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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系列障礙兒童具有三大診斷特徵自閉症系列障礙兒童具有三大診斷特徵

(DSM IV(DSM IV--TR, 2000) TR, 2000) 、、

(ICD(ICD--10, 1992)10, 1992)

重複而刻板的行為模式和狹隘的興趣重複而刻板的行為模式和狹隘的興趣

社交障礙社交障礙溝通障礙溝通障礙

自閉症兒童的社交和溝通障礙，與他們心智解讀的缺陷有關。

(Tager-Flusberg,1999 )



甚麼是心智解讀?

詮釋及推測別人的心理狀態(mental state)的能力

(Cohen.,1999)

詮釋別人的說話、行為詮釋別人的說話、行為

預測別人感受/

下一步的行動

預測別人感受/

下一步的行動

調適自己的行為

或情緒反應

調適自己的行為

或情緒反應

明白他人的信念、願望、

意圖、想法、幻想和情緒等

明白他人的信念、願望、

意圖、想法、幻想和情緒等



心智解讀四大範疇

(四)信念

(三)情緒

(二)假想遊戲

(一)視線偵察及互聯注意

(Cohen,1999;心智解讀計劃工作小組,2008)



心智解讀訓練策略及技巧

• 評估à確定訓練的範疇、階段和目標à
推行訓練à檢討à調較訓練目標和方法

• 盡量以小組形式進行訓練，並營造快樂
的社交互動環境

• 多元化的教學媒介

• 明確的說明及視覺提示



範疇一 : 視線偵察及互聯注意
訓練策略及技巧

留意別人

的眼睛及

視線方向

引發

互聯注意

以向別人

索取所需

引發

互聯注意

以與人

分享感興趣

的事物

回應

互聯注意

視線偵察 = 留意別人視線的方向

互聯注意 = 來回掃視事/物與別人



範疇一 : 視線偵察
訓練策略及技巧

「留意別人的視線，可以讓我知道別人想要什麼。」

「留意別人的視線，可以讓我知道別人想做什麼。」

•幫助兒童掌握關鍵意念à類化所學到多變的社交埸合中

•成人以口語解釋à一起朗讀

明確的說明--金句

•視像化
移動磁石眼珠讓兒童留意眼珠可以移動

•箭號指示視線的焦點



範疇一 : 互聯注意
訓練策略及技巧

「當我看見有趣的事物，我可以望向別人，

再望向該事物，這樣別人便會知道我的有趣發現 」

金句

•視覺提示 提示咭：闡釋引發互聯注意的過程互聯注意的過程 ::



範疇二 :假想遊戲

假裝玩具煲很熱，要小心拿賦予物件虛假/抽象性質

用動作假裝打開雪櫃，

並拿出食物
用動作/語言以表示

想像的物件/人物

把香蕉當作電話
物件替代 (以一件物件假裝

成另一件物件/人物)

例子
假想遊戲的三大屬性

(Leslie,1987) ：

約十八個月大，幼兒就能明白「假想遊戲」的精粹 (Fein,1981) 



範疇二 : 假想遊戲
訓練策略及技巧

• 運用心理狀態術語提醒兒童正進行假想
遊戲，如：

以跳繩用的繩當作消防喉、你估小朋友
扮緊邊個?



範疇三 :情緒

辨認情緒的發展可分為以下五個的訓練階段

第一階段：從相片中辨認人物的情緒

第二階段：辨認不同情緒的面譜

第三階段：依不同的處境辨認人物情緒

第四階段：依人物的願望辨認情緒

第五階段：依人物的信念辨認情緒



l 向兒童指出個別情緒的面部特徵

生氣：

眼睛：眼角會向上、

眉頭會皺起

嘴巴：嘴巴會揚起

範疇三 :情緒
訓練策略及技巧

第一階段：從相片中辨認人物的情緒

第二段：辨認不同情緒的面譜



範疇三 :情緒
訓練策略及技巧

第三階段：依不同的處境辨認人物情緒

金句

當人收到一些他喜歡的東西時/當人參與一些他喜歡的事情時，
人們便會覺得 _____。

當人遇到一些不好的事情時，人們便會感到________。

當人遇到一些可怕的事情時，人們便會感到_______、想躲避
及逃走。

當別人故意做一些令人討厭的事情，人們便會感到______ 。

開心

不開心

害怕

生氣

不開心

害怕

生氣

開心



•讓兒童親身經歷

1. 說出自己的情緒

2. 教導兒童辨認友伴的情緒，

並安慰朋友

3. 視像化--教導兒童調節情緒

範疇三 :情緒
訓練策略及技巧



範疇三 :情緒
訓練策略及技巧(續)

當人的願望能達成時，便會感到開心。

當人的願望不能達成時，便會感到不開心。

第四階段：依人物的願望辨認情緒

金句



範疇三 :情緒
訓練策略及技巧

金句

第五階段：依人物的信念辨認情緒

當人相信相信他的願望能達成時，便會感到________。

當人相信相信他的願望不能達成時，便會感到_______ 。

當人的願望能達成時，便會感到________ 。

當人的願望不能達成時，便會感到_________。

開心 不開心

開心

開心

不開心

不開心

•圖像化讓兒童認識估計願望的結果只是一種想法，
而未正式實現



範疇四 :信念

• 信念

= 願望、想法、知識、理念、意圖及需要等思維

我們的行為跟我們的信念和願望有著密切的關係，



範疇四 :信念
訓練策略及技巧(續)

金句
我們從不同的角度會看到___________。

別人與自己在不同的角度去看著__________時，

大家看見物件的方向會是不同。

不同的物件

同一件物件

即明白從自己的角度與
別人的角度所看到的東西是不同的

第一階段：簡單及複雜的立場替換



範疇四 :信念
訓練策略及技巧(續)

金句

看過才知道，
沒有看過便_________。

•視像化，可用數碼相機作提示

不知道

即明白人皆透過視覺或其他
感官，例如聽覺、觸覺等來
接收訊息，從而獲得知識

(知識泛指人已知的事或物)

第二階段：看見引致知道



第三階段：知識推測行為

即通過理解別人的信念，
去推測他／她的下一步行動。

第四階段：錯誤信念 (預期不到的位置及內容轉變)

即不但明白自己的信念跟別人的信念是不同，
而且能判斷別人的信念錯誤之處。



範疇四 :信念
訓練策略及技巧(續)

第四階段：錯誤信念
預期不到的位置轉變金句

當人不知道物件已被轉了位置，

便會在原先的位置尋找物件。

•鼓勵兒童以自己的言語作出解釋，並提出理據

•鼓勵兒童說出自己的情感，多運用我想、我認為、我猜測
等心理狀態的術語

•讓兒童親身體驗



第四階段：錯誤信念 預期不到的內容轉變

範疇四 :信念
訓練策略及技巧(續)

金句

當人不知道某些物件已被轉換了，便會維持

自己原先的想法，以為物件跟原先一樣。



同一件物件可以有兩個表徵：
巧克力(物件的表面) 與 鏡子(真實特性)

自閉症兒童只能自發說出其中一樣

第五階段：物件的外表及真實的區別

即明白物件可以有不同的表徵

第六階段：想像及實質存在事物的區別

即明白想像及實質存在的事物並不相同



第七階段：笑話、嘲諷、比喻的背後意思

即明白不能單按字面去理解別人的說話，
亦即明白別人的說話背後可能具有比字面更深層的意思。

•在生活中運用心智解讀的技巧



總結

解讀自閉症兒童的心智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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