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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亞斯伯格症孩⼦興致⾼昂的與⼈分享時，常不知道該如何維持⼀個適當的聊天氛圍，因此我們要
讓孩⼦思考：我⾃已想說，但對⽅想聽嗎？讓孩⼦反覆練習在聊天時，思考他⼈的想法、意圖、企圖、
動機、意願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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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近亞斯
強化亞斯學⽣的溝通技巧

������上⼀回我們提到如何與亞斯伯格症的孩⼦建⽴關係，當關係建⽴後，孩⼦開始想要表達與分享，由
於孩⼦的獨特溝通特質，可能⼜會引發新的問題。本章透過4個溝通情境進⾏分析，提供相關策略讓⽼
師參考，讓⽼師能更順利的從旁協助孩⼦融⼊團體。

上課時，⽼師在跟阿誌解釋代數問
題，阿誌對代數⾮常感興趣，於是問
了整整⼀節課。

其他學⽣毫無興趣，但也無法繼續上課，導致
同學對他反感。

他以為⾃⼰
很厲害？

對呀！真的
很⾃私耶！

因此下課後都沒有同學願意跟他⼀起
玩。

為什麼沒⼈願
意跟我聊天？

以下提供聊天練習的三步驟：
練習⼀
關注某⼈
練習⼆
聊聊別⼈

練習三
練習開場

情境⼀：⾃說⾃話，不管他⼈

引導亞斯伯格症孩⼦將焦點轉移到某個⼈⾝上。
引導句：眼前這位同學有什麼興趣、嗜好，平常聊天的話題是什麼？

將⽬光轉移到對⽅⾝上，讓對⽅成為主⾓，⾃⼰是聆聽者、觀察者或聽眾。
引導句：先不要說話，聽聽看同學想要說什麼。

讓孩⼦試著從了解對⽅興趣，與對⽅建⽴關係。
引導句：讓孩⼦說說看：「我喜歡____，不曉得你的興趣是什麼？」

情境⼆：無法順利說出內⼼話

他為什麼這
麼冷漠… 我怎麼都說

不出⼝…

������「詞窮」是亞斯伯格症孩⼦遇到問題時，很容易出現的狀況。不但
孩⼦陷⼊窘境，也常讓對⽅誤以為是孩⼦理虧或態度傲慢。⼀旦無法在
第⼀時間順利把話說出⼝，亞斯伯格症孩⼦很容易表情如⽊頭⼈，讓周
圍的⼈誤認為他表現冷漠。其實孩⼦並不是沒有感受，只是很難將⼼裡
的想法和感受，清晰地讓對⽅接收到。

⽰範

以下提供正向表達的練習步驟：
步驟⼀ ⽼師先⽰範，讓亞斯伯格症孩⼦能有所遵循，知道要做什麼。

如：繪本、故事來作為媒介以展開話題。

步驟⼆

練習
讓孩⼦試著將他接收到的訊息（影⽚、繪本或故事內容）說出來。
過程中不做任何批判，但可從旁引導孩⼦以合理的⽅式形容出來。

有了輸出，會使孩⼦逐漸形成⾃我的概念。有⼀天若真的遇到⿇煩、糟糕的情況，⾄少可以在⼼中
產⽣正向、合理的⾃我對話。



數學課時，阿誌嘲笑考不好的同學……

你怎麼會考這麼
低的分數，你是
數學⽩癡嗎？

上導師課時，阿誌會⼀直向⽼師打⼩報告……

⽼師，⼩天上課
再跟同學聊天，
沒有認真上課

������亞斯伯格症的孩⼦對於眼前的現況往往不經思考，有話直說，完全沒有考慮聽者的想法和感受，直
接脫⼝⽽出。我們並不是要讓孩⼦說謊，⽽是讓他知道換個⽅式說，⼀樣可以達到訴求，同時還能讓對
⽅感受好些。

若遇到亞斯伯格症孩⼦愛告狀，我們可以分成兩種情況：

1.若孩⼦只是想「說出來」
⽼師可以專注地看著他，點頭
與微笑，並且讓他了解「⽼師
知道了」。接著將學⽣的注意
⼒轉移到當下要做的事，緩解
孩⼦的告狀⾏為。

2.若孩⼦要求⽼師「⾺上解決」
如果⼀告狀就⽴刻回應、處理，只
會更強化孩⼦的固著⾏為，因此，
⽼師可以看著他，微笑著對他說：
「⽼師在上課，我下午會處理。」
並讓孩⼦知道現在應該做什麼。

你知道「元
宇宙」嗎？
元宇宙在未
來真的可⾏
嗎？還是
ooxxooxx

�����有些亞斯伯格症的孩⼦會將⾃⼰知道的事，以快轉的⽅式，⼀股腦地傾倒出來，讓他⼈
無從招架，以在關係中取得絕對優勢。此時切記：別順著他的內容回應，以免陷⼊困境。

������亞斯伯格症孩⼦在與⼈溝通上會遇到許多挫折，⽽造成這樣的結果常常是因為沒有使⽤適當的溝通技巧
⽽導致，因此，⽼師們可以運⽤以上策略，⼀步⼀步帶領孩⼦練習，最後讓孩⼦落實到⽇常⽣活當中。良
好的溝通是不能⼼急的，就像滴⽔終能穿⽯，相信有我們的努⼒，亞斯伯格症孩⼦終能露出溝通的曙光。

當遇到這個問題時，我們可以這麼做：

點出背後動機 當彼此的情緒穩定時，我們可以試著說明孩⼦會如此的咄咄逼⼈的理由，讓
孩⼦知道我們已經看穿他這麼做的背後動機。

參考資料：王意中�臨床⼼理師(2022）�«不動怒，與亞斯伯格症孩⼦親近溝通�第3章»。寶瓶⽂化。

情境三：有話直說、實話實說

以下提供2個教學⽅法供⽼師參考：

⼀對⼀
教孩⼦私下講

讓孩⼦知道，有的⼈並不希望某些話被別⼈聽到，因此⼀對⼀的私下場合，對
⽅的接受度較⾼。如果有機會事先演練，說出來會安全、得體許多。

⽰範/練習
修改成適當語句

當孩⼦說了不適當的話，避免直接指出：「你這樣講不對」，直接的批判很容
易讓亞斯伯格症孩⼦情緒轉為憤怒。
引導句：「我們可以這樣說…」，並且先⽰範如何說，讓孩⼦練習。

情境四：咄咄逼⼈、得理不饒⼈

不受刺激 孩⼦想要藉由爭辯、強辯的⽅式，以⾔語壓制⼤⼈，使⼤⼈妥協，不受⼤⼈的
管理，然⽽我們不⼀定要回應他的期待，表現出不受他的⾔語影響的樣⼦。收起負⾯情緒

平穩情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