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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分享一個以演員訓練班去提升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學童社

交能力的先導計劃的經驗。先導計劃舉辦了四個演員訓練班，對象

涵蓋來自小學及中學的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學童，並採用「學童社

交能力進展報告」去了解演員訓練班對各學童在改善社交能力的效

用。結果顯示，各學童的社交能力均有所提高。此外，先導計劃亦

從這四個訓練班中總結出一個「以關係為本」的工作模式，並就舉

辦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學童演員訓練班提出建議，以讓學校及機構

參考。

關鍵詞：演員訓練班、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學童、社交技巧、人際

關係、戲劇活動

計劃的籌備及意念

2007 年中，筆者向滿道創作陋室（以下簡稱「創作室」）推介了自
閉症╱亞氏保加症學童（以下簡稱「 ASD 學童」）演員訓練班先導計劃
的意念。為了清楚區別，本文以下將以「先導計劃」代表本計劃，以「訓
練班」代表先導計劃中的 ASD 學童演員訓練班。本文概述先導計劃的籌
備及意念，總結有關的經驗，最後提出一些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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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針對 ASD 學童的教學策略中，其中一種常用的策略是結構性的訓
練，讓 ASD 學童在一個預先緊密設計的結構中產生安全感和適應能力，
從而克服他們在主流教學方法中較難得益的一些問題，而演員訓練和按劇
本演戲本身，其實就是一種社交技巧的結構化訓練。

以演員訓練班去提升  ASD 學童社交能力的意念，我早期主要受 

Davies（2004）的成功模式啟發。我很清晰地認識到一點：訓練班中各項
演員訓練的活動，不會也不可能直接採用外國的成功模式，相反，我和創
作室都強調導師可以在不同的訓練班採用截然不同的課程，令先導計劃更
多元化。

經過一段時間的討論、研究、發展和諮詢，創作室認為：

（一） 相關的意念對 ASD 學童有實質上的好處：由於社交及溝通是
屬於非結構性的活動，對於強調結構性的 ASD 學童來說，往
往很難理解。而戲劇活動某程度上是將一些非結構性的社交
及溝通活動結構化，故有利於 ASD 學童提升他們的社交及溝
通能力；及

（二） 相關的意念並未在香港及華語社會有完整的試驗：在香港，
一些服務機構亦有為 ASD 學童舉辦戲劇訓練班，但舉辦的過
程並沒有較完整的規範，也沒有把成功和失敗的經驗總結下
來。故先導計劃旨在舉辦少數的訓練班，並在其中總結出經
驗來，以便香港以至大華語地區的服務機構參考。

創作室乃於 2007 年底向優質教育基金提出資助先導計劃，並於 

2008 年 7 月開始獲得資助。

計劃的內容

先導計劃的名稱為「『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學童』『演員訓練班』
『先導計劃』」，對這計劃的認識也可以順著這個名稱的三個部份來闡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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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學童

先導計劃舉辦四班演員訓練班，主要的受眾為就讀於主流學校的亞氏
保加症，或具有中等或以上功能的自閉症學童，包括兩班小學和兩班中學
學生的訓練班，每一訓練班招收 6 至 10 名 ASD 學童。

由於香港特殊的文化背景和家長的心理，創作室明白在香港有不少
未被確診的自閉症或亞氏保加症個案。因此，先導計劃並不強調學童是否
經正式確診為自閉症或亞氏保加症，創作室尊重各相關單位的轉介，只要
相關單位認為被轉介的學童有可能從訓練班受惠，並具有中等或以上的功
能，創作室即會接受 ── 事實上，在整個計劃中，創作室從未拒絕各相
關單位推薦的 ASD 學童。所謂中等功能，先導計劃強調學生起碼具備基
本的語言能力，能說較完整的句子。

為協助訓練班的推行，先導計劃招募了一些義務助理。義務助理的
來源包括來自該學校╱機構的一般學生或學校╱機構以外的人士，但為讓 

ASD 學童在訓練班得到最大的益處，我們不主張學童自己的家人成為幫助
自己子女的訓練班義務助理。整體而言，約每 2 至 3 名 ASD 學童，便招
募一名義務助理。義務助理的職責為：

（一） 訓練班的支援者：義務助理會協助導師照顧各 ASD 學童，包
括搞活氣氛及協助處理出現情緒或行為問題的 ASD 學童等；
及

（二） 訓練班的受眾：義務助理在參與訓練班時，可以獲得參與演
員訓練的機會。此外，亦可提升他們對自閉症╱亞氏保加症
的認知。

演員訓練班

先導計劃中的演員訓練班，除了在內容方面稍為修正以較適合 ASD 

學童之外，是與一般學童參加的演員訓練班沒有重大的分別。創作室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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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對於 ASD 學童，必須強調這是一個演員訓練班，他們在訓練
班中可以學習做戲的技巧，在可能情況下，不應告訴 ASD 學
童訓練班是為了訓練他們的社交技巧。而事實上，訓練班是
一個名副其實的演員訓練班；及

（二） 在訓練班的全過程，創作室強調我們不作非關話劇的說理。
意思是導師和義務助理會和 ASD 學童討論的都是與話劇相關
的事，其他的內容，特別是社交技巧訓練相關的事，都不會
與 ASD 學童提及。

正如上述，作為先導計劃，四間學校╱機構的訓練並不追求一致性，
相反，創作室鼓勵導師針對各班的不同情況，作出不同的安排，令先導計
劃更具多元性。

原則上，每一訓練班每週聚會一次，但遇到假期、考試或學校╱機構
的活動，則會暫停聚會。在訓練班的結尾，各班的 ASD 學童會排練一個
短劇，短劇會先在學校╱機構內演出，然後四間學校╱機構的短劇會在正
式的戲劇演出場地進行聯演。在演出前，大部份訓練班亦會因應需要，安
排額外的排練。

由於在演戲時強調演員須由每一個角色的內部感情引導，這些訓練
會有利 ASD 學童模擬生活中的感情變化。創作室認為，訓練班除了提供 

ASD 學童排練戲劇的機會，須提供他們演出的機會，且須於正式的戲劇表
演場地進行，原因為：

（一） 在學校╱機構內演出可以讓 ASD 學童在同儕和老師面前展現
經過訓練後的成效，接受同儕的注目及建立他們的自信心；
及

（二） 學校╱機構內演出的設備一般只有基本的設備，在正式演出
的場地，可以讓 ASD 學童擴闊視野，得到正式話劇演出的
寶貴經驗。此外，能參與一個正式的演出，是 ASD 學童的光
榮，亦可從而鞏固他們在訓練班中所獲得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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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

作為一項先導計劃，訓練班的過程會進行密集的報告、監察及修正，
目的在累積經驗去製訂一個適合本地以至華語社會的實況，及 ASD 學童
的模式，鼓勵教育機構以多元化的手法及策略，去教育 ASD 學童，並推
動共融文化。密集的報告、監察及修正包括：

（一） 進展報告：相關設計主要參考海外 ASD 兒童量表中與溝通
和社交相關的部份，並採用類近個別學習計劃的進展報告形
式，包括簡單的選項及少量的文字描述。報告的來源包括：
a） 在訓練班進行的過程，導師每次進行訓練班後，都要呈
交每一名 ASD 學童的進展報告，即每週收到二十餘至
四十份報告，至訓練班完成時，共收到數百份的 ASD 學
童進展報告；及

b） 各家長及教師╱社工於訓練班的前、中及後期呈交每一
名 ASD 學童的進展報告，即每一 ASD 學童會有六份報
告，全個計劃亦會有約二百份這類報告。

（二） 導師會議：在訓練班初期，兩位導師和創作室每週進行例
會，檢討情況，商討策略及修正。

在計劃中，為照顧各家長的感受，創作室沒有在任何公開場合，將自
閉症或亞氏保加症與參與的學童混在一起。

各機構╱學校的參與及分工

各參與學校╱機構在先導計劃中的主要工作包括：

（一） 戲劇組的行政：學校╱機構負責戲劇組的招募、場地提供
及與相關學童及家長的聯絡等戲劇組的行政，創作室鼓勵
學校╱機構委派老師╱社工長駐戲劇組，使學校╱機構在先
導計劃後仍有可能延續戲劇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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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正如上述，相關學童的班主任（或社工）及家長均需在先導
計劃的前期、中期及完成後提供相關的學童進展報告。

（三） 學校╱機構內演出：所有內部演出的安排，均由學校╱機構
負責，由創作室派出舞台工作人員協助演出。

（四） 聯演：協助安排戲劇組與其他參與先導計劃戲劇組的票務、
聯絡家長及學童及相關學校╱機構戲劇組的運籌工作，行政
及舞台工作由創作室負責。

學童社交能力進展報告數據分析

如前述，創作室共收回和處理了兩類報告或問卷：

（一） 學童社交能力進展報告：由導師、老師╱社工及家長填寫；
及

（二） 義務助理問卷：由義務助理填寫。

學童社交能力進展報告

亦如前述，學童社交能力進展報告使用之表格由我設計，如附件一所
示，報告的填寫人主要包括：

（一） 導師於每次訓練班後，即須填寫每位 ASD 學童的進展報告。
但當進入短劇排練階段後，由於我們預期活動較為非結構性
及變動較大，亦由於財政上的負擔，我們並沒有要求導師提
供每次的進展報告。在學校╱機構內演出及聯演之後，我們
要求導師提交兩次的進展報告。附件二為導師對 ASD 學童  

P2A 、 S2G 、 P1J  及 S1G  社交能力進展的數據分析圖表，
由於總共有三十五個這樣的圖表，本報告只隨機抽取四個例
子作說明。從各圖表所示，各 ASD 學童的綜合社交能力皆有
提高；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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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由老師╱社工及家長於訓練班開始前、中期及完結後填寫的
每位 ASD 學童的進度報告：在這些報告中，雖然創作室仍
可看到 ASD 學童整體的平均表現的進步，創作室決定只將報
告視為參考作用，但不會對數據進行整體的分析，主要原因
為：
a） 由報告的內容看，儘管創作室看到不少填表人以認真的
態度填寫報告，但報告與報告、填表人與填表人之間數
據的差異相當大、難於對報告作出統一的數據分析；及

b) 由填寫報告的日期看，雖然四個訓練班進行第一次活動
的日期略有分別，進行最後一次活動（即聯演）的日
期是相同的，但報告的填寫日期顯示，各個訓練班對
「前」、「中期」及「完結」的理解並不相同，例如：
有些視「演員訓練」階段的完結為整個訓練班的「完
結」，有些則視「戲劇排練」階段最後一次的排練為整
個訓練班的「完結」，而不同「完結」日期的理解自然
導致不同「中期」日期的理解。此外，來自同一訓練班
的填表人所填寫的「前」、「中期」及「完結」日期亦
不盡相同。

義務助理問卷

創作室也在聯演當天及之後，要求各參與訓練班的義務助理填寫問
卷。問卷如附件三所示，創作室合共要求各義務助理回答十五條問題，主
要想瞭解義務助理對以下幾個方面的意見：

（一） 計劃對各義務助理自己的提升；

（二） 計劃對各 ASD 學童在改善社交能力的效用；

（三） 導師的表現；及

（四） 計劃的行政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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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義務助理可對每題作出 1 （代表「非常不同意」）至 4 （代表「非
常同意」）、或者 NA（代表沒有意見）的回應。我們共收回 23 份問卷，
請參附件四，各問題回應的平均值為 3.6，各學校╱機構的義務助理的平
均值則由 3.3（學校編號 P2）至 3.9 （學校編號 S1），反映各義務助理
對本計劃的反應正面。

先導計劃的經驗總結

計劃的受益者

ASD 兒童一般對於社交活動較難適應，導致他們融入主流社會、結交
朋友以致就學、就業上的種種困難。 ASD 學童演員訓練班的目的，是提
升 ASD 學童的社交能力。

參加者除了包括 ASD 學童，還包括義務助理，本計劃的義務助理包
括教師、社工、家長、同齡學生及其他義工。相對於 ASD 學童，義務助
理肩負著協助各 ASD 學童有效地參與訓練班的任務，但他們亦是訓練班
的學員，會參與訓練班的活動、學習演技及參與演出。因此，訓練班的受
惠人既包括 ASD 學童，亦包括義務助理。

此外，我們也在先導計劃中，目睹家長、社工及老師的正向轉變，他
們也應列為間接的受益者。

ASD 兒童的能力差異

ASD 兒童在多個方面的能力差異，均影響人際關係的建立。他們會：

（一） 因不了解別人的想法和感覺，出現不恰當的應對方式；

（二） 因精細或大肌肉動作技巧困難，導致難以精通一些兒童期的
活動技巧而逃避社交活動，或者在社交活動的處境變得焦
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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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因增強或扭曲的感覺經驗而在社交活動的處境變得焦慮。

一直以來，專家都嘗試找出各式各樣的方式，去協助 ASD 兒童改善
他們的社交技巧。先導計劃採用以關係為本的戲劇介入模式，強調能幫助 

ASD 學童發展人際關係的社交技巧（即人際關係技巧），並使用戲劇活動
協助他們發展這個類型的社交技巧。

關係為本

在 1940 年代，西方已經有人運用戲劇活動教導亞氏保加症兒童社交
技巧。而先導計劃使用戲劇活動去提升 ASD 學童社交技巧的原因包括：

（一） 受關於戲劇與自閉症的文獻啟發，包括 Davies（2004）、
Wolf（2005）及  Schneider（2007）的著作；及

（二） 參考 Gutstein（2007）的人際發展介入模式（Relationship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及戲劇活動可發揮的功能。

綜合各方面的論述和實踐，加上在是次先導計劃中得到的實證，創作
室和我提出了一個以關係為本的模式，作為使用戲劇幫助 ASD 兒童的基
本概念。

在關係為本的理念下，我們把戲劇作為與 ASD 兒童發展他們人際
關係的工具。透過相對長期戲劇活動的互動，建立我們與 ASD 兒童的關
係，也建立他們和其他人發展社交關係的基礎。

在發展人際關係上，我重視三個重要的能力：

（一） 情緒；

（二） 注意力；及

（三）  交流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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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導計劃便是利用戲劇活動去活化 ASD 學童這些能力，為他們發展
基本的人際關係技巧奠定基礎。

訓練班包括兩個階段的課程：

（一）演員訓練；及

（二）戲劇排練及演出。

演員訓練

我們強調給 ASD 學童和一般演員訓練基本相同的內容，先導計劃在
演員訓練階段的課程同樣包括戲劇遊戲、身體語言、臉部表情等練習，但
我們同時強調 ASD 學童人際關係能力的發展。

對於上述提及對人際關係能力發展重要的三種能力，訓練班採用的活
動基本上是一般的戲劇活動，但會配合 ASD 學童的特性，例如以視覺提
示協助他們了解各項活動的形式、重點，及須作出的反應、運用的技巧。

在先導計劃中，我們清楚觀察到，這些一般的戲劇活動，本身已潛藏
能發揮活化 ASD 學童的情緒、注意力及交流能力的功能。我想舉一些例
子，以說明戲劇活動這種潛藏其中的功能：

例子一：活動「人肉積木」

內容： 學童們分成小組，每組的成員按導師指定的主題，一起利用
他們的身體去拼砌出主題涉及的物品，並透過各成員的肢體
動作，把該物品的特徵及主題內容呈現出來。

功能： 這是一個需要控制個人肢體，並透過小組合作去發揮創意的
活動。要達致合作，小組成員須運用交流能力；要成功完成
活動，小組成員須不斷注意彼此的動作。而在合作下完成具
創意的活動所帶來的喜悅，能協助小組成員培養出更有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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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感關係，令他們喜歡跟小組成員一起、有與小組成員交
往的動機。因此，「人肉積木」活動既提供予參加者練習控
制個人肢體的機會，亦有利於活化他們的情緒、注意力及交
流能力。

例子二：活動「偷鑽石」

內容： 學童們排成一列站在指定的橫線後，「鑽石」看守者（即導
師）站在學童們的對面並背著他們，而「鑽石」（一個球）
則放在他的雙腳之間，學童們可以趁「鑽石」看守者背著他
們（看不到他們）時向前移動，但當「鑽石」看守者面向他
們（看到他們）時必須停下來，否則便須返回指定的橫線後
重新開始，而最快取得「鑽石」者為勝利者。

功能： 這是一個需要控制個人肢體，並作出敏銳反應的活動。要取
得「鑽石」，參加者須不斷注意「鑽石」看守者的舉動，才
能作出敏銳且恰當的反應。能取得「鑽石」當然十分興奮，
但這些喜悅的來源不只限於能取得「鑽石」，還包括一起參
與活動的人。因此，「偷鑽石」活動既提供予參加者練習控
制個人肢體的機會，亦有利於活化他們的情緒、注意力及交
流能力。

活動「人肉積木」或「偷鑽石」只是兩個例子，在整個訓練班的過
程，類似的例子多不勝舉。這些活動的主要特色是：它們都是「遊戲」 

── 而不是一些 ASD 學童深惡痛絕的「訓練」，可以讓 ASD 學童透過參
與其中，不知不覺地活化了對人際關係能力發展重要的三種能力。這些遊
戲活動，在「演員訓練」階段的前期尤其重要。

戲劇活動的功能

戲劇活動能活化、啟動參加者的情緒表達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戲劇活動能在「演員訓練」階段的前期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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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動 ASD 學童喜悅的情緒表達，因為這些遊戲活動的確能帶給他們很多
喜悅，部份遊戲活動涉及的喜悅甚至一直留存在他們的腦海，令他們在整
個先導計劃結束後仍然會提及這些遊戲活動。

另一方面，由於遊戲容許失敗，能建立一個安全而「好玩」的人際關
係發展基礎。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這些遊戲活動對建立 ASD 學童和導
師之間的關係尤其明顯，部份 ASD 學童能在「演員訓練」階段的前期，
利用這些遊戲涉及的肢體動作主動與導師溝通和互動。

隨著「演員訓練」階段的推展，訓練班的活動設計會逐漸加入以情
境、角色為主要特色的活動。

情境活動

情境活動能讓參加者有機會留意自己的溝通和互動模式，亦能強化參
加者建立人際關係的技巧。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情境活動能活化、啟動 ASD 學童的注意力，
因為他們必須在參與這些活動的過程，按相關的情境因素作出反應。由於
情境活動能提供 ASD 學童注意身處的環境及相關的人的機會，即使本來
不喜歡與人有目光接觸的 ASD 學童，也出現經常「四處觀察」的情況，
而這些變化將為他們基本的人際關係技巧奠定基礎。

角色活動

角色活動能幫助參加者把焦點專注於不同的虛構人物、主題和情境
上，既能讓他們表達內在思考和情緒，或表達對現實生活中一些人物或事
情的感受，亦能讓他們發揮個人創意，且提供他們一個認知、體會的學習
模式。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角色活動既能活化、啟動 ASD 學童的注意
力，亦能擴闊他們的情緒表達能力，因為他們必須在參與這些活動的過
程，按角色及其他相關因素作出反應。由於角色活動能提供 ASD 學童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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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不同角色特性的機會，亦能提供他們不同情緒表達的機會，即使本來臉
上沒有表情、不與人互動的 ASD 學童，也出現與同學互動，且表現很開
心的情況。這些變化將為他們基本的人際關係技巧奠定基礎，亦為他們在
下一個階段的戲劇排練及演出奠定基礎。

人際關係技巧是用來開創或深化人與人之間的情感交流、分享興奮與
喜悅。對於 ASD 學童，遊戲、情境及角色活動「活化」、「啟動」了的
情緒表達能力及注意力能推動他們與其他人交流，而涉及情感交流、分享
興奮與喜悅的交流能推動更多 ASD 學童之間的交流。

在整個先導計劃的過程中，我們從來不會在活動的過程刻意「教導」
他們社交技巧。 ASD 學童在「演員訓練」階段出現的變化，先導計劃是
利用戲劇活動去「活化」、「啟動」而非「教導」 ASD 學童情緒表達能
力、注意力及交流能力。

人際關係是一種自我主動且與生俱來的天性，即 ASD 學童本身是具
備這些能力，但在自閉症或亞氏保加症的影響下，這些能力變得如同「睡
火山」般沒有顯現出來，而戲劇活動卻可以把這些能力變得如同「活火
山」般顯現出來。

戲劇排練及演出

先導計劃另一個階段的課程是戲劇排練及演出，相對於一般的演員訓
練，戲劇演出也是整個先導計劃的最後一項活動。戲劇演出可以發揮兩個
重要的功能：

（一） 為戲劇排練提供明確的目標；及 

（二） 為參加者提供「站在舞台上」的機會。

創作室十分重視讓 ASD 學童「站在舞台上」，並會為他們的戲劇演
出提供專業的舞台技術支援，但不會要求他們完成一個十分專業的戲劇演
出，因為先導計劃的目的並非是戲劇演出，而是提升 ASD 學童的社交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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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當戲劇排練有著明確的目標 ── 演出，參加者便會為了一起達成共
識目標而攜手同心想辦法解決問題。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戲劇排練的過程能讓 ASD 學童體會，要完成
一個排練或演出，每一個站在舞台上的演員須「做好自己的本份」，亦須
「顧及舞台上每一個人」。因此，戲劇排練的過程能「活化」、「啟動」 

ASD 學童的合作性。

至於在戲劇演出方面所提供的專業舞台技術支援，先導計劃的經驗顯
示，隨著道具、服裝、佈景、音樂、化妝及燈光等元素於戲劇排練過程的
陸續出現， ASD 學童會因感受到其他人對他們「站在舞台上」的重視，
而更加注意自己的言行及其他人對他們的反應。因此，為 ASD 學童的戲
劇演出提供專業的舞台技術支援，能進一步提升他們的注意力。

另一方面，道具、服裝、佈景、音樂、化妝及燈光等元素的陸續出
現，會令 ASD 學童因感受到要「站在舞台上」的逐步迫近而帶來壓力。
創作室十分重視協助 ASD 學童減低壓力，對於劇本涉及的台詞，為了避
免給予他們背台詞的壓力，會於戲劇排練甚至演出時提示他們台詞。這些
做法既可協助他們減低壓力，亦可讓他們體會與人共同排練戲劇的樂趣、
專注於情感上的交流和分享。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站在舞台上」 ── 在觀眾面前演出，始終
為參加者帶來很大的壓力。避免給予他們背誦台詞的壓力的做法，除了可
讓他們體會與人共同排練戲劇的樂趣、專注於情感上的交流和分享，亦
可增加他們「站在舞台上」的意願，而當他們能夠在觀眾面前完成整個演
出，他們所體會的成功感能大大提升他們的自信。因此，「站在舞台上」
會為 ASD 學童帶來壓力，亦會提升他們的自信，而透過「站在舞台上」
所提升的自信，對增加他們與人溝通及交往的自信心是不容忽視的。

結語及建議

先導計劃的經驗顯示，戲劇活動既有利於活化情緒表達能力、注意
力及交流能力，亦有利於提升自信及培養合作性。透過先導計劃的經驗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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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創作室發展了一個不論在香港以至海外都屬於先創性的「以關係為
本」工作模式，而戲劇將成為創作室繼續考慮用來幫助 ASD 兒童成長的
一種方式。

「以關係為本」工作模式共分為五個階段，包括：

（一）以遊戲作為切入點；

（二）以情境作為切入點；

（三）以角色作為切入點；

（四）以第一身作為切入點，及

（五）以戲劇排練及演出作為切入點。

這個五階段的「以關係為本」工作模式，並未在先導計劃有意識和系
統化地試驗，尤其是第四階段「以第一身作為切入點」，基本上在整個先
導計劃中並未試行。創作室曾在今年五月初，在台灣主持一個自閉症同行
者1工作坊，有限度地使用「以第一身作為切入點」，證實是一種非常有效
的方法。創作室將尋求在以後的 ASD 學童演員訓練班或類似的活動中，
繼續試驗和發展這個五階段的模式。

對學校及機構舉辦 ASD 學童演員訓練班的建議

ASD 兒童需要一般人及環境的支持，加上較長期與人相處的機會，才
能在人際關係方面展示較明顯的成長。先導計劃這個專為 ASD 學童而設
的演員訓練班，其實是一個充滿挑戰的項目，包括集合多位 ASD 學童於
同一班，無論在人數方面，及學童之間的差異（跨級別、跨校），都甚具
挑戰。曾有參與學校╱機構的職員向我們表示，把多位 ASD 學童放在同
一課室內進行活動，是他們從未試過，且極具挑戰性的做法。

對於有興趣考慮採用戲劇方式來幫助 ASD 兒童成長的學校或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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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謹作出以下各項建議：

（一） 兒童人數及年齡差異：每一個訓練班的 ASD 學童數目
 不應少於六名：由於戲劇班本身也是一個社交的群體，a. 

在先導計劃中，我們見證了各班由一盤散沙開始，到最
後形成一個團隊。因此，我不建議每班的人數太少；
不應多於八名：由於每一 ASD 學童的行為特徵都是單一b. 

的，先導計劃的經驗是如 ASD 學童數目太多，導師和義
務助理會較難兼顧；及
同一訓練班的 ASD 學童應避免跨越多級，我建議年齡差c. 

異最好不超過三級。

（二） 導師：我建議訓練班的導師須符合下列要求
戲劇藝術：導師必須具備專業演員訓練資格，例如香港a. 

演藝學院或外國大學相關學系的畢業生，或具備足夠的
舞台工作經驗；及
對自閉症的認識：對自閉症及如何與 ASD 學童相處有基b. 

本的認識，由於具備這點要求的戲劇藝術工作者不多，
主辦機構可自行提供培訓。

（三） 義務助理：我建議每班中最好包括下列的義務助理
兩名同齡義務助理；a. 

兩名成人義務助理，包括一名主辦機構職員作為全班的b. 

統籌；
在訓練班開始時，應提供予各義務助理適當的介紹╱培c. 

訓；
各義務助理應盡量恆常地出席訓練班的活動，並避免缺d. 

席、遲到及早退；
主辦機構職員統籌應準時出席所有訓練班的活動，負責e. 

協助管理秩序、導師與學校╱機構的溝通、家長的聯絡
等；及
義務助理的主要職務為f. 

協助導師進行活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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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ASD 兒童反應較為慢熱時，幫忙搞活氣氛；及2. 

當個別 ASD 兒童出現情緒、不順從、反抗、攻擊或3. 

其他問題行為時，作出適當的處理。在必要時將出
現問題的兒童抽離，以減低對訓練班的影響。

（四） 活動頻率及長度：我建議訓練班的頻率及長度須注意下列各
點：
a. 長度：由於戲劇活動有必要有熱身的過程，加上 ASD 兒
童較為慢熱，亦往往需要有很大的空間讓他們處理好情
緒、相互間的「恩仇」問題等，故訓練班不應短於一個
半小時，對於一些年紀較大的兒童，每節長度可視情況
長達三小時。亦可透過觀察，採用逐步加長或減短訓練
班的長度；
1. 由於我們的理念是以關係為本，從與 ASD 兒童發展
關係的角度看，訓練班不可以短於 40 小時及 20 次
聚會；及

2. 如由學校主辦的訓練班，我們建議應考慮以一整學
年進行訓練班。每週進行一次訓練班，扣除假期及
學校其他活動，應有二十多次的訓練班。

b. 演出：對於 ASD 兒童，劇場及觀眾是提升他們自信及社
交能力的重要元素。我建議訓練班必須有演出的環節，
並須注意下列各點：
1. 專業支援：在資源許可的情況下，應聘用適當和適
量的專業舞台工作人員，支援製作的工作；

2. 服裝、佈景及道具：配合劇情而較為隆重的服裝及
製作較專業的佈景及道具，有利於 ASD 兒童感受演
出臨近的氣氛及進入演出的狀態，應撥用適量的資
源，令演出的服裝、佈景及道具較有看頭；

3. 父母及親朋戚友的參與：父母及親朋戚友出席觀看
演出，不但對 ASD 兒童有極大的心理支持，亦對父
母及親朋戚友是一項很有意義的教育，讓他們見證
戲劇活動對 ASD 兒童的奇蹟式的改變。在可能情況
下，應讓父母及親朋戚友和 ASD 兒童於演出後進行



138 Research 研究 Eva Shui-ying Lai

座談和交流；
4. 同儕觀眾：讓 ASD 兒童的同儕觀看演出，也是令 

ASD 兒童增強自信，令演出以至整體戲劇活動的效
用發揮至最大的重要安排；及

5. 演出只是手段：訓練班的目的是提升他們的社交能
力，戲劇演出只是其中一個進入 ASD 兒童心靈的切
入點，而非訓練班的主要目的。

c. 活動環境：我建議訓練班的活動環境須注意下列各點：
1. 面積的大小須可讓參加者 （包括 ASD 兒童、義務助
理） 有充足的活動空間；

2. 須避免對 ASD 兒童的感官做成干擾；及
3. 須以簡單、明亮為主，以令 ASD 兒童能專注在活動
上。

d. 其他：各 ASD 學童在訓練班中參與各項活動 ── 包括
演出在內，須採用邀請式、不強迫的方法。

其他建議

（一） 調查及研究：直至目前為止，關於以戲劇幫助 ASD 兒童成長
的有效性，尚未有系統性的研究，創作室將在日後，進行相
關的調查及研究；及

（二） 我們建議學校及機構在完成訓練班後，應按實際情況舉辦
「ASD 兒童同行者使用戲劇賦權工作坊」課程，以便老師、
相關職員或家長可以掌握使用戲劇與 ASD 兒童溝通的理念及
方法，延續訓練班的目的。

註釋

1. 同行者（care givers）包括教師、社工、家長、服務 ASD 學童的其他工作人員、義工以
至 ASD 學童的兄弟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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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演員訓練班學童社交能力進展報告表格

演員訓練班 – 學童進展報告
所屬組織 / 學校：                                       
學童姓名       : （     班）                               
本報告所包括的日期:   /   / 2 0 0 8至  /   / 2 0 0 9  第（   ）份報告

填表人：□演員訓練班導師 □教師 □家長 □社工 填表人姓名：＿＿＿
就個人觀察及經驗，按指示填上各項分數（０至３分或「U」）。
0分－從不會有此表現 1分－偶然會有此表現
2分－約一半時間有此表現 3分－經常有此表現 「U」－不知道╱不適用

項　　目 日 期 *註

1. 能覺察他人的感受及想法
2. 能與人保持恰當的目光接觸
3. 能維持恰當的個人空間及身體接觸，而不侵擾
他人

4. 能作出得體和有禮的言行
5. 能交友及維持友誼
6. 能成熟處事、不易被人騙倒或欺負
7. 能投入群體活動
8. 能理解非語言溝通技巧，如：面部表情、肢體
動作、語調

9. 能明白幽默性語言或隱喻
10. 對其他人的讚賞，樂於接受及有回應
11. 會嘗試引起他人注意以分享經驗，如：展示一
件帶來的物件、指向一件東西或人

12. 與人互動時，能將對方看待為人而非死物
13. 在社交場合中，懂得輪流說話和參與
14. 能有意義地模仿他人的言語及動作
15. 能對其他人的目光或手勢指示作出回應 ── 能
注意對方所指的方向

16. 能對他人作出回應，如：意識對方存在、回應
問候、提問、請求

17. 能耐心地停下來聆聽或等待
18. 用適中的力度擁抱或握手
19. 能控制憤怒，適當地表達憤怒情緒
20. 能控制說話的聲量和速度
21. 能從聲音判斷對方的情感
22. 能以適當聲音表達自己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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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能與人合作
24. 遇上突發事故及非結構性情況時，能冷靜面對

如有需要另加說明，請在此欄寫下如「*1」、「*2」等記號，於後頁或另紙書寫

其他意見：
1. 請在下列空位寫上其他意見，如位置不足請另紙書寫。
2. 如意見相關於第一頁中某個或某些項目時，請在相關的「註」欄寫上附註
編號，以便對照。

填表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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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導師對學童社交能力進展報告數據分析圖表（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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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義務助理問卷

學童演員訓練班先導計劃 – 成人義務助理計劃完結問卷

填表人姓名：                           機構/學校：                         
請在適當的位置加上「a」，以表示你對訓練班的意見 （「4」代表非常同
意、「3」代表同意、「2」代表不同意、「1」代表非常不同意、「NA」代表
沒有意見）

4 3 2 1 NA
1 訓練班能給予我參與話劇活動的機會
2 訓練班能給予我幫助自閉症╱亞氏保
加症兒童參與話劇活動的機會

3 訓練班能提升我對自閉症╱亞氏保加
症兒童的特徵及需要的認識

4 訓練班能提升我幫助自閉症╱亞氏保
加症兒童的技巧

5 訓練班能改善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兒
童的溝通及社交技巧

6 短劇排練能改善自閉症╱亞氏保加症
兒童的溝通及社交技巧

7 內部演出能改善自閉症╱亞氏保加症
兒童的溝通及社交技巧

8 聯演能改善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兒童
的溝通及社交技巧

9 訓練班導師在演員訓練上表現稱職
10 訓練班導師在短劇排練及演出上表現
稱職

11 訓練班導師在照顧自閉症╱亞氏保加
症兒童上表現稱職

12 訓練班的主辦單位滿道創作陋室行政
上表現稱職

13 訓練班及短劇排練的整體安排良好
14 內部演出的整體安排良好
15 四班聯演的整體安排良好
其他意見：（如空位不足，請以另紙書寫）

填表人簽署：＿＿＿＿＿＿＿＿＿＿＿＿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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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義務助理問卷數據分析圖表

平
均
給
分

訓練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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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is the translated abstract of the previous text

The Experience of Using Acting Class as
a Means to Enhance the Social Skills 
of Students with Autism/Asperger 
Syndrome

Eva Shui-ying Lai 
Special Education Consultant, Mandu Shed of Creation, Hong Kong

Email: evasylai@netvigator.com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share the experience of a pilot project of which 

acting class has been used as a means to enhance the social skills 

of students with autism/Asperger syndrome. The pilot project has 

implemented four acting classes. The participants include students 

with autism/Asperger syndrome from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The “student social skills progress report” has been used 

to underst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acting class on the social skills 

of these stud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each participant has 

demonstrated improvement in his/her social skills. Besides, through 

the process of the acting classes, the pilot project has summed 

up a “relationship based” working model, and given suggestions 

on implementing acting classes for students with autism/Asperger 

syndrome to schools and organizations for reference.

Keywords: Acting Class; Students with Autism/Asperger 

Syndrome; Social Skills; Relationship; Drama Activi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