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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診斷準則手冊第五版(DSM-5）定義：

自閉症光譜（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在任何情境下，社交溝通及社會互動上的缺 損

，不考慮一般性的發展遲緩。



(一)、社交溝通與互動上有質的障礙
1.社交-情緒相互性缺損：無法進行有來有往的對話；較少分享情緒或表情。
2.社交用的非口語溝通行為缺損：口語及非口語溝通(眼神接觸及肢體語言)的
協調困難。

3.發展與維繫關係的能力缺損：有困難交朋友；對同儕缺乏興趣。

(二)、侷限且重複的行為、興趣、或活動
1.以刻板化的或重複的動作，來使用物品或語言：刻板動作，排列或輕彈物
品，仿說等。

2.堅持慣例，儀式化的口語或非口語行為：困難接受改變，僵化思考模式，
儀式性行為，固定路線或食物。

3.高度侷限、固定的興趣，且強度或焦點異於常態：強烈依戀不尋常的物
品，侷限或持續重複的興趣。

4.對感覺刺激過高/低的反應，有著不尋常的興趣：包括疼痛/溫度、聲音或材
質、嗅/觸覺、光線或視覺等。



第十二條 本法第三條第二項第十款所稱自閉
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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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鑑定標
準如下：

一、顯著口語、非口語之溝通困難者。

二、顯著社會互動困難者。

三、表現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興趣者。



自閉症：合併有認知功能、語言功能及

人際社會溝通等方面之特殊精神病理，

以致罹患者之社會生活適應有顯著困難

之廣泛性發展障礙。



自閉症可能歸罪於腦部的鏡像神經元系

統 (mirror neuron system)受損。腦部的

鏡像神經元系統，能讓人們經由觀察別

人的行為，了解其意圖，繼而發揮同理

心。神經科學家相信一般人的觀察─動

作系統能提供一個神經機制，此機制讓

人們自動的了解別人的行為、意圖與情

緒。



1.促進正常發展。

2.消除過份行為。

3.避免與消除固定僵化行為。

4.提升溝通能力。



1.沒有口語

2.電報式語言

3.隱喻式語言

4.鸚鵡語言

5.代名詞反轉

6.語用的困難

7.說話不帶感情，無法掌握音調、音量

8.理解能力弱，只了解說話或文字的字面意思

，不能了解背後含義。



非口語溝通: 
1.不容易理解手勢、表情、姿勢等所傳達的
訊息。

2.會使用非語文的溝通方式，如攻擊、傷害
自己、拉別人的手等，有些行為是不合社
會規範。

3.部分的個案認字能力極佳，且擅長記憶，
對於敘述性的文章也能夠一字不漏的將它
背下來。



何謂溝通?

溝通係指送訊者將語言、符號等訊息，經由

適當的表達方式，使收訊者表現出預期反應

的一種歷程。



1.表情

2.眼神、眨眼

3.手勢、肢體動作

4.圖案、符號

5.語言（口語、手語、口手語、文字）

6.輔具（溝通板、電子產品）



對不同語言能力之泛自閉症族群的孩子，幫

助建立非口語的溝通管道，教導孩子口語表

達，先提升溝通表達的意圖，再藉由仿說進

一步到主動表達，由單音、字詞、進一步進

入複雜句子的表達與使用語法的正確性。



1.口語的輸入

2.重覆的接收

3.有意義的情境

4.實際的應用



1.仿說(imitation)
• 增加兒童說話的量或機會，都可以提升語

言的發展。

• 符合兒童的口語能力。



2.自我談話(self-talk)：
• 自己說出溝通對象或教學對象正在看的物
品與事件、正在聽的刺激或事件、正在做
的事情。

• 分享式注意力(joint attention) 的參與



3.平行談話(parallel talk)：
• 描述兒童正在注意或進行的物品及活動。

• 學習「正在」的用法。



4.提供訊息的談話(informative talk)：
• 將他人的話解釋給兒童聽。

• 換句話說

• 簡化語句



5. 示範(modeling)
• 源至學習理論

• 並非單純仿說，將示範的語句應用在類似
、新的情境。



6. 擴展(expansion)：
• 兒童說出話語後，依其內容、詞序予以調
整成為更完整的語句。

• 搭配「仿說」策略。

• 不要超出太多個案目前的能力。



7. 延伸(extension)、詳述(expatiation)
• 兒童說出某些話語之後，再將這些話語延
伸，增加更多的語意訊息，或是示範更多
個該目標語言結構在類似但不同的語境中
的使用情形。

• 語意網路



自閉症的語言治療



• 行為療法是自閉症教育治療中最常被採用
且有效的方法。

• 應用個體自發性的反應行為，及所謂的操
作制約，來改善與去除自閉症狀與不適應
行為或者形成適應行為與日常生活自理及
專業技能。



行為增加 行為減少

刺激給予 正增強 懲 罰

刺激去除 負增強 削 弱



1.將學習目標有系統地分為多個簡易步
驟去教授。

2.行為改變的過程有詳細的描述並採用
系統化的方式進行及記錄。

3.理論基礎為ABC (刺激行為結果)。



為補償那些有暫時性或永久性嚴重表達性語

言障礙者喪失之溝通機能，所提供的臨床性

專業服務：

符號（如圖片、手語、文字、實物） 輔具（
如溝通簿、電子溝通儀器／電腦） 策略（如
角色扮演、漸進的教學提示／褪除） 技術（
如直線式掃瞄、行列式掃瞄）





教具 or 輔具

VS
教具=輔具



• 以結構化的環境、程式和教材協助自閉症兒童學
習主動與人溝通，藉由增強物做循序漸進的階段
訓練。

• 經由交換圖卡而獲得物品和他人溝通，接著他們
便能學習到，在社會中如何主動和他人溝通。

• PECS的溝通能力設計也是依照正常兒童的發展
順序，一開始他們是藉由圖卡來傳遞訊息，但是
他們最後也會漸漸的和句子結構、語意關係和溝
通功能相結合在一起 。



PECS依兒童程度分為6個階段實施訓練：
第一階段：以物換物
第二階段：增加自發性能力
第三階段：辨認正確圖卡
第四階段：句型結構：教導兌換溝通所需

的「句型結構」。
第五階段：接受性語言訓練：即教導回答

「你想要什麼？」。
第六階段：能回答評論性問題及表達訓練



目的：運用自閉症孩子的學習特徵，如重覆
、狹窄的行為習慣，為孩子制訂個別化的學
習計劃，並透過結構化的學習環境及有系統
的教學法，提升孩子的能力。



(1) 結構化的學習及作息環境

(2) 學習及作息時間表

(3) 個別工作系統



家長可以將家中各部份的空間，作出清晰的分怖和安排，明確向孩子指出應當在家中的哪些地方學習、
遊戲、休息等。這樣有助孩子在家中行為變得更有規律。



家長可因應孩子的學習能力，為他們建立一個屬於
自己的工作系統或計劃。此工作系統，目的在於為
孩子培養一個「順序工作」的習慣，即是將工作先
後次序和層次的概念，孩子要先完成一項工作，再
做下一項工作。

1.個別時間表

2.順序的工作流程



視覺提示

1.在環境中設計有意義的訊息，讓學生知道要做什麼
事情。

2.視覺清晰：運用視覺的明顯區分，讓孩子一看見就

知道要做什麼。

3.視覺組織：把原先太複雜的工作加以規劃、組織，

使他們較容易處理，而能有效的完成工作。

4.視覺指導：已是覺得方式(文字或圖示)來呈現工作
的步驟。

將工作依孩子的能力分析成小的步驟，再用文字或

視覺提示來循序呈現，使孩子能按圖索驥，學會該

技能。

5.要符合孩子能理解的程度



空間結構

1.座位接近教師或面對教師

2.自閉症兒童的櫃子要容易取得，且有明確標示

3.教室中各區域應區分明顯，並於開學時，示範教學

4.考慮聽覺、視覺對孩子的影響，應為他調整一個恰

當的位子



時間結構

1.運用整週的時間作息表。

2.依照理解程度將每日課程的進行安排成個

別時間表。

3.開學前，確實教導自閉症學生時間表的用

法與需進行的活動。

4.班級中有變更的活動應事先告知。



個別化工作系統

1.教導孩子運用固定的方式來完成活動。

2.教學時，把活動分解分解成多個步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