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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本研究旨在探討家校合作以配合在校透過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以改善自閉症學生之干

擾行為成效。此章為緒論，共分三節。第一節是闡述研究背景及動機，第二節及第三

節則分別說明研究目的及待答研究問題。 
 

第一節：研究背景及動機 
政府一直致力在主流學校推行融合教育，協助學校以全校參與模式支援不同在校就

讀的特殊學習需要學生，目的讓他們能夠融入校園，在關愛學校環境文化成長，接受

切合他們需要的教學和學習（教育局，2020）。 
因此即使有不同特殊學習需要學生，如自閉症、過度活躍症等，他們均能在主流幼

稚園的環境下就讀。研究者透過在主流幼稚園工作的經驗發現班上自閉症學生會在課

堂上經常以不同的干擾性行為表達自己需求或達致不同目的，就班上自閉症學生而言，

運用干擾性行為這方法是最有效表達自己和最快達成目的，而這些干擾性行為亦會影

響學生和任教老師，對他們造成困擾。 
為減少他們在課堂上出現干擾性行為的次數，有研究顯示可運用功能性評量找出他

們隱藏背後的功能，了解當中行為出現的原因，然後針對他們目標行為的背後功能運

用相關介入策略（陳麗如，2001；張翠娥，2010）。故此，本研究會運用功能性評量

來找出該兩名自閉症學生出現的干擾性行為背後的功能。 
此外，學生的身心健康發展和幸福感亦越來越被重視，故正向教育於近年一直都是

較熱門的話題，同時有很多學校亦十分推廣正向教育，無論在品德教育上或教學上都

會引入正向教育概念，希望學生們能正面積極地參與不同的學習和生活上的活動，發

展他們能自主學習的主動性（常雅珍、毛國楠，2006）。有鑑於此，本研究為改善自

閉症學生的干擾性行為，會運用與正向教育概念相似的正向行為支持計劃，而正向行

為支持是強調尊重和教育，在環境上營造良好、互助和友愛的氣氛，減少目標行為問

題，提升個體的生活質素和自我監管能力（陳致瑜，2020；吳怡靜、黃雅蘭、楊雅婷，

2011）。 
再者，最接近個體和與個體有密切關係的除學校外就是家庭，家庭是最會影響和改

變個體行為的重要因素，故本研究會邀請家長與學校合作，讓家長與學校教師建立友

好關係，以促進幼兒的發展，同時讓家長更了解自己子女及其學校表現

（Bronfenbrenner,U.,1979；徐千惠、徐碧君、陳儒晰，2021）。然而，本土性有關家

長參與和配合以改善自閉症學生干擾性行為的研究甚少，是故遂為本研究主要的研究

動機，以探討其執行成效為何。 
 

第二節：研究目的 
根據上述的研究動機，本研究將設定的研究目的如下： 

（一）探討能否正確運用功能性評量以了解自閉症子女其行為問題的功能目的。 
（二）分析進行計劃後，改善自閉症學生干擾性行為成效。 
（三）探討給予家長小提示後對計劃成效的影響。 

  
第三節：待答研究問題 

基於上述研究目的，本研究將探討問題如下： 
（一）正向行為支持計劃在改善幼稚園學生的干擾性行為實施的成效？ 
（二）家長有否於生活中運用老師提供的小提示以配合學校運用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以

改善自閉症學生的干擾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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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否根據功能評量結果有效地設計和制定計畫內容以提升正向行為？ 
 

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章旨在針對家校合作以配合在校透過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以改善自閉症學生干擾行

為的相關文獻，而全章會分為四節。本章分別就自閉症、功能性評量、正向支持計劃

和家長參與的相關研究再加以說明。 
 

第一節：自閉症 
美國精神醫學會編制的第五版心理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指出自閉症患者於三歲或以

前會出現不同徵狀，這些徵狀均對患者在社交、語言、行為方面出現困難，影響日後

成長，例如在社交方面，他們較被動，喜歡獨自玩亦較缺乏同理心；而語言發展大多

較遲緩，他們難以運用適當詞彙與人溝通；他們的性格亦較固執，若生活中有突發轉

變時，他們會難以接受和適應（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00）。 
 
自閉症學生的異質性較高，他們會出現不同情緒行為問題，當中的種類繁多，如攻

擊性行為、不服從行為、不恰當的社會行為、自傷行為、行為怪異等（張正芬，1999
＆2000）。而當中的問題行為中分成三類該處理的行為：一）攻擊性行為、二）干擾

性行為、三）分心性行為（潘佩妏、翟敏如，2016；陳郁菁、鈕文英，2004）。攻擊

性行為會為別人和自己帶來傷害，從而影響學童在學習、社交、和個人的生活（湯麗

惠、陳秉均，2009；Janney＆ Snell, 2000；潘佩妏、翟敏如，2016）；干擾性行為，會

於課堂上出現一些擾亂和影響課堂運作的行為，如言語干擾、肢體干擾、離座、晃動

椅子等，在課堂上未經老師允許出現不適當的社會行為，嚴重影響老師的教學進度和

造成同學的學習困擾（陳郁菁、鈕文英，2004；陳佳敏，2008）；分心性行為，指在

指定時間內未能完全集中和專注，從而出現不專注行為（蕭乃瑛，2011）。當中的干

擾性行為為課堂老師、同學、個人帶來一定的影響，影響著彼此的學習成效且人際關

係，然而有不同因素和原因導致自閉症學童出現干擾性行為，如生理反應、心理壓力、

對周圍環境適應問題上、難以向別人表達自己需求、別人的不理解等（湯麗惠、陳秉

均，2009；蘇建文，1969）。而對自閉症學生而言，問題行為的出現才能表達他們的

需要以達致不同的社會功能，其社會功能有：1）追求別人專注；2）追求獲得實物；3）
自我感官的刺激；4）逃避（Barnhill, G. P. ,2005; Janney, Snell, 2000; Bambara, 2005b; ；
Bambara & L. Kern; Eds.; Donnellan, A. M., 1984 ）。 

 
第二節：功能性評量 

為了改善自閉症學童的行為問題，有不同研究指出運用功能性評量能了解個案行為

問題背後的社會功能，功能性評量會從各方面收集相關問題行為的數據，對他們的行

為問題作背後功能假設，根據行為功能假設制定策略和設計正向行為支持計劃（李建

興、王美娟，2016）。而行為問題背後功能分為四種：追求別人專注；追求獲得實物；

自我感官刺激；逃避（Barnhill, G. P. ,2005; Janney, Snell, 2000; Bambara, 2005b）。然後

再以功能評量作基礎，設計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以為改善問題行為，在綜合不同研究分

析顯示以功能性評量為基礎的正向行為支持計劃能顯著和良好的處理和改善行為問題

（陳郁菁、鈕文英，2004；黃琬清、鈕文英，2011；吳怡靜、黃雅蘭、楊雅婷，2011；
張翠娥，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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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正向支持計劃 
正向行為支持計劃是以功能性評量的結果為基礎，再針對行為問題的背後原因設計

和制定支持計劃，透過由調整生態環境，再藉替代行為以代替問題行為，以建立正向

行為（吳怡靜、黃雅蘭、楊雅婷，2011；陳致瑜，2020；林惠芬，2008）。而正向行

為支持計劃包括三種介入策略：1）前瞻性預防，藉改變環境和控制前事以預防行為；

2）行為訓練，透過替代行為代替行為問題，建立正向良好行為；3）行為後果的控制，

出現良好行為時，給予即時性反應增強和延續良好行為。而當行為問題出現時，作出

即時性反應以減少不當行為的發生（吳怡靜、黃雅蘭、楊雅婷，2011；陳致瑜，

2020）。 
 

第四節：家長參與 
然而，當中的研究均只在學校參與計劃，未有加入家庭因素，學校和家庭的態度和

處理方式是會直接影響自閉症學生干擾性行為的次數（魏世台，2005）。根據生態系

統理論，學校和家庭是屬於微系統，最接近個體，對其有直接的關係互動，他們亦最

常和花最多時間與自閉症學童相處，這樣的雙向關係是互相受影響的，家庭更是孩子

學習社會化行為的初模（Urie Bronfenbrenner，1979；顏瑞隆、張正芬，2012）。此外，

學童的干擾性行為為學校和家庭帶來不少困擾和壓力，讓自閉症學生的家庭面對不同

的困難和挑戰：心理負擔，無助、不安；支援不足；對自閉症教育資訊不了解等（李

亭儀、羅鈞令，2010）。 
因此，家庭和學校相互合作為學生的成長帶來更大成效。當中有其他範疇的研究指

出，家庭介入對幫助和提升兒童各項發展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情緒表達和控制、

社交互動、溝通能力等，家長參與能使兒童有更多實踐機會，讓幼兒在社會性的環境

和非社會性的環境中提高執行力（高玉馨、藍瑋琛，2020；林芳儀、賴宏昇、江莞兒、

戴敏合，2013；Brooke, I., & Anna, D., 2006; Bromley, J., Hare, D. J. Davison, K., & 
Emerson, E., 2004）。家長參與教育有不同定義，對於家長作出實際行為參與亦有不同

看法。有學者將家庭與學校社區連結，發展家長參與的行為類型（Epstein, 1996）。此

外，亦有區分家長參與成三類：1）非傳統家長參與類；2）傳統家長參與類；3）與子

女直接溝通（吳壁如，1999）。 
本研究的家長參與是指學校與家庭相互合作，透過彼此定期的溝通和與學校建立良

好的關係，從而改善學生的不當行為。 
除此以外，研究亦反映當家庭介入除了為自閉症學生帶來相當成效外，同時會為當

中的家庭成員帶來效益，讓他們的父母感到更了解自己子女、更能懂得如何處理子女

情緒和行為問題，當中的負面情緒亦趨正向樂觀、焦慮不安感也降低，同時能調節自

己的壓力、提升對子女的正向知覺，學習管理子女的行為和處理親子衝突

（Casagrande, K., & Ingersoll, B., 2017；陳孟筳、何淑賢、吳欣治、姜忠信，2020）。 
 
綜上所述，研究者除了在校運用功能性評量，找出其自閉症子女其問題行為背後的

目的及意義，然後以功能性評量作基礎為個案設計正向行為支持計劃，改善其自閉症

子女的問題行為，讓正向行為支持計劃於學校層面獲得效益，同時亦會於家庭合作，

定期與家長溝通，提供小提示，讓家長能採用正向、多元化的提示，提升與子女的溝

通和互動，增加了解，進而減輕家庭所承受的壓力，同時讓其自閉症子女能在社會性

和非社會性的環境中能增加更多正向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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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設計與實施 
本章為研究設計與實施，分成五節。第一節說明研究設計，第二節說明研究步驟，

第三節說明研究對象，第四節說明研究工具，第五節則說明資料分析處理。 
 

第一節：研究設計 
本研究皆在探討運用家校合作以配合在校運用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以改善自閉症學生

干擾性行為的效果。所採用的研究設計為單一受試實驗研究法撤回設計以進行研究。

同時會採取量化跟質化兩種方法，針對研究主題，進行資料的採集。首先會直觀法以

了解個案的行為問題，再運用功能性評量分析和找出背後的行為功能原因，然後就功

能評量結果設計適切的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並同時會分別給予家長一些小提示，再向個

案實施和執行此計劃，觀察和評估目標行為改善狀況且持續追蹤和修正計劃。 
 
整個研究流程會分為三個階段：準備階段、執行階段和完成階段，時間由 2023 年

11 月開始至 2024 年 4 月，為期六個月，如圖一所示。 
 
表一：研究流程表 
 

準備階段 
2023 年 11 月 

執行階段 
2023 年 12 月-2024 年 3 月 

完成階段 
2024 年 4 月 

1）觀察現場情況發現目標行為 
2）訪談相關人士以獲取有關資料 
3）確定主題 
4）文獻探討 
5）擬定研究計劃 

6）取得參與研究者同意 
7）給予家長小提示 
8）運用功能性評量分析 
9）設計和實行行動計劃 
10）檢視和調整計劃方案 

11）整理和分析數據資料 
12）撰寫研究成果 

 
故研究實驗會分成三階段，1）基線期；2）處理期；3）撤回期（追蹤期）。根據

前期（基線期）（A1）：第 1 至 22 上課日只觀察和評量目標行為次數，不實施計劃，

所收集的數據作設計正向行為支持計劃；然後實行（處理期）（A2）：第 23-57 上課

日實施正向行為支持計劃；於撤回（撤回期）（A3）第 58-77 上課日，撤回有關的正

向行為支持計劃，追蹤和觀察受試者的變化。 
 
本研究的各變項如下： 

1. 自變項：根據受試者的功能性評量結果所設計正向行為支持計畫的發展。 
2. 依變項：(1)受試者的行為問題表現、情況及變化。(2)受試者出現正向行為的次數情

況。 
  
然而為了將變項差異降低，會在研究前對所有參與的研究對象及其家長建立良好和

信任的關係，以確保在家長隨後跟據老師給予的小提示介入計劃時的實施，如增強方

式一致，處理態度一致等；此外，在開始介入計劃後會於 2 周、1 個月和 2 個月對受試

者的目標進展程度進行檢視和調整計劃，與同班英文教師和普通話老師以訪談方式做

紀錄，亦與家長保持一週一次友好溝通以了解受試者的行為情況。與此同時由於個案

對象是主流幼稚園的學生，而研究者亦是該班的班主任，故計劃是以研究者為中心，

觀察受試者的問題行為進行功能評量，再針對受試者的特性設計計劃，並與同班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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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和普通話老師共同實施且觀察，研究者負責紀錄數據，而實施的時間為每天的上

課時間（三小時）。 
 

第二節：研究步驟 
研究者為高班班主任同是亦參與當中研究，在開學後兩個月會以直接觀察法對個案

學生進行為期在校一個月的觀察，把個案學生在校表現的行為記錄在學校行為記錄表

上。 
在進行研究前以訪談向任教老師和家長收集背景變數（自閉症個案）的資料，了解

他們的基本資料及為其干擾性行為進行描述。同時亦透過觀察法把出現的干擾行為次

數排列，選擇兩名個案學生在各科課堂上出現的干擾行為頻率最高為目標行為，再運

用行為功能評量分析表相應的干擾性行為背後四種功能：追求別人專注；追求獲得實

物；自我感官刺激；逃避，透過分析結果制定正向行為支持計劃，給予家長設計小提

示。在發展和實行正向行為支持計劃時與家長保持良好溝通，同時定期與任教老師作

討論和檢討，並以行為次數紀錄表紀錄計劃實施過程是的行為變化，記錄表使用對象

為研究者，目的讓結果保持觀察信度。 
 

第三節：研究對象 
本研究個案以兩名（明明和諾諾）就讀主流幼稚園高班已診斷為自閉症的男童及其

家庭為研究對象，兩名學生均在學校出現干擾性行為。 
 
六歲明明為家中哥哥，有一名三歲弟弟，爸爸為商人，媽媽是家庭主婦，作主要照

顧者，負責主要照顧二名孩子，明明有良好認知能力，對文字敏感，認識不同的字彙，

有口語表達能力，說話速度較慢，咬字較含糊，可簡單表達自己的需求，喜歡以鸚鵡

學舌的形式重複別人說話，喜歡與別人互動，但缺乏社交技巧，經常在不適當的時間

離座，亦有很多肢體動作，如不停晃動或搖晃椅子，喜歡與別人作互動，平日喜歡公

主卡通和藍色物品。 
 
諾諾同樣六歲為家中哥哥，有個兩歲妹妹，雙職父母，媽媽是教職人員，為主要照

顧者，爸爸則是公職人員，諾諾的認知能力強，記憶力強，對數字敏感，有口語表達

能力，平日喜歡比卡超和計算數學，社交能力較弱，在表達上多根據自己喜好而表達

自己，上課時會經常說話或喃喃自語，在課堂上會常發表無關言論，亦會離座表達自

己需要，打斷老師教學節奏和該有常規，亦會影響班上的進度，更讓其他同學未能專

注上課。此外個案對轉換環境或陌生的社交場面會感到焦慮，會離開坐位或以身體抗

衡拒絕移動。 
 
第四節：研究工具 
1. 訪談 

研究會採用訪談以收集資訊，於前期（基線期）使用訪談問卷訪問家長和填寫行為

觀察記錄表以訂立個案的干擾性行為；處理期會在實施時以訪談形式與家長保持聯繫，

同時亦會與參與老師作不定期訪談和討論以確保計劃進度；撤回期（追蹤期）亦會做

問卷訪談作檢視和追蹤研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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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直接觀察紀錄 
研究會以去直接觀察紀錄收集個案干擾性行為類型、強度、頻率去作功能性評量，以

填寫問卷，此外在處理期和撤回期同樣透過直接觀察紀錄檢視個案變化和執行情況，

以填寫問卷作評核階段。 
 

第五節：資料分析處理 
因較多以質化方式採集資料，較搜集的資料會在整理後以編碼方式，會以事件關聯

和時間性去排序，以便分析結果，訪談的內容會會轉為文字稿作紀錄後亦以編碼分類，

以便查看。而在和階段時以直接觀察法收集的數據會在整理後繪制成曲線圖，當中的

路徑變化趨勢亦會顯示其中，以檢視其干擾性行為的變化，了解當中成效。此外為提

高研究資料的可信度亦會把訪談的紀錄等與參與家長進行三角驗證，以多元角度驗證

訪談、觀察、進度等結果以確保完整性和真確性。同時為提升研究可信度在整個研究

時間會持續觀察和跟進研究過程，檢討，調整再執行，直到個案對象改善干擾性行為。 
 
 

第四章 研究結果及分析 
 
第一節：目標行為功能評量分析 
此節是綜合了研究者和受訪者的訪談內容及行為事件觀察記錄表（附件一）作分析，

現從「收集相關人士資訊方式」和「直接觀察方式」兩方面分析個案學生之目標行為

的功能評量情況。 
 

1. 收集相關人士資訊方式 
研究者於高班上學期九月開學後兩個月，即十一月，以訪談方式向任教老師和兩名

學生家長收集資料，明明家長表示在家中會出現下述情況：一）用膳時經常晃動身體

或搖晃物品、二）在外上課外活動時亦經常離座說話；而諾諾家長表示兒子會出現下

述行為：一）課外活動班時會經常打斷老師說話、二）在家時當父母或其他人說話時

經常打斷別人說話並走至面前；任教老師表示在上課時隔數分鐘他們就會相繼出現一

些離座、搖晃或打斷別人說話的情況。除發現當中問題行為外，他們均推測出現問題

行為背後原因或會包含追求刺激、逃避、獲得事物和獲得關注。 
根據訪談結果，他們在面對問題行為的處理方法有不同：回應個案、拒絕需求、交

換條件、口頭警告、預告時間、延長需求。他們表示當中的處理方法成效不一，但其

中的延長需求和交換條件有一定制止問題行為成效，唯成效的可行性因執行者而已；

就明明而言，學校老師回應較堅持和強硬，較能抑制個案問題行為；而對諾諾，學校

老師有原則且家長態度強勢而嚴厲，抑制成效同樣大。 
 

2. 直接觀察方式 
研究者就每天的上課時間，於三小時課堂進行為二十二天的觀察，根據行為事件觀

察記錄表（附件一）記錄兩名學生在每天學習時的特殊事件，將其評量結果整理如表

二（明明）和表三（諾諾）。 
由表二可見，明明的干擾行為分為四種形式：離座找老師說話、不停晃動或搖晃椅

子、詢問時間、在自己位置重覆起身和坐下。四類干擾行為之行為功能皆有獲得關注，

而當中的不停晃動或搖晃椅子和在自己位置重覆起身和坐下亦有自我刺激的功能，少

數有逃避課堂之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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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明明行為事件觀察記錄彙整表 
 

具體行為問題 次數 背後行為功能 

離座找老師說話 41 獲得關注（29）；逃避（12） 

不停晃動或搖晃椅子 33 獲得關注（5）；自我刺激（3） 

詢問時間 6 獲得關注（6） 

在自己位置重覆起身和坐下 17 獲得關注（15）；自我刺激（3） 

 
而在表三可見，諾諾的干擾行為分為四類：離座向老師要求事情和需要、觸碰別人、

插話、詢問時間活動。四種行為均有獲得關注的功能，當中離座向老師要求事情和需

要和插話亦有獲得事物的功能，少數有逃避課堂之功能。 
 
表三：諾諾行為事件觀察記錄彙整表 
 

具體行為問題 次數 背後行為功能 

離座向老師要求事情和需要 46 獲得關注（15）；獲得事物（31） 

觸碰別人 8 獲得關注（5）；逃避（3） 

插話 27 獲得關注（12）；獲得事物（5） 

詢問時間、活動 15 獲得關注（15） 

 
根據功能評量表，歸納兩名學生在觀察期時出現的干擾行為：上課時離座；上課時

擅自插話和詢問無關課堂內容。其功能均有獲得關注之功能，而部分亦有獲得事物和

少數的逃避和自我刺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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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正向行為支持計劃策略設計 
就以上評量結果作基礎，研究者會於此節在前事控制策略、生態環境改善策略、前

瞻性預防、行為訓練策略、後果處理策略上制定相應的正向行為支持計劃，如下所述，

同時計劃內亦會融合前期所收集資訊時獲得的對應策略：拒絕需求、交換條件、口頭

警告、預告時間、延長需求；亦讓家長參與透過運用家長小提示（附錄六）和老師每

次聯繫的內容以配合學生在校透過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以改善其干擾行為增加正向行為。 
 

1. 前事控制策略 
(I) 生態環境改善策略： 
當中分成個人環境和全班環境設計，個人：一）運用視覺策略，把行為契約書張貼

在課室，並在幼兒視線範圍內，以提醒幼兒增加正向行為；二）提供個人參與活動機

會，增加學生參與度；三）運用增強策略，以代幣機制作基礎換取幼兒喜好的獎勵，

例如車輛卡通／比卡超卡通等，讓正向行為達到成效，當有干擾行為出現時，會以口

語作提示，並取走部分代幣以減少不當行為發生。 
大班：一）全班調整座位，把目標幼兒調至單人並靠前或與部分較靜且專注的同輩

坐，提高正向行為；二）課前朗讀課室班規，作視覺和聽覺提示，放大和跟隨正向行

為；三）同儕示範配合，例如請安靜和坐好的小朋友回答問題或選擇事物，提高成效；

四）以班級獎勵表作行為記錄表，提升良性互動，增強學習主動性；五）整理課室，

避免學生因好奇而詢問老師；六）營造班級氣氛，讓全班同學在溫暖和支持的正向環

境下，增加正向行為，提升自信心。 
 
(II) 前瞻性預防：一）課前作互動及預告以滿足引起注意的功能；二）用正向語言

提示正向行為，避免逃避和獲得事物功能；三）調整課程，加入較多互動性和參與性

元素教材，避免因無聊或過深引發行為。 
 

2. 行為訓練策略 
設計替代行為代替干擾性行為，教導幼兒舉手等待，待老師回應後才能以說話表達

需求，利用代替技巧滿足引發注意和獲得事物功能，同時亦教導以適當的言語表達自

己，提高溝通社交技巧，此外藉替代行為教導幼兒忍耐和等待，更以延長換取獎勵密

集度以延長孩子自我控制和達到行為目標的時間。 
 

3. 後果處理策略 
當幼兒表現出正向行為時，老師會即時給予正向反應，如讚美、欣賞等，使正向行

為產生作用。同時，為了增強和延續正向行為，以班級獎勵表方式記錄正向行為次數

和運用增強策略鼓勵和延續行為契約書上的行為，並教導個案利用正向言語表達自己，

達到增強和發展正向行為。 
此外忽略因引起注意和獲得事物的干擾行為，引導學生知道言些干擾行為是失效的，

當出現干擾行為時，立即以語言停止該干擾行為並加以記錄後作重新指令，讓學生增

加學習正向行為的機會。 
 

第三節：計劃實施成效 
從研究結果顯示，計劃實施後會有三個因素影響結果，現試就「正向行為支持計劃

對目標學生改善干擾行為的成效」、「家長參與對目標學生改善干擾行為的成效」及

「家長參與次數與老師聯絡次數的差異」三方面作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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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正向行為支持計劃對目標學生改善干擾行為的成效 
在制定了正向行為支持計劃後，會在執行階段，即處理期始開始實行計劃，並會運

用目標行為和正向行為出現次數記錄表（附件二）記錄幼兒出現相應行為次數。圖一

和圖二呈現在實施整個正向行為支持計劃的前後，包括三階段：1）基線期，第 1至 22
上課日；2）處理期，第 23-57 上課日；3）撤回期（追蹤期），第 58-77 上課日，諾諾

和明明的干擾行為和正向行為出現次數結果分析摘要，圖表中虛線的趨勢線則表示未

來正向行為和干擾行為的走勢趨向。 
從圖一顯示，諾諾在實施計劃後，剛開始不太隱定，次數有回升的表現，但到中期

漸趨穩定，次數亦大幅下降，並於四十七天時更顯示正向行為次數和干擾行為次數重
疊， 表示個案的干擾行為次數大幅下降而正向行為漸增； 而於處理期和撤回期階段間
的趨勢變化亦呈現正向成效，趨勢走向更於五十六天時重疊，顯示於此階段間的趨勢
變化效果明顯，其計劃是有效減少諾諾的干擾行為和提升正向行為。 

 
圖一：諾諾替代行為及干擾行為次數曲線圖 

 
圖二則顯示，明明在實施計劃後，干擾行為次數逐漸下降，而正向行為次數則漸增，

可見其計劃是亦有效減少明明的干擾行為和提升正向行為；而於處理期和撤回期階段
間的趨勢變化亦呈現正向成效，趨勢走向於七十五天時重疊，顯示於此階段間的趨勢
表現亦趨穩定，次數亦逐漸下降，在未來日子正向行為的次數會比干擾行為次數多。 

 
圖二：明明替代行為及干擾行為次數曲線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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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一和圖二可見諾諾和明明干擾性行為次數有明顯下降，兩者的替代行為亦有上升，
能正確運用功能性評量以了解個案學生其行為問題的功能目的及為其設計正向行為支
持計劃。且在進行計劃後能有效改善自閉症學生之干擾行為。 
 
2. 家長參與對目標學生改善干擾行為的成效 

在計劃實施後，與參與者作定期聯繫，內容會以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實施後訪談大綱

（附錄三）的內容為主與與參與者進行溝通，他們表示兩名個案的干擾行為次數大幅

下降，情況亦有很大變化，上課時正向行為亦增加了不少，例如教師 A 表示：「情況

改善很多！現在上我的課也懂得舉手等待，課堂終於變得暢順！（20240205）」，教

師 B 表示：「他們真的改變很多！在課室離座次數大大減少，即使還有狀況出現，也

是能控制的。 （20240207）」；同時他們亦表示在課堂上的心理變化亦趨正面，

例如教師 A 表示：「現在在課室幾乎都沒甚麼狀況了，他們的行為改善了很多，上課

時心情都輕鬆點。（20240312）」，教師 B 表示：「上課壓力減少了不少，不會擔心

課堂進度拖延或要經常處他們的行為。」 
同樣地在實施計劃前後亦有定期與家長保持聯繫和溝通外，亦有給予家長小提示，

家長們亦就此表示在運用家長小提示後，有效減少幼兒的不當行為，如家長 A 表示：

「除了運用家長小提示外，依照老師提供的方法請你____。若他們忘記，可適當地給

予口語提示 。做能有效減少他的不適當行為。（20240110）」；家長 B 表示：「根據

家長小提示的方法做後，在遇到不當行為時作示範和提示能大大減少他在家或外出時

的不當情況（20240311）」。 
除了改善不當行為外，家長亦表示在運用家長小提示後在溝通和心態上亦有變化，

例如家長 A 表示「透過家長小提示，能與兒子和平相處，開始懂得進行有效的溝通。

（20240228）」；家長 B 表示「跟以前大不同，以前很被動，現在化被動作主動，改

變他的狀況。（20240308）」 
上述情況可見研究的參與者就此計劃能改善兩名學生干擾性行為和增加正向行為抱

正面和肯定看法，而給予家長小提示後對計劃亦有一定成效，整體亦能提升自閉症學
生整體身心發展及在生活品質上有正面影響。 

 
3. 家長參與次數與老師聯絡次數的差異 

實驗期共有十六週，於圖三顯示每週老師會主動聯絡家長一次作陽光電話，而在第

五週始至十六週，諾諾家長最少每週會主動聯絡老師一次了解進度與老師交流和溝通

改善幼兒情況，而在第七、八、十一、十二、十四、十五週，即在學校假期前後更是

一星期內主動聯絡老師兩次，每週家長主動聯絡次數和老師聯絡次數總和共有二至三

次。而明明家長於這十六週則沒有主動聯絡老師，每週家長主動聯絡次數和老師聯絡

次數總和共有一次。 
結果顯示，兩名家長在家長主動參與次數達顯著差異，在十六週內諾諾家長主動聯

絡老師次數比明明家長高為十八次。諾諾家長主動聯絡次數和老師聯絡次數總和以百

分比來表示比明明的高 52.9%，因此研究發現家長主動參與次數及其動機高或低會影

響實驗結果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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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兩名家長參與次數和老師聯絡次數比較棒形圖 

 
 

第五章 討論 
於實驗結果發現，諾諾干擾行為次數在實施計劃後減少的速度比明明快，於研究的

第三十六天減少至二十次，而明明的下降速度緩慢，需在第七十天才達到二十次，其

中原因與家長主動和老師聯絡次數有密切關係，於第三十六天，即第八週時諾諾家長

比明明家長主動聯絡老師多出六次，可見家長動機高或低是直接影響幼兒衍生問題行

為或改善行為問題成效的重要因素，這研究與不少研究相若，家長與兒童的互動會影

響幼兒發展的速度，高回應和高參與度的家長對自閉症幼兒發展更佳，透過雙向互動

和在不同環境練習的機會，提供更多讓自閉症兒童學習和調整的機會，在適應上或改

善行為上亦有顯著的成效（Aldred,Green, & Adams, 2004；Siller & Sigman, 2002；林初

穗、張淑慧、潘惠銘、邱俊皓，2013 ）。 
 
除此以外，本研究與其他學者的研究同樣發現和顯示家長的背景因素和教養方式亦

會影響成效，例如父母的教育水平高和低會影響他們接受事物的看法、家長的教養會

影響子女的人格與子女關係等，而諾諾的父親是公職人員，而母親則是教職人員，明

明的父親為商人，母親是家庭主婦，從中可見雙方父母的工作環境會因此累積應付不

同情境和處理方法上的經驗，諾諾的母親因工作環境在學校，故她會比明明的母親在

應對孩子的行為上或處理情緒上有更多不同的經驗，此外亦會更了解家長參與的重要

性，故在家長主動參與方面比明明家長更為積極和主動，同時在運用家長小提示時更

容易掌握和更能配合學校運用正向行為支持計劃去改善諾語的干擾行為，故在未來研

究者在運用相似的介入策略時，可選擇特定家長的家庭背景，就他們的條件提前設計

對應策略（Hoover-Dempsey et al., 2005；侯靖男、江志正，2010）。 
 

 
第六章 結論與未來研究建議 

 
第一節：結論 

整體而言，是次研究能有效運用功能性評量了解兩名個案學生的干擾性行為背後的

社會功能，從而設計正向行為支持計劃。在計劃實施後，兩名幼兒的干擾性性行為次

數較實施前顯著地下降，而行為亦有所改善，當中的替代行為次數逐漸上升，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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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即成效與維持成效。替代行為是以自閉症幼兒特徵作基礎而設計，更能針對和切

合他們的需要，同時在應用層面上，亦運用不少視覺和增強策略，亦營造了正向和溫

暖的環境氛圍，讓同學作同儕楷模的示範，使幼兒向同輩模仿學習適當的行為和言語，

增加敏銳度和自我監察控制，從而提升正向行為改善干擾性行為，以配合喜好的增強

物作獎勵，鼓勵幼兒表現正向行為，使目標行為增加，讓個案提升自我效能感和成就

感（黃昊靜、韓峰，2008）。 
 

第二節：研究限制及對未來研究之建議 
本研究有一定成效，仍有一定限制，一）此研究以個案分析為主，對象是以主流幼

稚園自閉症學生為研究對象，因此針對該類別的樣本數量有限，且無法應用至其他類

別的背景，故只能給其他自閉症的程度和相應年齡性別等的個案作參考用途，需要更

多不同程度、不同類別和不同年齡性別的研究對象作研究。二）本研究的研究場地設

置主流幼稚園課室，未有把實驗計劃推展確家庭或社會環境，研究結果只能給相似的

環境設置作參考之用。三）研究者同時作紀錄人員、試驗者、研究員，研究參與者成

員顯不足，導致在與任教老師協調或商討時會出現定義或不同觀點上的偏差和分歧。

四）家長教育欠缺統一性，本研究的家長參與除了定期與家長聯繫外亦給與家長小提

示，唯因家長參與知能參差不一，故有運用家長小提示時未能有效地確保和保持成效

一致性和延續性，影響幼兒於本計劃的成效。 
就上述的結論和反思，提出下列建議：一）建議未來研究針對更多不同需要類別、

程度、年齡的作研究對象，以探討和了解本研究計劃在普遍性的處理成效。二）建議

把研究概念和模式擴展和套用至不同場地領域，例如家庭，活動場地等。三）建議未

來研究尋求其他相關人士參與及合作，並在實驗前取得一致性共識，共同合作處理和

改善個案問題行為，讓其他前線工作者作更多參考，同時讓實驗獲得更嚴謹的資料分

析和研究。四）在面對家長參與性不足時，建議學校和老師要深入了解學生的家庭背

景，例如家庭收入、家長教育水平、家長教養模式、親子關係等，才規劃更多元化的

家長參與方式供家長選擇。此外在家長教育上，學校和政府可配合，在學校除了有教

師發展外，每學年亦可增設一至兩天的家長發展日，使家長獲得一至兩天有薪假期用

於參與學校為家長舉辦的家長教育工作坊，使家長參與成為社會上彼此間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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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行為事件觀察記錄表 

 
 

 

日期 地點 前事 行為 後 果 及

處理 
行為功能 

     追求獲得實物 

逃避 

追求別人專注 

自我感官刺激 

     追求獲得實物 

逃避 

追求別人專注 

自我感官刺激 

     追求獲得實物 

逃避 

追求別人專注 

自我感官刺激 

     追求獲得實物 

逃避 

追求別人專注 

自我感官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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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目標行為和正向行為出現次數記錄表 
 
 

階

段 
          

天

數 
1 2 3 4 5 

星

期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日

期 
     

時

間 
干

擾 行

為 

正

向 行

為 

干

擾 行

為 

正

向 行

為 

干

擾 行

為 

正

向 行

為 

干

擾 行

為 

正

向 行

為 

干

擾 行

為 

正

向 行

為 

           

           

           

           

           

           

           

           

           

合

計 次

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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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實施後訪談大綱 

 
 

訪談者：_________ 與個案的關係：_________ 訪談日期：__________ 
 
 

*在實施正向行為支持計劃後，與幼兒家長進行訪談，就計劃的成效、運用上的看

法和建議提出意見。 
 
一）針對行為問題的改善：你覺得孩子目前的行為和模式在介入前有否不同？其改

善程度如何？ 
 
 
 

二）針對正向行為的發展：你覺得孩子目前的正向行為表現與介入計劃前有否不

同？你是否有運用老師所提供的小提示？有哪些進行，是否達到你預期的目標呢？ 
 
 
 

三）針對研究的實施過程：你認為在整個實施過程中，有否造成任何困擾，或是有

哪些地方可以改善？ 
 
 
 

四）針對策略對行為問題的運用：你對老師為學生使用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來介入孩

子行為，有何看法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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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家長訪談問卷（對家長進行訪談再記錄） 
 
 

訪談者：_________ 家長聯絡電話：＿＿＿＿ 與個案的關係：_______ 訪談日期：

_________  
 

 
一）你的孩子有什麼行為令你感到有所困擾的？ 
 
二）就上述所列表的行為，你希望優先處理那個行為？ 
● 當這個行為發生時，曾以哪種形態或類型呈現出來？ 
● 為什麼會覺得應要優先處理這個行為？ 
 
三）你會以甚麼處理方法處理上述行為？ 
 
四）針對這個行為，你希望能改善達致什麼程度？為什麼？ 
 
五）你覺得能以正向行為取代問題行為嗎？ 
 
六）你覺得有哪些正向行為可以取代上述要改善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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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任教老師訪談問卷（對任教老師進行訪談再記錄） 
 
 

訪談者：_________ 任教老師科目：＿＿＿＿ 訪談日期：_________  
 

 
一）你的學生有什麼行為令你感到有所困擾的？ 
 
二）就上述所列表的行為，你希望優先處理那個行為？ 
● 當這個行為發生時，曾以哪種形態或類型呈現出來？ 
● 為什麼會覺得應要優先處理這個行為？ 
 
三）你會以甚麼處理方法處理上述行為？ 
 
四）針對這個行為，你希望能改善達致什麼程度？為什麼？ 
 
五）你覺得能以正向行為取代問題行為嗎？ 
 
六）你覺得有哪些正向行為可以取代上述要改善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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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家長小提示 
 
一）找出幼兒的喜好，可從食物、飲料、興趣、活動、運動、玩具、口頭鼓勵和身

體接觸等方面觀察其喜好。 
 
二）為幼兒營造愉快氣氛開始新的一天。 
 
三）可從孩子喜歡的活動引起幼兒的學習興趣，以提升學習動機。 
 
四）預告當天的安排或提前預告仲要活動的注意事項。 
 
五）以示範和提示引領和教導正向行為：1）想獲得物品時，要以說話方式說出，

如我可唔可以___？、請你____。若他們忘記，可適當地給予口語提示 。 
 
六）教導幼兒遇到情緒時，深呼吸再閉上眼睛數五下。 
 
七）當然不當行為表達需求時，家長應堅持不讓孩子達成目的。 
 
八）當出現不當行為時，請孩子重新做一次正確行為。 
 
九）當有正向行為表達需求時，適時給予回應，回應應根據孩子喜好回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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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七 
家長同意書 

 
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參與研究同意書 

 
探討家校合作以配合在校透過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以改善自閉症學生之干擾行為成效

之研究 
 

茲同意敝子弟___________________參加由導師林廷軒責監督,毛景雲執行的研究項

目她/他們是香港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的學生/教員 
 
本人理解此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可用於未來的研究和學術發表然而本人有權保護敝子

弟的隱私,其個人資料將不能洩漏 
 
研究者已將所附資料的有關步驟向本人作了充分的解釋本人理解可能會出現的風險

本人是自願讓敝子弟參與這項研究 
 
本人理解本人及敝子弟皆有權在研究過程中提出問題,並在任何時候決定退出研究, 

更不會因此而對研究工作產生的影響負有任何責任。 
 
參加者姓名:  
參加者簽名:  
父母姓名或監護人姓名:  
父母或監護人簽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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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八 
 

學校同意書 
 

香港教育大學 
 

特殊教育學系 
 

參與研究同意書(學校) 
 

探討家校合作以配合在校透過正向行為支持計劃以改善自閉症學生之干擾行為成效 
 
 
本校同意參加由導師林廷軒負責監督，毛景雲負責執行的研究計劃她/他們是香港

教育大學特殊教育學系的學生/教員。 
 
本人理解此研究所獲得的資料可用於未來的研究和學術發表然而本人有權保護本校

學生/教師的隱私，其個人資料將不能洩漏。 
 
研究者已將所附資料的有關步驟向本人作了充分的解釋本人理解，可能會出現的風

險。本人是自願讓本校學生/教師參與這項研究 
 
本人理解本人及本校學生/教師皆有權在研究過程中提出問題，並在任何時候決定

退出研究， 更不會因此而對研究工作產生的影響負有任何責任。 
 
 
簽署:    ___________________ 
校長/ 學校代表*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教授/博士/先生/女士/小姐*) 
職位:    ___________________ 
學校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 
(*請刪去不適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