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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有愛  障礙不在  

我們不是安靜不說話，只是有時候需要時間適應思考； 

我們可能看起來有點怪，但請相信我們有顆真誠的心。 

          本期的友善關懷園地中，將介紹自閉症患者，透過認識自閉症及了解如何幫助其學習，

希望讓大家對自閉症有多一點的認識與了解；此外，依循「心中有愛  障礙不在 」的主題，

推薦相關的電影和書籍，期望提供多元的管道認識自閉症的特性及成長歷程，共同打造有愛

無礙友善校園環境。 

         提到自閉症，你的第一印象是什麼？安靜不說話？把自己關在角落？其實自閉症並非如字面上的

意思那麼簡單，花三分鐘來了解吧！ 

         許多人會將自閉症誤認為是精神疾病，但自閉症是因為腦部功能異常，而引發的發展障礙。成因

目前在醫學上並沒有定論，可能是因為遺傳、懷孕期間的病毒感染、新陳代謝疾病及腦傷等多方面的

因素所造成，通常在三歲前就有明顯症狀能夠被診斷出來。  

        自閉症按照患者的適應功能又可略分三種，分別是： 

         1. 輕度自閉症：一般認知能力沒有問題，但社交技巧和語言溝通稍差 

         2. 中度自閉症：一般認知能力稍差，社交技巧及語言溝通能力都有中度障礙 

         3. 重度自閉症：多數伴隨智能不足，社交技巧及語言溝通能力有重度障礙 

        根據統計，自閉症患者有70%-75%的症狀，伴隨著發展遲緩或是智能不足。  

        每個自閉症患者的症狀都不太一樣，而這些症狀特別會發生在人際關係、語言表達及行為模式上。

常見的症狀包含：迴避與他人的目光接觸、詞句內容單調、鸚鵡式的模仿人說話、對外界刺激的反應過

份遲鈍或敏感，也可能著迷開關門、旋轉物品等重複性的行為。  

        那麼自閉症能痊癒嗎？許多人都以為自閉症只會發生在兒童時期，長大後就能痊癒，但其實自閉症

只能透過教育、教養等療育方式來改善日常生活功能。而台灣有69%的自閉症患者成年後是需要長時間

且全面性的照顧，自閉症的勞動力參與率只有18.3%，比身心障礙者勞動力參與率19.7%還低。  

         根據聯合國粗估，全球有多達6700萬人深受自閉症之苦，男生比例多於女生，高達5:1，不過目前醫

學界還沒研究出造成比例懸殊的確切原因。而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的報告估計，美國

自閉症人口超過350萬人，相當於每100人就有1人有自閉症。  

        那麼台灣呢？根據衛福部資料顯示， 台灣自閉症人口有1萬3千多人，相當於每2000人，就有1人是

自閉症，雖然和美國相比，台灣自閉症比例較低，但由於專業性評估工具的提升等等原因，台灣自閉症

人口在15年間成長5倍，可說是國內各障礙類別中，人口數增加最快的族群。  

（資料來源：關鍵評論網《影音製作團隊》 ) 

為什麼我要跟自閉兒玩在一起？ 

        「老師，為什麼我要跟自閉兒玩在一起？」、「老師，我媽媽說不能跟過動兒同一組？要你重新分

組！」教室裡，老師面對班上有特殊學生，在同儕安排與分組的情況下，有時候會遇到孩子拋出以上的

疑問，而不知該如何處理。 

        「為什麼我要跟自閉兒玩在一起？」當然，一般孩子這個疑問很自然，這也讓我們有機會來思考當中

的理由。當然，沒有人可以強迫誰跟誰玩在一起。但不能同一組？如果你要拒絕，你總得提出合理的理由。 

例如「這位過動兒曾經打過我，令我心生恐懼。」 

         當然，我們必須去考慮一般孩子在和特殊生相處的過程中，可能面臨的困難與挑戰。 

         校園裡，曾經有孩子被安排與自閉兒同一組。但是，受限於自閉症孩子的語言表達與溝通限制較少

回應，或是激烈的情緒表現，而讓老師所安排的小天使心裡感到挫折，甚至於產生壓力，不想到學校。有

些孩子會認為自己被對方拒絕。這些孩子難免心裡產生委屈，或面對特殊生某些行為舉動產生畏懼。 

         當安排一般孩子和自閉症同一組，希望他們玩在一起。孩子會反問你：「老師，你能不能先玩一次 

給我看？」孩子並非想打臉，但可能真的讓你現場額頭三條線。 

         因為，你知道和自閉兒的相處，有時並不那麼容易。孩子只希望你能先示範給他看，或是讓你了解 

和自閉兒相處，不是老師口頭說一說那麼容易。 

         我們多少也得要來說服自己、說服孩子，我們這樣分組的理由。 

         有時，也得去面對一般生家長之間的不同看法。有些家長可能因對特殊學生的不了解，而產生明顯

的偏見。例如認為和自閉兒、亞斯伯格症、過動兒、妥瑞症同學相處，會對自己孩子的行為產生負面的模 

仿、干擾或壓力。 

         當然，這樣偏頗的想法，有待校內資源班老師或普通班老師，對一般生家長在觀念上進行釐清。這 

考量到每一個人，對於特殊孩子了解的程度。 

         欣慰的是，有些家長因對特殊孩子有基本的認識與概念。因此，在態度上也比較持正面的看法，認

為這些孩子有他的特殊需求。所以，也很自然接受自己的孩子與特殊需求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有機會相 

處在一起。 

         這裡，也提醒我們一件事，在分組之後，資源班老師或導師是需要提供一個支持系統與資源，來協 

助一般生如何和特殊生相處。對於一些問題解決，可以適時提供不同的解決策略。 

         當然，最積極的作法是創造一般生與特殊生在相處過程中，好玩的情境。事實上，對於孩子來

說，當彼此能夠共同的玩在一起，好玩又有意思。許多的孩子是可以跳脫一般大人的負面標籤與印象。 

因為我們都是朋友，是同學。 

         在分組的過程中，也讓一般生有機會去展現自己的優勢與特質。但這裡並不是要讓一般生有一種高 

傲的展現，而是在於讓自己了解自己也可以和不同特質的朋友互動並吸引對方。 

        與特殊生相處或分組是否要給予奬勵 ？ 其實 ，這倒是其次。 我們希望的是一般生與特殊生的持續

互動是很發自內心的，而不是今天因為有積點、加分，而是產生一種外在的誘因，讓孩子選擇跟特殊生

互動。 

         奬勵，不是不能給。如果要給予奬勵的話，建議是事後再給予，而不是事前跟一般生的孩子談條件。 

只要你跟誰誰誰玩在一起，我就給你什麼。這很容易扭曲一般孩子看待和特殊生的互動關係。 

         其實 ，大家都是孩子。和不同特殊需求的同學互動 ， 能讓一般生了解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特質與存 

在。與其說誰特別， 倒不如說一個孩子他對於生活周遭的人事物，他所接觸有多廣 ？ 他的接納與接受

程度，貼心與友善程度有多廣？ 

         引導孩子思考一件事情，也許有那麼一天，你我都可能需要被幫忙。 

 

 （資料來源：王意中部落格 /王意中臨床心理師）  

 



 

      推薦書籍─「我是驚嘆號」  

他覺得自己無論怎麼站怎麼擺──縮成一團、扭曲自

己、彎下身子，看起來就是比身旁的幾個「句號」來

得突出，跟他們不一樣。困惑又洩氣的「驚嘆號」甚

至想乾脆一走了之…… 

然後「問號」出現了，像連珠炮般問了十幾個問題，

「驚嘆號」會在「問號」的疲勞轟炸中，找到自我存

在的意義與價值嗎？ 

讓我們一起踏上「驚嘆號」的自我發現之旅！ 

這是關於一個驚嘆號的故事。 

              這個驚嘆號的故事其實也是每個人的故事。 

              有關於試著融入……  引人注目…… 

              還有，在其他人的幫助下，找到你自己的方向。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身體裡都住著一個驚嘆號。 

              問題是：要怎麼發現它……   

 
簡介來源： http://www.books.com.tw/products/0010660467 

他 們 是 常 人 眼 中 的 不 定 時 炸 彈 ， 在 這 裡 卻 受 到 最 溫 暖 的 照 顧 。 

取景於維也納近郊的兒童及青少年精神科，採用寫實手法，耗時長達一

年半，近距離記錄院內每個突發狀況──病童日復一日面對精神疾病的

凌虐，自殘、尖叫、幻聽，一次又一次傷害自己而不自知；醫護人員們

仍不放棄每個孩子，付出時間、用心溝通。大眾常因不瞭解精神疾病，

而對其產生誤解。本片透過導演理性卻富同理心的視角，忠實呈現病童

們每日身不由己、卻又無法逃脫的失控生活，以及醫護人員們的無私付

出，刻劃他們在巨大的壓力下，一舉一動都必須謹慎地在各式繁瑣的事

務和情緒之間，努力取得穩定的平衡。就如觀影者們一樣，醫護人員並

沒有異於常人的超能力，他們只盼能在這些孩子們回到日常生活之前，

陪著他們走好這段路程……。歡迎全校師生一同前來觀賞討論。 

本活動有「有獎徵答」，獎品豐富實用，歡迎全校師生踴躍參加!!  

放映時間： 106/12/6 下午 1 點~3 點 

放映地點： B301                                       導覽老師：本校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   唐士祥老師 

友善關懷影展─「我們都一樣」  
級別： 

作者： 艾美．克蘿思．羅森朵   

繪者： 湯姆．利希騰赫德 

出版社：遠流 

出版日期： 2015/01/01 

【諮商輔導中心 106 年 12 月活動一覽表】 

 
 

向日葵家族系列活動 
 
12/6    向日葵家族秋季戶外教學 
12/13  向日葵家族系列活動 
         【感恩分享會及慶生會暨瘋桌遊活動】 

12/1     發行友善關懷園地 
12/6     心靈電影院影展 
12/6     耕耘關懷之心—自我成長系列活動（二） 
12/19    Dr. Smile 身心科醫師駐站諮詢 
12/26    「心靈 SPA 導師」諮商經驗分享座談會 
12/27    全體輔導股長期末座談會 

諮商輔導中心系列活動 

    來自課業、人際、感情或生活上各面向的事件是否讓你感到迷惘，這樣的步調是否又讓你感受

到壓力存在。來來來，同學們，讓我們喘口氣，諮商輔導中心提供班上同學一個紓壓的好去處，即

日起至 107/1/5 止開放以「班級」為單位預約報名（參與人數至少 5 名以上）紓壓活動進行 1 節課，

提供班級同學體驗生理回饋儀（如 GSR 膚電回饋儀、HRV 心率回饋儀、肩頸樂、遠紅外線、不倒

翁等…），覺察自己緊張程度及使用其他紓壓配備，進而學習放鬆。如有意參加的班級同學，請告

知自己班上輔導股長，統一由輔導股長協助填表)後送至行政大樓三樓諮商輔導中心進行申請。趕

快邀請班上同學一起來體驗紓壓活動列車，讓我們的「心」休息片刻，幫自己也幫同學一同壓力大

Fun 鬆。  

紓壓元氣列車 

第一站 與心靈 SPA 導師有約 

服務時段：學校網頁 (首頁→行政單位→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心靈 SPA 導師→預約談心)  

預約方式： 

1. 電話預約：查詢時段後請撥打該心靈 SPA 導師分機號碼(列於上述網頁的值班表) 

                        聯絡預約或撥 2270、2271(諮商輔導中心分機) 

2. 線上預約：掃描 QR code 或進入學校網頁路徑(學務處→諮商輔導中心→ 

               心靈 SPA 導師→線上預約心靈 SPA 導師談心) 

第二站 諮商輔導中心院系心理師/社工師  

服務時段：請至線上預約系統查詢(學生資訊服務系統→諮商輔導→申請諮商輔導) 

預約方式： 

1. 現場或電話預約：請至行政大樓三樓諮商輔導中心或電洽中心分機 2270 預約 。 

2. 線上預約：手機掃描 QR Code，認識您所屬的院系心理師/社工師。 

               學校網頁(首頁→資訊服務→學生資訊服務→諮商輔導→申請諮商輔導)  

第三站 Dr. Smile 身心科醫師駐站諮詢 

尚有諮詢日期： 106/12/19、107/01/09 

諮詢時間： 10 ： 00 至 12 ： 00 

諮詢醫師：丘世祺醫師(高雄青欣診所院長) 

預約方式：請至行政大樓三樓諮商輔導中心或電洽分機 2270 預約。 

諮詢地點：行政大樓 3 樓諮商輔導中心 

諮商輔導服務 

預約心靈 SPA 導師 

認識院系心理師/
社工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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