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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閉症學生在社交和溝通技巧⽅⾯較⼀般⼈弱。
� 老師亦發現善用他們興趣有助學習, 以及情緒管理和社交發展。
� 目前，在香港有不少自閉症的學生對交通有相當明顯的特強興趣。（約佔⼀半以上）
� 現時卻未有⼀套完善的教育方法課程去利用學生這個強項促進?學生的發展, 但需求殷切，於是開創⼀套以學⽣興趣為本的「社交路路通」。
� 祁宇沺 – 教育及交通界專業人士
� 祁永華 – 剛退休資深教育界學者



� 原則：
� 以自閉症學生（ASD學生）對交通的濃厚興趣為出發點
� 港大的同學首先去欣賞ASD學生的興趣，並與他們⼀⿑玩。
� 著重港大同學與ASD學生建立平等同行者的關係，有互信。

� 目標：
� 通過突出強項,學到溝通技巧和經驗, 學到社交
� 能力在職業上對他們有幫助
� 義工開心, 建立到個人關係, 也幫到自己
� 令ASD學生擴闊生活圈子和提升生活技能
� 方法其他人可參考



� 透過興趣去學習 (Interest-based learning)

� 學者們：強調視毎個ASD學生為其有獨特興趣和思
想的,而不是千篇⼀律

� 美國Brenda Myles 博士(著名自閉症學者)
� 七成的⾃閉症⼈仕都有特定的特⻑興趣
� 研究顯⽰：如把特⻑興趣融入社交／學術學習之中
能明顯提高效能，更有學習動機。



� 如想增強ASD學生的溝通技巧，善用他們的特⻑興趣可令
他們更集中於溝通的內容。發展他們的專注力和記憶力。

� 當ASD學生與他人分享其興趣時，更容易接納和使用合適
的身體語言及姿勢作溝通，亦可同時提升其社交能力。
（對非ASD學生也是）

� 當ASD學生與他人分享其興趣時， 這會提升他們與人溝
通時的自信並想去與他們建立關係。這亦能減低ASD學生
本身在建立人際時的焦慮，變得更放鬆和喜愛與人交流.



� 發展特⻑興趣能發展ASD學生的感知系統的調節
(Sensory Integration)。若果感知系統的調節得以
改善，出現不安情緒會減少。

� 他們在社交感知（同理心）能加也能得以提高。

� 提高做事的計劃及組織能力。

� 成功例子: 摔角教數學(將數字比擬為摔角手)



� TEEACH提倡把ASD學生和非ASD學生之間的差異
視為“文化”不同，要互相了解和接納。

� 除了⼀般⼈要明⽩，以及欣賞ASD學生以外，更要
嘗試從ASD學生的角度去認識這個世界。

� 他提到善用ASD學生特⻑的重要性，增強其與⼈溝
通的自信心和更於社交上能拾回多點自我感覺良好
感。



� 其書中的97頁提到，用ASD學生的興趣能提高他們
與人相處的興趣。他們⼀直拒絕社交的原因是找不
到與人溝通的樂趣。故此，令ASD學生有和別人志
趣相投的感覺是極為重要的，有助打開社交之門。





� 由英國自閉症協會(The National Autistic Society of 
UK)進行的研究

� 訪問了750名10歲以下患有⾃閉症學童的家⻑，發現
90%的A仔都很喜歡Thomas & Friends。

� 家⻑們均認為Thomas & Friends是很自然地吸引他們
小孩

� 神奇地，⼩孩們都⼀般很能分辨出不同角色的性格。
� Thomas & Friends成為⼀個開啓他們學習很多不同東
⻄的⼀道⼤⾨。例如通過此來學習數字，顏色，形狀，繪圖，語言，甚至對話。



� Thomas & Friends提供⼀個渠道平衡ASD學生的
情緒。有名家⻑說：「很多時候我們對他的情緒，
例如不斷尖叫，都不知所措。但是Thomas常常都
可把他冷靜下來。」

� 更重要的是Thomas幫助ASD學生仔不只是進入有
語言的世界，更能令他們感受到不同的人，別人的
感受是怎樣。這點是ASD學生最缺乏，但這興趣能
補足的。





� 紐約鐵道博物館在2012年以來⼀直有舉辦了⼀個
為期⼗星期的課後活動，專收⼀些ASD學生鐵道迷。

� 活動中特意將ASD學生鐵道迷視為「專家」，對相
關的交通知識特別熟識，合作完成探究任務，並預
期他們將來會在興趣方面為社會作出貢獻。

� 報告提到ASD學生之間有很多促進溝通和互動的方
法。尤其是活動是把他們分組，⼀同像小偵探們在
博物館內做去偵察活動。他們十分高興。



� 目前的活動較著重於ASD學生們在情緒及社交上的自我
感覺是否良好。

� 然而，我們可探究更多有關對交通興趣的本身，他們究
竟喜歡交通的甚麼？ASD學生又怎樣去享受它？以及怎
樣擅用這興趣與生活接軌，和認識更多更的事物？

� 我們認為以善用ASD學生的興趣為本，而去發展共融教
育這個模式，有值得發展的空間。（例如是⼀個ASD學
生巴⼠迷和⼀個非ASD學生的巴⼠迷，⼀同向他們共同
的目標進發，就是共融）



� 香港大學 和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普光學校（特殊學校） 共同開拓這個新的先導教育項目。
� 希望參與是次活動的港大的同學能與普光的ASD學
生能建立互信和良好的友誼關係，切入點就是他們的共同興趣：交通工具。

� ⼀年之內共舉辦了三系列的活動。
� 共有37名港大同學參與（來自各科，各級，甚難難
至研究生），不計學分，同學非常有心。

� 參加的ASD學生亦共40多人。



� 活動的特色是以普光同學的興趣和強項出發.
� 活動選擇交通為主題, 因為
� （１）頗多普光同學,尤其具ASD特徵的同學, 對交
通有濃厚興趣.

� （２）而交通亦貼近生活, 可以自然地連繫到同學
的社區生活, 以及其他活動和興趣.

� 透過這個主題, 期望同學能更多表達自己的知識和
興趣,在交流中更為主動.

� 期望籍著共同參與, 港大和普光的同學彼此認識, 建
立友誼, 增進彼此溝通的能力.



� 系列1
� 選了能力較高，十三個對交通感興趣的初中ASD學
生。以⼀對⼀配對港⼤的同學。

� 舉辦了四個下午的活動（大部份由港大同學設計）
� 學會怎樣為ASD學生設計活動（例如如何發出明確
指令或問題和多用視覺訊息流程表）

� 兩節室內活動，兩節坐開蓬巴士遊學校附近。



� 系列2
� “拔尖班”
� 四節課：專項發展特⻑、學用地圖及公共交通手機應用程式計劃並實⾏⼀次旅程、製作交通模型以訓練程序和小手肌
� 系列3
� “搭公交”
� 對象轉為輕度及中度智障的ASD學生，年齡由初小至高中
� 不慣乘公交的同學, 獲得有關經驗, 技能和信心.
� 三節課：⼀對⼀（1名港大義工：1名ASD學生）
� 港大同學反應踴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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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學生義工表現出很高的主動性,設計出多種多樣別
緻的活動。活動的進程均有視覺提示,活動中各義工亦
努力與普光同學協作,活動基本順利完成,過程愉快.

� 後面的活動設計,亦因吸收之前活動的經驗,而有所提
升,更好地適應有關同學的特徵.

� 開始的時候,部份普光同學已非常熱情,反而是港大學
生義工⼀時對溝通的模式不太習慣. 而中度智障的同
學, 則要多些時間建立關係.



� 港大同學與普光同學漸漸熟識對方,亦可以更自然地溝
通。普光學生很⻑情，半年⼀年後⾒到你即叫你名字。

� 各項活動普光同學都非常投入.而繪畫的過程更有助交
談,了解個別學生的生活,興趣和創意思考.

� 在巴士旅程中, 普光同學們表現雀躍。部份同學能向港
大學生義工介紹他們的社區和活動並表達出對交通工具
的強烈興趣，豐富認識和細緻觀察，亦令人印象深刻。
而中度智障的同學方面, 在公交旅程同行中, 義工和學
生亦很自然地建立關係, 彼此間產生交流和默契。



� 當我們的活動和學⽣們的興趣（交通興趣）特⻑相及的
時候，從各方面留意到他們的喜悅，以及更開放自己與
別人溝通。他們不再是單獨自己對空的跟自己說話，而
是想告訴別⼈⼀些有內容的東⻄，例如告訴我們知那巴
士往那裡，那輛巴士有甚麼特別等等。

� 甚至有學生之後自發畫畫送給港大的義工，不捨得他們
離開，以表達友情，這是很感動。學生的感情很真摰。學⽣亦很記得配對的義⼯哥姐，⽇後⼀⾒打招呼。

� 如上，他們的溝通動機明顯增強，亦是與義工關係建立
的表現。故此，我們認為這個模式的共融教育可算是成
功的。



� 很享受這有機會確實接觸部份普光同學,具體認識他
們在學習和溝通上的挑戰,亦同時得見他們的個性,
喜好,視角以及內在的動力和潛質.

� 大家感到這種接觸很有意義,普光同學感受愉快.而
港大學生義工亦有同樣的感覺,希望在不久將來,可
以延續和深化活動,繼續認識普光同學,反思交流的
意義,並學習與他們溝通的能力.

� 義工與同學建立關係是活動的關鍵.所以要求義工持
續參與多次活動,與學生穩定結伴是重要的.



� 學生義工負責設計和帶領活動,亦很重要,使大家有
較強ownership,學習更投入.這些模式值得未來參
考.

� 希望義工之間繼續有互相交流的機會,如每月有⼀次
聚會,亦可以討論本計劃進展.



１。基本上驗證了計劃的想法正確，以交通興趣為本的活動
—同學方面：能表現出有關的興趣，知識，投入

能增進經驗，知識，技能，社交
—義工方面：能增進對ASD學生的了解，

包括⼀般特徵，更包括個⼈特質，興趣，
和思想感情

２。摸索到以交通興趣為本的活動的方法，
—能適應不同能力和年級學生的各種活動
—項目規劃，設計，協作和培訓義工的方法



� 將計劃分享至交通機構
� 構思⼀個實物的“Bus Corner” –
� 新巴捐出舊車：司機椅、乘客椅及扶手柱給我們，
成就全港第⼀個特殊教育的交通實物教具。



� 繼續向同⼀個⽬標發展，並向家⻑解釋其好處。
� 義工和學生保持來往。
� 交通興趣範圍伸延至海陸空，鐵路等。
� 與ASD學生的生涯規劃及職業發展拉上關係, 希望
他們有⼀份⾃⼰覺得有價值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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