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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兒的三個核心問題
1. 能否建立親密感及溫暖感情？

2. 能否使用表情動作及表達情緒與別人溝通？

3. 能否有意義地使用字彙，及這些字彙或象
徵是否帶有情感或願望？

這些問題能否
會改變??

能夠, 並確實
會改變 !!



自閉幼兒出現的徵狀

•缺乏眼神交流

•缺乏牙牙學語或指示

•缺乏社交模仿

•當別人呼叫他的名字時，不作回應

•不跟隨成人手指方向

•缺乏運用手勢溝通

•缺乏與他人分享樂趣

社交

溝通

障礙

•固執於某些特殊行為

•沉溺於某些刻板、有限的興趣

•持續專注於物件的某些部份

有限行為、

興趣和活

動模式



嬰兒天生就喜歡接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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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他們的動機、興趣、 好奇、樂趣和意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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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無數次與照顧者
相互調節的溝通

，



配合嬰兒腦部發展的關鍵時期

 嬰兒腦部的可塑性極高

 刪減: 經常被使用的突觸比較容易存
活，不常被用的卻會被淘汰

資料來源: Corel, JL. The postnatal development of  the human cerebral cortex.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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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由父母先做起

三大原因:

I   瞭解孩子的發展階段

II  掌握孩子的獨特之處

III 跟隨孩子的帶領互動



I 瞭解孩子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自我調節及對周遭世界產生興趣

第二階段:投入參與互動及與人產生聯繫

第三階段:有意義的雙向溝通

第四階段:有目的地解決問題的溝通

第五階段:共享意義和象徵性遊戲

第六階段:情緒感受的思想社交情緒發展階段



延展溝通回合

第3階段: 有意義的雙向溝通

以有來有往的方式溝通情感訊號來
表達動機、興趣和需要

第4階段:有目的地解決問題的溝通

創造複雜的手勢，把一連串的動作串連
起來，以精巧地解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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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保持鎮定及投入參與
第1階段: 自我調節及對周遭世界產生興趣

對周圍的影像、聲音和感覺

感到好奇，並能夠在生氣或

難過的時候安撫自己

第2階段: 投入參與互動及與人產生聯繫

和他人建立起適當而

愉快的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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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階段: 共享意義和象徵性遊戲

領悟並了解抽象概念，用語言

和假裝遊戲表達情感意慾

第6階段: 情緒感受的思想

能找出概念之間的關聯，並將此關
聯應用於日常生活. 例如: 發表意
見、參與辯論或有組織的角式扮演

更進階的發展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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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悅的情感會連結語言、認知及情緒技能等
「心智夥伴」組合成一個發展路線圖

幼兒社交情緒的發展路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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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掌握孩子的獨特之處

感覺動作系統

反應
過強

反應
過弱

退回
安舒區

不愉快
情感

感覺調節
及

調整能力

感覺 及
情感

處理能力

動作計劃
及

連貫性

個別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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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想像力

簡單關係 (階段1-3)

愈多固執和
重覆行為

介入取向:
跟隨孩子的帶領，
投入互動

安舒區活動

感覺動作

遊戲

進階關係 (階段4-6)

孩子就會退回自己的安舒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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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跟隨孩子的帶領互動

1.清楚識別孩子的安舒區活動、感覺動作系

統的特性、和功能性情緒發展階段

2.父母每天投入適當的時間

3.按照孩子的情緒發展階段進行相關遊戲

4.父母與孩子一起享受互動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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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R® /地板時間™模式
一個發展性的生理心理社會模式

孩子的獨特
感覺動作系統

家庭、社會、
文化

情緒
發展能力

1.對外界產生鎮定、專注和好奇心

2.產生愛的感受

3.雙向溝通

4.社會性解決問題

5.象徵、想法及字彙

6.建立連接思想的橋樑

照顧者與孩子
的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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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 you !

無時不在、無處不見的
「地板時間」

Floortime all the time everywhe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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