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策劃及捐助：



內容

1. 介紹「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活動及網上資源

2. 簡介世界衛生組織親子技巧訓練課程

1. 最新的課程設計及教材運用

2. 家長小組及家訪的雙軌學習模式

3. 家中及遊戲常規的建立及運用



• 2015年由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策劃及捐助

• 回應主流中小學的自閉症譜系障礙
學生數目持續上升

• 推行「家、社、教」服務模式



自閉症譜系的普遍性

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

• 在8 歲的孩子中，自閉症譜系的比例為 1/36 

CDC：https://www.cdc.gov/mmwr/volumes/72/ss/ss7202a1.htm?s_cid=ss7202a1_w



自閉症譜系的普遍性
整合 2008-2021 的研究數據

地方 人口比例 每1000人

全球 0.6% 6

亞洲 0.4% 4

美國 1% 10

歐洲 0.5% 5

非洲 1% 10

澳洲 1.7% 17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186/s13052-022-01310-w.pdf



自閉症譜系的普遍性

• 數據會因研究對象及診斷方法
的差異而有不同

• 共同之處是每一個地方的自閉
症譜系比例也持續上升



本港數字 (2020年)

人數 每 1,000人

自閉症譜系障礙 22,400

特殊學習困難 35,400 

有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 38,200 

香港政府統計處「從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搜集所得的社會資料 : 專題報告書 -第63號報告書-殘疾人士及長期病患者」
Hong Kong Census and Statistics Department. Special Topics Report No.63 :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and chronic diseases,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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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公眾教育）團隊
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家庭支援）團隊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家庭支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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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總監：曾潔雯教授
透過18間地區中心培訓及支援家長，並發展
A-POWER 「喜伴力行」家庭支援服務框架

項目總監：黃蔚澄教授
引入世界衛生組織親子技巧訓練課程，並評估成效

東華三院、香港基督教女青年會、香港耀能協會
、救世軍及協康會於 2022年出版「星語童遊」
，以「五大原則」及「十大技巧」為框架





Post COVID-19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家庭支援）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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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家長及導師「星語童遊」

東華三院製作「星語童遊」專業人員網上學習平台

• 評估「星語童遊」的成效及持續發展
• 與 Autism Speaks 合辦種子導師培訓
• 參與世界衛生組織親子技巧訓練課程工作小組
• 學習最新版的世界衛生組織親子技巧訓練課程



賽馬會喜伴同行計劃（家庭支援）團隊







世界衛生組織親子技巧訓練課程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Caregiver Skills Training



導師網上資源套

1. 課程簡介

2. 課程編制及推行指引

3. 導師手冊

4. 參加者手冊

5. 家訪指引



課程背景

• More than 50 million children have a developmental disability such as an intellectual 
disability, autism, or a speech disorder. Without appropriate support, these conditions often 
limit these children’s ability to benefit from the educational and social opportunities that 
others take for granted. They are often denied access to school and are more likely to 
experience violence, neglect, and other forms of abuse. Their caregivers are often 
stigmatised, isolated and impoverished. Despite this, most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and their families do not have access to the care and support they need.

• For caregiver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parenting programmes can be 
particularly beneficial in increasing their confidence and parenting skills. They can also lead 
to improved well-being of both caregivers and children.

• In view of this, WHO, along with international partners, has developed a five-part package 
on Caregivers Skills Training for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elays or 
disabilities (CST) (the 5 CST documents are available below).



課程目標：幫助孩子

27

學習用手勢及說話表達

Learn to use gestures 
and words to 
communicate.

增加與人互動的時間

Spend more time sharing 

engagement in activities 

and routines with you 

and others.

表現出恰當的行為，減
少難處理的狀況

Show appropriate 
behavior more often 
with fewer challenging 
behaviors.

學習新技巧，在日常生

活中變得更自立

Learn new skills to be 

more independent in 

day-to-day activities.



課程目標：幫助照顧者

28

自信能夠協助孩子溝
通及學習新技巧

Feel more confident 
helping your child to 
communicate and 
learn new things.

與孩子結連去享受及分

享日常活動

Connect with your child 

by enjoying and sharing 

daily activities.

結識其他有相近經歷

的照顧者

Meet other caregivers 

who have similar 

experiences.

學習照顧自己的身
心健康

Learn ways to 
support your own 
health and well-
being.



課程設計概念



課程設計概念

• Parent-mediated/parent-implemented intervention 由家長執行的介入方法

世界衛生組織

導師
本地導師 家長 孩子



由家長執行的介入方法

有助改善孩子的:

• 正向行為及社交技巧

• 不恰當行為

• 語言及溝通

https://link.springer.com/content/pdf/10.1007/s10803-022-05688-8.pdf



由家長執行的介入方法

23個研究 345 個參加者的分享

• 家長及孩子的進步

• 情緒上的掙扎

• 實踐上的攔阻

https://hal.science/hal-04051120/file/ris00002237.pdf





A Triadic Model of Early Intervention

1. The provider effectively teaches and 
coaches the parent to use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supporting child 
development; 

2. Parents learn these development 
supporting strategies during the home 
visit; and 

3. Parents apply these strategies accurately, 
consistently, and often enough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course of their child’s 
development

Lieberman-Betz, R. G. (2015). A Systematic Review of Fidelity of Implementation in Parent-Mediated Early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35(1), 15–27. https://doi.org/10.1177/0271121414557282



照顧者＝執行者

• 需要（如感覺統合統需要）
• 行為背後的動機
• 喜好
• 能力

• 互動
• 時間
• 耐性
• 設立界線

• 觀察
• 跟隨孩子的步伐
• 為孩子訂定學習目標及內容
• 欣賞及讚賞孩子

• 呼吸練習
• 欣賞自己
• 朋輩支援
• 回顧

對孩子的理解 與孩子的關係

技能 自我關懷



課程設計概念

• Naturalistic intervention 自然介入

❑應付日常生活的挑戰

❑把握學習機會
o表達

o自理

o生活概念

o與人互動

❑製造學習機會

❑參與家庭生活



課程設計概念

• Naturalistic intervention 自然介入

❑觀察及聆聽

Look  & Listen

❑示範及描述

Show & Say



課程編排



家長小組及家訪的雙軌學習模式

9 節小組

3 個家訪

• 認識

• 評估

• 接觸其他家庭成員

• 跟進

• 示範

• 了解需要

• 跟進

• 示範

• 總結





家長小組及家訪的雙軌學習模式
Barton, E. E., & Fettig, A. (2013). Parent-Implemented 
Interventions for Young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 Review of 
Fidelity Features. Journal of Early Intervention, 35(2), 194–219. 
https://doi.org/10.1177/1053815113504625

Lieberman-Betz, R. G. (2015). A Systematic Review of Fidelity of 
Implementation in Parent-Mediated Early Communication 
Intervention. Topics in 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 35(1), 
15–27. https://doi.org/10.1177/0271121414557282

照顧者受訓地點 項目

照顧者的家 8 23%

社區設施（如診所、學校） 12 34%

家＋社區設施 11 31%

家 / 社區設施 3 9%

不明 1 3%

總共 35

照顧者受訓地點 項目

照顧者的家 14 58%

診所 7 29%

家＋診所 2 8%

不明 1 4%

總共 24



實證為本的課程

1. 建構方法
1. 以綜合的研究結果為起點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2. 大型的專家諮詢（21 個國家）extensive expert consultation

2. 初試

3. 引入地區時進行的評估

4. 持續發展小組

實證 驗證



實證為本的課程

• 明確的架構

家訪

• 時間

• 目的

• 流程

• 觀察及討論內容

小組

• 目的

• 流程

• 重點

• 技巧



第一課：讓孩子投入參與

1. 所有孩子都能夠學習及培養新技巧。

2. 孩子在冷靜、輕鬆的狀況下最容易學習。

3. 你可以透過日常活動及遊戲去協助孩子學習。

整理空間：移走令孩子分心的
物件及製造安全的互動環境

提供 2 - 3 個選擇，
跟隨孩子的選擇

到孩子的面前，同視線，
讓活動在你們中間進行

重點：



課程編排

• 階梯式的學習模式



課程編排

建立常規

1 讓孩子投入參與

2 讓孩子持續投入參與

3 與孩子建立共同參與的遊戲及家務常規

訂定學習目標及方法

4 認識孩子的溝通方法

5 增強孩子的溝通能力

6 利用小步驟及協助階梯教導新技巧

處理問題

7 避免出現難處理的行為，幫助孩子持續投入及保持冷靜

8 教導其他選項去取代不恰當行為

9 生活解難及自我關懷



課程編排：建立常規

1.

讓孩子投入參與

2. 

讓孩子持續投入

參與

3.

與孩子建立共同

參與的遊戲及家

務常規

• 認識學習的最佳
時機

• 環境設置
• 互動方法

• 留意孩子的喜好
• 遊戲方式
• 選擇家中及遊戲
活動

• 認識常規
• 建立常規



課程設計及編排

設計概念

• 由家長執行的介入方法

• 自然介入

編排

• 家長小組及家訪的雙軌學習模式 (9＋3)

• 實證為本的課程

• 階梯式的學習模式

• 以常規活動為核心



常規活動



常規活動

• 家中的日常活動＞重覆出現的學習機會

•家中常規 Home Routines
• 食飯

• 睡覺

• 著衫 / 除衫

• 除鞋

• 洗手/洗面

• 晚餐後收拾碗筷

• 取出袋中的東西

• 晾衫

• 餵小動物

• 執床

遊戲常規 Play Routines

• 車

• 積木

• 泥膠

• 波

• 書

• 拼圖

• 公仔



常規活動

• 常規活動指：

• 孩子及照顧者共同參與的遊戲及家常活動

• 在常規活動中，你是孩子的伙伴，兩人在其中都積極參與

• 常規活動有清晰的小步驟，讓活動有故事性

• 常規活動可以重覆做，孩子會覺得過程有趣，又可以學到小步驟



常規活動



常規活動

建立常規

1. 選擇活動

2. 設計活動

3. 每天 5 分鐘

4. 按孩子的進度改變活動方法及目標



照顧者在常規中的角色

• 設計學習目標

• 跟隨孩子的遊戲方式

• 教導新技巧

• 觀察孩子的學習進度



常規活動

• 50/50？

• 重覆？



教材運用



課程設計概念

• Naturalistic intervention 自然介入

❑觀察及聆聽

Look  & Listen

❑示範及描述

Show & Say



觀察及聆聽 Look  & Listen

1. 觀察孩子的行為
• 行為温度計

• 行為的前、中、後

2. 留意孩子的喜好

3. 找出孩子的遊戲方式

4. 留意孩子的學習進度

5. 留意孩子的好行為，並予以讚賞



觀察孩子的行為



行為温度計 Behavior Thermometer

輕微發燒 正常/舒服發高燒







留意孩子的喜好：女孩 - Laila
1 2 3

4 5 6



留意孩子的喜好

7 8 9



示範及描述 Show & Say

示範

1. 孩子現時的身體語言

• 眼睛

• 手

• 聲音/語言

2. 更好的表達方法？

描述

1. 孩子現時的說話程度

• 1 組詞語

• 2 組詞語

• 3組或以上的詞語

2. 下一步？





教材運用

• 重點 Key messages

• 技巧 Skills

• 框架（如參與程度、遊戲方式、表達）

• 故事

• 圖畫

• 角色扮演

• 練習



反思：課程重點

1. 讓孩子有機會學習

2. 認識孩子的特性

3. 跟隨孩子的步伐

4. 擴展孩子與人相處及自理的能力



問答時間 Q&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