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瑾心 

 

 

教育自閉症兒童，父母一定經歷過沉重的挫折，壓抑不住心中的沮喪，甚至

囂聲地執問孩子：「你到底要什麼時候才能學會?」 

專家指點家長，要好好跟小孩說，免得他的心理負擔重，若是情緒處於緊張

的狀態，會使孩子對學習有「痛苦的體驗」... 。 

如果父母誤會「好好跟小孩說」的定義，是只要孩子開心，不需要教導小孩

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凡事牽就他、順著他、配合他。那麼，您有極高的機

率會膠著在七個可能性的情節中： 

 

 

1.孩子不順從專家的「好言相勸」，專家則歸咎“是父母”已經造成小孩對

學習的抗拒。於是孩子與父母的溝通，竟需要依賴心理諮商治療師的代為傳

話和修復；而，西方有紀律和原則的愛的親子教育重要基礎，就在過渡太平

洋中失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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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在玩具、甜食和愉悅歡呼聲交融的30至45分鐘，孩子可以因著正面增強物

的賄賂，快樂地亦玩亦從的順服專家的教導，但父母掙扎於如何能長期經營

「迪斯奈」的家庭教育。至少可預知學校是不可能有這樣的哄寵環境；社會

供需定律的競爭文化也不是正面增強作用的泛化操作；縱使可藉由人情或利

益的關說保護孩子的成長環境；但，每一層的保護都在剝奪孩子認識及訓練

自我調整的獨立心態。 

3.繳學費委託專家教導，應該最保險吧！但是，一出了治療室，學校的老師

、親友、甚至家人都難以理解孩子在專家前的行為表現，為什麼不能隨處泛

化在師友、親子的互動之間呢？千錯萬錯，全權信託的商業教育介入，專家

毋須承担任何法律的約束和刑責；但，決定生他的父母，理所當然要概括承

受一生的教養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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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父母懷疑孩子的缺乏學習動機，是因為老師沒有愛心、沒有耐心、沒有特

教的裝備、學校不認識也不懂得教育孩子的獨特發展；當然，還有感嘆其他

同學們竟是如此沒有家教的排斥我家的特殊寶貝。 

尤其，是家長的選擇要孩子上普通班時，其心意是為了讓孩子享受群體生活

的融合、體驗一般的功課壓力跟考試壓力；那，家長就應該要明白，正常教

育是没有辦法像特教班那樣採個別化的一對一跟進教學，畢竟是自閉兒要學

習融合進入團體，並泛化ABA教學中社交語言與行為介入的習得技能，而不

是要求正常班的老師和同學要來適應自閉症兒童的存在。 

 

 

 

5.頂著高功能的診斷，亞斯柏格的孩子面對刻板記憶的教育是可以強勢吸

收，並且也能在學科的光環下自信滿滿；只是，除了個人有興趣的活動和

話題外，他對做人的謙讓和互動，仍是完全以自我的角度看人觀事。縱使

孩子有高等學歷，家長心知肚明他難以成為團隊的一份子。 

試問，有哪位老板有責任要懂得「好好跟職員說」應有的社交聆聽禮貌？

有哪位同事需要「好好跟另一位同事說」公事溝通上應有的尊重和配合態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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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不然，就用錢跟著某些醫生的生化實驗，僥倖地賭一把！醫生嬴了名利雙

收；就算是輸了實驗，但也賺了錢。家長雖有能力投擲昂貴的籌碼，嬴的機

率幾乎是微乎其微；輸了不單單是孩子用錢也買不回的黃金介入時間，還有

潛伏在生理機能的畢生傷害、以及依賴藥物控制會上癮的副作用。 

7. 因為接觸了許多自閉症兒童的家長，我由衷的與您對説： 

「立志」是一回事；「行事」又是一回事。 

「恐懼戰兢」，"作成"得救的工夫。（腓2：12）更是另外一回事。 

一個有安全感且願信任人的孩子，是生活在規律、次序、系統的家庭教育裡

，父母所供給的是信實、慈愛和紀律的三方面平衡原則，孩子對人和對環境

的認知才有中肯的實際。 

我們很會「養」孩子，但，千萬不要愛他如在乎吃什麼、喝什麼的寵物。 

我們很會比較歐美的社會福利，卻不願自己的國家也徵40%的所得稅。 

我們很會將自閉症的特質合理化，自信的以為孩子的行為與父母應負責的家

教毫不相關。 

我們更會指責別人的没愛心不包容，卻很少自省孩子的不能改變與父母的人

生價值觀有何關連。 

親愛的自閉兒父母阿，行為介入教學，一定要有一個目標，並且在預定的時

間內要重新評估 教學的執行和內容。這是專業應有的反省能力! 

我所面對的孩子，都訂了一個至終的目標: 他要成為一個有智慧受教的人。 

孩子會發出很多的聲音，也表彰出許多的行為問題，置身其中的父母，你一

定要學習有識別力， 認識孩子的動機。 

千萬記住! 生命的目的不是在於孩子有無限的自由和慾望 ; 

生命的目的是在於找到生活於世上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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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擁有父母形象的孩子，當他選擇不服從父母時，他也同時悖逆了自己。 

我們依靠情緒掌控的愛，選擇要做孩子的奴僕，孩子也成了自閉症的奴僕。 

大家都失去了自由! 

大家也都失去了生命的價值! 

如果面對自閉症一生的戰役，您依然想著怎麼用更快速、更容易、更直接的

辦法完成孩子的教育；無論是爭取早療課的機會、或是累積財富，最好能用

最少的精力投入，就得到最多的回饋。只是，本來應該經歷的自閉症過程，

假使真的如您的安排得以省略，真的會比較幸福嗎？這到底是一種「獲得」

，還是某個角度來說，更是一種「損失」？ 

說起來，人生也真弔詭。很多故事都告訴我們，太快得到別人夢寐以求的東

西，最後不見得會比原來更快樂。既然太快達陣不見得是好事，等待太久，

又覺得划不來。到底，人應該怎麼看待自己的追求？ 

我在思考這個問題時，同時注意到另一件有趣的事。如果問「人生中哪段時

光最令你難忘？」我那五年級生的世代，很多在台灣的男生的答案可能都是

「當兵」。明明是不大愉快的兩年，但是很多人回頭看，最好的朋友是在那

時候結交、最大的個性轉變在那時候發生。女生也是，問她們「帶來成長最

多的經驗」，往往是來自上一段失敗的戀情。這說明什麼？人生中真正重要

的生命印記，往往來自曾經努力、曾經掙扎、曾經奮鬥的路程。不管當下感

受是好或壞，它們才是真正能轉化為日後養分的基礎。 

無論是對人情事故的理解，還是對世間百態的掌握，這些「社會學分」沒有

一科是速成的。太過唾手可得，只會讓它顯得「不重要」，或是得來了也不

覺得需要珍惜。在這個速度愈來愈快的時代，我們更應該提醒自己，若是正

在做一些「重要卻不簡單」的事，即使前進的步伐慢了一點，也不要因此跳

過，或是貶抑它的價值，更要從中體會每個點點滴滴，好好發掘出它的意義

。 

有些人也許會問：走難走的路，做難做的事，做的時候不知道會不會成功，

也不保證以後一定後來居上，眼看著別人遙遙領先，不是很難熬嗎？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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挫折、困難確實都不好受，可是只要能夠繼續往前走，不是停在原地，都會

鍛鍊出你的體質和視野。就像從沒爬過山的人，不覺得水有多可貴，可是當

你曾經跋涉千里，飢渴至極卻一口水也不可得時，下山以後再見到水，看待

它的態度絕對不同。透過匱乏、不足、不那麼盡如人意的環境，才能打開人

的心智和眼界。 

重要的事情，一定都不簡單。所以，不要害怕去做不簡單的事，因為這樣才

能打造出對自己重要的每個人生階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