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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一、研究動機 

 

在暑假期間，我們利用課餘時間參加心理營，在營隊的課程裡我們收穫良

多，但最令我們感興趣且印象最深的就是「亞斯伯格症」，臺前的教授向我們敘

述他的臨床經驗時，我們的注意力瞬間被教授分享的故事吸引了過去，又加上在

學校上課時，老師也曾講過「亞斯伯格症」這種疾病的學生和與亞斯伯格症如何

相處、各種特殊狀況，使我們想深入研究！ 

 

二、研究目的 

     

希望能夠藉由這次小論文認識與我們不一樣的孩子，不再是只活在一般人的

生活裡，走進亞斯伯格症的世界，看看他們是如何努力的生存於這個社會！而且

他們也很想融入我們的世界，可是現在的孩子都沒有灌輸這種觀念，導致這些不

一樣的孩子受到排擠和欺負，也期許我們自己能夠將正確的觀念傳達給更多不了

解「亞斯伯格症」的朋友們！ 

 

貳●正文 

 

一、何謂亞斯伯格症？ 

 

（一）亞斯伯格症的起因 

 

 

 

（資料來源：註一） 

 

這種症狀主要是來自遺傳，基因會在家族中一直流傳，而家族中多數人可能

很幸運的在一生中都不會發病，所以誰也無法預測誰會得到亞斯伯格症。除了基

因遺傳外，也有可能是因為外在環境所影響「誘發自閉症」。 

     

亞斯伯格症的症狀通常到三歲以後才較為明顯，且亞斯伯格症的孩子的智力

是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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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亞斯伯格症的症狀、特徵 

 

 

（資料來源：註二） 

 

1、家庭 

 

在 AS 尚未診斷出為「亞斯伯格症」時，家長們可能會因為孩子的行為或言

語感到非常困擾，甚至會認為孩子的問題是出自於調皮，進而對孩子惡言相向，

但這卻會導致 AS 的孩子留下永遠的傷痕。 

 

《來自不同光譜的聲音》中的文章<不！你不懂！>寫道： 

「你們生氣的臉龐讓我好害怕，你們大吼的聲音讓我好痛苦，我只好一直哀

號，來淹沒你們的吼叫。」( 麥克‧約翰‧卡利，2010 )  

 

當孩子被診斷出是 AS 時，此時家庭一定會有重大的改變，不管是日常生活

上亦或是心理上對「亞斯伯格症」的種種想法，在加上身旁的近親或鄰居也許也

會施與某種程度的壓力。 

 

2、人際關係 

 

AS 的孩子其實很希望和其他的小朋友做朋友，只是他們不知道要如何表達

自己的想法，也因為缺乏目光接觸、說話方式明顯不同和無法發展與同儕相同的

應對關係，而容易遭受同儕的忽略甚至是霸凌，尤其是在青少年時期，青少年時

期大家都各自發展出小團體，此時 AS 的孩子卻很難融入任何一個小團體，最後

可能會導致因為孤獨而開始疏離人群。 

 

當 AS 想和同儕融為一塊時，過程中 AS 可能會希望別人配合他，但也許會

因為表達不善或其他因素，同儕也許不會配合，導致激怒了 AS 的孩子，此時

AS 的孩子可能會因為一時的怒氣而傷害了身旁的朋友卻渾然不知，但他們卻不

是有意傷害別人，可是卻讓身邊的朋友們一一遠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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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學習方面 

 

在尚未被診斷出是「亞斯伯格症」時，也許老師會把 AS 的注意力不集中、

分數極低視為不努力，等到接到診斷書後才了解，原來一切異常的行為是因為

AS 容易「焦慮」，進而出現上述情形。亞斯伯格症的孩子大多數不適合在一般注

重學業成績的學校就讀，因為腦部功能部分的缺損，讓他們在學習某些科目時非

常的困難，在學習上就會出現挫折、沮喪，導致心情低落甚至自殺。 

 

多數 AS 的孩子會出現某一部份突出的能力，但若是將他們放錯位置可是會

讓他們感到相當痛苦，所以家長或老師一定要仔細的觀察他們哪一種能力特別

好，再讓他們往這方面繼續鑽研、精益求精！ 

 

4、工作職場 

 

很少有 AS 的人一開始就找到穩定的工作，面試的時候，面試官可能會因為

無法眼神交會、清楚的言語表達、平板語調而淘汰，但還是有人能夠克服這些障

礙順利錄取！ 

 

AS 較適合能夠獨自一人完成的工作，減少與人們接觸的機會，這樣不僅能

夠減輕他們的壓力還能讓他們擁有安靜的空間，也可以放些舒壓音樂穩定心情，

而工作時最好能夠多穿插一些休息時間，可以減緩注意力不足的問題。 

 

二、如何應對生活的各種困難？ 

 

（一）運動 

 

通常 AS 不是很喜歡運動，因為團體運動中如果輸了比賽總是會讓他們感到

失落，但藉由運動卻可以改善身體不協調的問題，因為要把每一個動作做好，所

以會不斷的重複練習，藉由這個方法就可以改善問題！而且在運動的過程中，也

能夠學習到如何與失敗共處，才能夠更順利的面對未來每一個挑戰！ 

 

（二）改善環境 

 

若身邊的環境非常的吵雜、或氣味並不是非常好聞時，AS 就會出現「焦慮」

的症狀，此時可以藉著改善週遭環境來解決這個問題，例如可以帶上耳機播放輕

柔的音樂、戴上口罩過濾氣味。而有些人對於光線也很敏感，可以隨身攜帶太陽

眼鏡，以防外在因素影響到心理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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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寵物 

 

藉由飼養寵物，可以讓 AS 了解負責任的態度，也因為寵物的「忠心」，AS

會覺得寵物就像自己的好朋友一樣，產生強烈的連結感！ 

 

（四）給予適當的個人空間 

 

當 AS 的孩子因為外在的環境或情緒的起伏導致對身旁的人發脾氣或傷害別

人時，這時他們需要的冷靜，應先將身旁的所有人帶離現場，不去多理會 AS 的

孩子，等到情緒平靜下來後再和他們慢慢講道理，否則硬碰硬只會讓 AS 的情緒

起伏更大！ 

 

參●結論 

 

    整理出這些許多關於亞斯伯格症的種種情形，讓我們不免開始發起想要關心

他們的衝動，多多呼籲“他們不是不一樣，而是比較特殊而已”，如果我們身邊

真的有這種孩子出現，我們應該多多鼓勵他、幫助他，讓他覺得這個地方對他是

沒有敵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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