩法。 （Jatuporn Tansirimas@iStockphoto）

其樂融融▲

7歲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亨亨（左），從前抗拒與爸爸（右）溝通，
參與課程後，他變得願意跟爸爸一起玩，更不時流露笑容。 
 （賴俊傑攝）

評估親子互動
▲導師在各個評估範疇，都會具體指出親子雙方
的強弱項，讓家長有清晰參考。 （賴俊傑攝）

黎先生
（賴俊傑攝）

蘇鎧盈
（賴俊傑攝）

不少孩子都比較內向、怕生，也
不善社交，但如何分辨他們是否有
「社交溝通困難」呢？協康會教育心
理學家顏瑋林指出，假如小朋友只是
在特定的環境，才有害羞、不願意跟
別人互動的情况，但跟父母或常見面的
親友，是可以溝通到、玩到的話，這個
其實問題不大，「又或者一般小朋友，
當他們的語言能力未發展得很好，但如果他們
仍然會落力用身體語言、用『外星話』及用不
同的聲音，去跟別人互動，家長都毋須太擔
心」。

但若說有「社交溝通困難」的孩子，則往

往是連家長、熟悉的親友，都未必可
以執行到溝通及社交功能，他說︰
「這類小朋友，不管是否有語言能
力，他們不論在任何環境，即使跟
父母或很熟悉的人在一起，就算多落

力去逗他們玩，都會表現得不願意或不
感興趣，沒什麼反應，他們寧願獨個兒
自顧自地玩。」

自閉症者有重複行為 情緒波動大

那「社交溝通困難」又與自閉症譜系障礙
有什麼不同呢？顏瑋林解釋，兩者最重要的分
別，在於是否有重複行為。「自閉症譜系障礙

的其中一個確診條件，是要有重複行為。以遊
戲為例，這類小朋友只喜歡玩自己的東西，而
玩的方式，亦很特定，可能只是玩玩具的某一
部分，最常見的，是只玩車仔的車轆、只玩巴
士的門等。」

 在語言運用上，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
就算已經有語言能力，都不能夠正常運用，
他舉例︰「比較活躍的自閉症譜系障礙小朋
友，或許經常聽到家長提醒他們『安靜啲』、
『唔好郁來郁去』，孩子接收了，卻會在不
適當的時候和場合，無端端自己不斷重複說
出來。」

 此外，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的情緒波動也

不再「治療師上身」 代入孩子思維

於是，在第一節課上，蘇鎧盈便引導黎先
生從錄影片段中找尋線索，「當我和黎先生細
心回看每一個鏡頭時，他留意到，或許是因為
自己經常向亨亨提問，所以囝囝不想理睬他，
更用背脊向着他，爸爸認為，囝囝是在發出『你
很煩』的信息」。

黎先生承認，以前自己是經常「治療師上
身」般，因為很想兒子多說話，所以跟他一起
玩耍的時候，亦會有很多提問、很多教導，「但
原來這樣會令孩子感到很大壓力，囝囝可能會
覺得︰『爸爸，我跟你玩啫，點解你要考我顏
色、考我數字，又要我講出來。』於是他選擇
躲開我，不跟我有眼神接觸」。

看到自身盲點後，他嘗試卸下「治療師」
身分，更學習從兒子的角度出發，投入他的遊

戲世界，反而出奇地擦出火花！「導師提醒我，
在遊戲中，不要用大人的思維，而是要把自己
當成小孩子一樣，去融入小朋友的玩法。誰說
車仔一定要從滑梯上面滑下去，不能從滑梯下
面爬上去呢？牛也不一定是在農場裏出現，牛
可以飛到天上！當我不斷去實踐時，我注意到
亨亨眼神的改變，『咦，呢個人好似明白我做
緊乜喎』。自從他對我的信任度提高後，大家
的關係就完全不同了。」

描述互動、適時讚賞 增强溝通信心

蘇鎧盈補充，「進入孩子的世界」是親子
溝通的不二法門，「當黎先生很努力進入亨
亨的世界，很多從前想不通的問題，例如兒
子為什麼很難忍受分離，為什麼會出現固執
行為等，他便有一個新的角度去理解。當家
長明白孩子更多，而小朋友亦知道，自己是

被明白、被理解、被尊重時，他跟父母的合
作，包括在學習、做功課、溫習方面，都會
表現得更好」。

不過，雖說遊戲的內容和形式應由兒童主
導，但父母參與其中，也並非袖手旁觀、無
所作為，相反很需要高度集中。蘇鎧盈說︰
「PACT 鼓勵家長在遊戲過程中，一邊玩，一
邊描述大家的一舉一動，這樣既可自然地輸入
一些詞彙、短句給小朋友，也可以讓孩子知道，
原來我不懂得表達自己在做的事情，家長是可
以幫我表達出來的。」另外，適時讚賞也十分
重要，她續稱︰「只要小朋友發出溝通的信息，
無論是語言上或眼神上，甚至乎只是一些聲
音，家長都應該表達欣賞，『我聽到你嘅聲音
呀』、『嘩，你有望我嘅眼睛』。這少少的一
句話，對孩子來說，其實是很大的鼓勵，可以
增強他們跟別人溝通的信心。」

不肯與熟悉親友互動��或有「社交溝通困難」

理大研究：
完成至少 9 堂�孩子溝通更主動

協 康 會 在 2017 年 從 英 國 引 入
PACT，是目前本港首個及唯一一個
獲英國授權培訓課程導師的機構，至
今培訓超過 200 名認可導師，服務逾
350 個家庭。

香港理工大學研究發現，在完成
至少 9 節 PACT 的家庭中，親子雙方

都有明顯改變，包括兒童主動溝通的
次數有顯著進步，亦有機會減少重複
行為；家長則更能與兒童同步溝通及
互動，而在照顧兒童的主觀感覺上，
亦變得更正面。課程全年招生，詳情
可瀏覽協康會網頁︰
shorturl.at/fsgJV

特別大，顏瑋林稱，一般小朋友發脾氣，基本
上，5 至 10 分鐘是可以慢慢調節到的，但自
閉症譜系障礙患者則不同，他們的脾氣很難控
制，隨時可僵持 30 分鐘，甚至 1 小時。

顏瑋林
（受訪者提供）

回顧影片

▲家長平日與孩子溝通時，未必會留意到自己的
口頭禪和態度，但透過回顧影片，就一目了然，
知所改進。 （賴俊傑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