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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不論世界各地或本港的資料均顯示 ， 自閉症的確診偓案正日益增加 。 與此同時 ， 香

港推行融合教育已將近15年 ， 這意味著在入證普通學校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童中 ，自閉症學

童越來越普遍。

香港燿能協會—直緊貼社會需求的轉變，近年致力發展自閉症學童支援服務 ，以協

助自閉症學童順利融入普通學校 ， 並助學校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 本會亦積極推行共融活

動 ， 促進自閉症學童與其他學童和諧共處 ， 互相接納 。 在實際的服務經驗中，本會體會

到 ， 要達致有效的融合，有賴各方對自閉症學童的認識、了解和接納 。 然而，自閉症學童

在社交及溝通方面的困難，正正對他們在和朋塑建立友誼關係時造成障礙，亦因此較難獲

得朋輩的認同 。

香港 1 5年的融合教育經驗 ， 主要在小學的層面中打穩基礎 ， 對中學而言 ， 融合教育

則仍處於起步的階段。普通中學的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影響他們態度的因素 、 作為

康復及教育機構可如何促進自閉症學童有效地融入校園生活等，均值得本會研究細酌 ， 以

發展更適切的服務。為此 ， 本會與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合作 ， 進行

了 「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調查」 ， 並把資料印製成報告，希望藉此產生拋磚引

玉的果效 ， 喚起各界對自閉症學童和融合教育的關注，共同為自閉症學童在中學中能順利

融合奠下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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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燿能協會行政總裁

方長發

二零一二年十月

摘要

r 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J

調查報告

1 ) 就主流學校自閉症學生的融合現況，本「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的調查 ， 目的

是探討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土的態度，並分析影齧學生對自閉症人土的態度的因素，例如性

別、年齡、就證級別及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途徑 。 本研究邀請了六間不同地區的學

校，共1138人位中一及中六學生參與填寫問卷 。

2) 結果顯示 ， 超過七成受訪學生 ， 從不認識或從沒接觸過自閉症人士 。 在曾經認識或接觸過

自閉症人士的三成學生中，主要是透過同學、朋友、義務服務對象、報章／ 雜誌 ／ 電視及

網上資訊等途徑 。 透過參與義務工作時的服務對象認識自閉症人士，中一生也有接近一成

半，中六則有接近三成，顯示做義務工作也是一個頗常出現的途徑 。 表示喜歡參與義務工

作的人數超過半數 。 而大多數表示在教師及／或父母鼓勵下參與，受朋蜚的影饗也有不

少 。

3)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學生對不同殘疾類別的態度有明顯優次排序，對智障人士及

精神康復者的態度最為負面 。 是次結果顯示 ， 無論在「社會接納」及「對行為的誤解」 範

疇中，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態度與其他殘疾類別（如 聽覺受損人士 、視覺受損人士、 肢

體傷殘人土）的態度比較下更不理想。在 「社會接納」 的範疇中，指數更是在所有殘疾類

別中最低，清楚顯示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負面，值得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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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J

調查報告

4) 數據顯示，不論高年級或低年級中學生 ， 普遍對自閉症人士 ， 表達較低的社會接納程

度 ，而接納程度並沒有因教育程度和一般知識水平的增長而提高。 中學生雖然知道要

避免歧視行為、取笑別人及確認大家的學習權利，但大多數中學生對與自閉症人士交

往及相處有所保留。高年級女生較能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 但男生所持的態

度卻值得關注 ， 因同儕間相處關係不佳， 有可能出現向墬欺凌 、 排斥及拒絕的群性行

為 。因此教育男生的取態尤其重要。 此外，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程度高，

負面的社會態度會阻礙殘疾人土融入社群 ，中一學生顯著較中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

行為誤解更嚴重 。這也顯示對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增加， 誤解或會減少 ，但並不顯示接

納程度會相應增加 。 此外 ，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有負面的定型觀念 ，受訪學生普遍登

得自閉症人士欠缺社交及溝通能力、有性格上的缺陷、 以及行為與一般人有異 。負面

的定型觀念及誤解會締造對自閉症人士的偏見，甚至形成負面標籤 ， 影翦學童與他們

交往的接納程度 ， 而歧視 、 排斥與欺凌事件亦可能繼而發生。另外 ， 教師對學生的觀

感與行動，顯著地影饗同墮學生對該學生的觀戚。要改善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

態度 ，教諢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 ， 及其行為對其他學生的影響 ， 也十分重要。數據顯

示只有中六女生受到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經驗所影薯 ， 而對自閉症人士有更大

的社會接納 。 而義工服務經驗有助提高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 。 受訪者與自閉症人

士建立了朋友關係 ， 自然地對他們的異常行為有更多的包容 ， 甚至開始會從正面的角

度看他們與—般人的不同 。

5) 研究小組提出建議包括 在學校方面 ， 學校應致力推行校園融合文化及提供學生學習

及參與共融的機會 。 教師應改善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 ， 多組織及安排不同的共融活動

及裝備課堂教學能力 。 自閉症子女的家長應多提升孩子的社交技巧 。 而一般家長亦應

接納自閉症 。 在大眾傳媒方面，應加強大眾對自閉症的認識 ，尤其是透過淺易方法，

增加低年級學生對自閉症的認識 。 非政府機構增強知識轉移及技術交流、協助開發

「共融課程」、義工活動、舉辦培訓及提供資訊 。

6) 機構如要落實推行服務、共融課程、義工服務體驗 ，以及提供資訊和培訓 ， 實有賴資

金贊助 ，才可有充足資源開展項目。故此 ， 政府的支援 ， 十分重要 。 而學校採取的重

視態度和積極參與性 ， 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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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J

調查報告

1. 研究背景

1.1 殘疾人士的康復與教育

現時香港700多萬人口中， 36萬人為殘疾人士 。政府在2007年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將殘

疾類別由以往的八項增至十項 ，包括注意力不足丨過度活躍症、自閉症、 聽障、智力障礙 、

精神病 、 肢體傷殘、特殊學習障礙、言語障礙、器官殘障及視障 。

政府現行對於殘疾人士的教育政策，源於1977年的康復政策白皮書 ，主要方向為推行融合教

育。早於1993年，香港學校教育目標第六項指出 「不論學生的能力為何 ， 每間學校都應幫

助所有學生 ， 包括特殊教育需要 (SEN) 學生 ， 儘量發展學業上及學業以外的潛質」 。 香港

政府於 1 995年發表《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中重申本港的融合教育政策 。 教育局於2000

年的教育改革方案也強調會照顧有學習障礙的學生的需要 ， 透過特別輔導及幫助 ，讓SEN學

生有發展所長的機會 。 平等機會委員會亦於2001年制定《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 ， 為

私營和公立教育機構訂立指引，致力避免和消除對殘疾人士的歧視，以達到人人平等 。指引

包括設立無障礙學習環境 、 制定合適收生程序、調適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評估、輔導，以

確保SEN學生的個別需要能被滿足 。 中國政府已於2008年8月 1 日向聯合國交存了批准書，成

為《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的第33個締約國 。同年的8月 31 日，《公約》正式對中國包括香

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開始生效，內容涉及教育 、 康復及就業 ， 對融合教育發展 ，有深層次的

影饗 。

1.2 融合教育政策

願著政府對融合教育政策的制定 ， 教育局（前教育署）亦推行各種相應措施發展融合教育 。

早於 199冇98學年，前教育署展開為期兩年的「融合教育先姆計劃」，協助主流學校內的五

類SEN學生，這包括聽障學生、視障學生、輕度智力障礙學生 、 身體弱能學生及智力一般的

自閉症學生 。 其後 ， 在統合教育發展下 ， 有特殊學習障礙、智力障礙、自閉症、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障 、聽障及言語障礙等 ，共八類的SEN學生，均於普通學校與其

他同學—同學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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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在2003/04學年推行「新資助模式」計劃 ， 按照每間學校的SEN學生數目和個別學生

問題的嚴重性，為學校提供津貼。現行政策是全校參與照顧學生差異 ， 教育局根據三層

支援架構模式，為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第—層支援乃透過優質課堂教

學 ， 照顧有短暫或輕微學習因難的學生，避免情況惡化。第二層支援則運用補充的資

源，額外支援有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包括SEN學生。第三層支援針對個別問題較嚴重

的SEN學生，提供更強的支援 。

1.3 主流學校自閉症學生現況

糙著公眾對自閉症的認識增加和診斷的進步 ， 美國疾病控制和防禦中心於2008年發表的

數據顯示被診斷為有自閉症的人土的數字比率為 1 : 88• 較2000年的數字 (1 : 1 50) 提

高了78% 。 香港的現象亦有增加的趨勢，香港被診斷為有自閉症的人士的數字由 1999年

的277人上昇到2008年的 3,800人 。

自 1 997年的先導計劃後，融合教育已有多於15年的發展過程。願著融合教育的推行，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個案數目，近年不斷上升， 就讀於普通學校被識別為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數目 ， 由 200卻09學年約 17,600名增加到201 甘12學年約28,600名（立法會CB

(2) 25 18/11-12 (01) 號文件） 。 而於主流學校就證的自閉症學生於2009-2010 學年

有1 ,480人 ， 2010-2011學年有 1,980人 ， 2011-20 1 2學年升至2,320人（立法會CB (2) 

2518/ 11-12 (02) 號文件） 。 故此，自閉症學生於主流學校就讀的情況將會越來越普

遍 。

2. 自閉症學生的融合

2.1 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分別於2000年和2010年進行了學生和公眾人士對殘疾人

士的態度的基線調查。 2000年的調查邀請了 5,069名小四、中—、中四和中六的學生填

寫問卷。問卷的內容為對五種殘疾人士，包括智障（弱智） 人士 、精神病康復者、肢體

傷殘人士、 聽覺受損人士及視覧受損人士的態度。結果顯示受訪學生對殘疾人士有不少

的行為誤解，感覺他們有威脅和不能預測 ， 不大願意與他們有聯繫或接觸。受訪學生亦

偏向注意殘疾人士的限制和障礙 ， 例如鳧得他們容易發生意外和只適合做重複的工作。

平機會於2010年的調查邀請了 1 ,800名住戶參與面對面訪問 ， 最終有 1 ,0 1 1人接受訪問 。

調查收集了公眾人士對 12種殘疾人士的態度，其中包括自閉症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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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受訪者偏向認為殘疾人士有—定程度的無能或依賴別人 。然而 ，有約六成受訪者

(59%) 認為自閉症人士如果接受治療或得到幫助，能夠過著愉快及滿足的生活 。 但亦有—

定數噩的受訪者認為，愛滋病帶菌者／愛滋病患者 (3 1 %) 、器官殘障 (30%) 或肢體受損人

士 (26%) 即使接受治療，也不能夠過著愉快及滿足的生活。對於殘疾人士入證主流學校的

態度，視乎殘疾類別而有所不同 。 但總括來説 ，有超過40%受訪者不同意有殘疾的學生入譖

普通學校比特殊學校更為理想 ， 其中不同意智能障礙人士 (75%) 或精神病患者 (69%) 的

比率較高 。數據顯示公眾人士對不同殘疾人士的態度及其可能帶來的歧視 。

對於融入普通學校 ，不少外國和香港本土的硏究都顯示 ， 自閉症學生在各種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中，被主流學校的教師評為最具挑戰性及難度的學生類別 (Peters & Forl,n 20 11, 

Frederickson & Cl ,ne, 2009; Humphrey, 2008) 。不少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設計的教學方

法和策略，也不一定能有效地適用於教導自閉症學生 (Frederickson & Cl ,ne, 2009) 。 2006

年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和香港小學教育硏究學會的融合教育研究，指出有六成教師認為自閉症

學生為極度或非常難以應付，有約三成教師不大願意在主流學校教導自閉症學生。

外國的文獻也顯示，教師的觀戚與行動顯著地影習學生對不熟悉的同塑的觀戚。例如 ， 教諢

對某學生的稱讚和批評 ， 往往在其同塑學生中，分別造成正面和負面的觀感 (Barker & 

Graham, 1 987) 。 教師對自閉症學生的負面態度，可能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普通學生對其自

閉症同學的態度 。 社會和周遭的群體對殘疾人土的接納程度也決定了殘疾人士是否能夠融入

社群 。因此，在推行融合教育之際，確實有需要研究現時普通學生對殘疾人士的態度和有甚

麼因素影音普通學生的觀戚與態度 。

2.2 孕育正面態度的各種因素

關於學生對自閉症同學的態度，有外國的學者從情威、認知，和行為三個向度來量度受訪者

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情戚的態度指個人威覺 ， 例子包括 「我害怕患有自閉症的同學。 」

行為上的態度指與對方互動的意向 ， 例子包括 · 「我會在午飯時坐在自閉症學生旁邊 。 」 認

知上的態度指對自閉症人士的想法，例子包括 · 「我認為有自閉症的同學很憂愁 。 」外國的

研究普遍顯示普通學生對於有自閉症的學生在行為和認知的態度上，頗為負面 (Campbel I 

et al., 2004; Swaim & Morgan, 2001) 。 香港亦有研究顯示，香港小學生對具自閉症相關行為

特徵的問學接受程度低（黎， 2006)• 有四成學生表示不願意與有自閉症的學生同班 。該

研究者認為數據反映了自閉症融合生在主流學校所面對的困難 ， 較其他有特殊需要同學的困

難大 ， 其中原因可能是小學生較難接受自閉症學生的一些具干擾性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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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甚麼因素影器學生對自閉症同學的態度， 世界各地和香港本土的研究都十分缺

乏。若看關於—般人對各種殘疾人士的態度的研究 ， 文獻普遍指出（如 Chan, Lee, Yuen 

& Chan, 2002) ' 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與殘疾人士接觸的經驗，都是重要因素 。

a) 年齡

關於年齡與對殘疾人士態度的關係 ，有研究顯示童年到青少年時期的學童對殘疾人士的

態度會頗年紀增長而改善 (Ryan,1 98 1 ) 。 但也有其他研究比較8至 1 4歲的兒童

(Rosenbaum et a I., 19 86) 或3至 12歲的兒童 (Now1c如& Sand,eson, 2002)' 發現年齡與

態度沒有顯著關係 。 平機會於2000年的研究顯示 ， 學生年級與對殘疾人士的態度的非線

性關係。從小四到中—和中四 ， 學生對殘疾人士的態度有下降的趨勢， 從中四到中六，

卻有上昇的趨勢 。 研究者解釋 ， 這與學童不同階段的社交發展和知識水平很可能有關

聯 。

b) 性別

在性別方面 ， 有不少硏究都發現女生對有殘疾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的接納程度較男

生高（黎， 200s; 平機會， 2000; Campbel I et al ., 2004; Now1ck1, & Sand1eson, 2002; 

Rosenbaum et a I., 1986) 。性別的分別趨勢在不同年齡層的人士也—致。然而 ， 箇中原因

仍有待研究 。

c)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方面，有本地研究顯示 (Lau & Cheung, 199 9) 教育程度越高，對有智能障礙人

士的歧視越低 。 研究者指出造趨勢有可能與教育提昇人的安全感、 開明的思維、知識 、

與殘疾人士相處的技巧有關。

d) 與殘疾人士接觸的經驗

在與殘疾人士接觸的經驗方面 ， 外地有研究顯示在融合教室上課的兒童比普通教室上課

的兒童更能接納有殘疾的同學 (Now, c如 & Sand,eson, 2002) 和有更正面的態度 (Tripp

et a l., 1 995) 。 香港平機會於2000年的硏究亦顯示認識或曾經與殘疾人士有接觸的受訪

學生 ， 對殘疾人士的態度，較沒有接觸過殘疾人士的學生，顯著正面 。

一般學者認為，社交接觸可以減低—般人因對殘疾人士缺乏認識和接觸而有的焦慮

(Chan et al ., 2002) 。然而，也有外地研究顯示，普通學生與有自閉症的學生有更多接

觸後，對自閉症學生的印象仍然相當負面 (Campbel I et a l., 2006) 。 有香港本地研究指

出 ， 接觸的質素而非頻密程度對殘疾人士的態度為決定性的因素 (Chan et al .,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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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於2000年的研究亦指出，接觸的方式可以是被動，如在早會裡聽一位有視豈障礙人士

的演講 ， 或者可以是互動性的 ， 如在小息時與有殘疾的冏學玩耍。有心理學者 (A l I port, 

1 954) 提出—項「接觸理論」去探討社交接觸如何影饗人與人之間的偏見和歧視 。 其中提到

在某些情景和條件下，如一段較長時間平等的小組分享，會減低偏見和歧視 。 在香港的文化

環境下 ，怎樣的情景和接觸的模式最能改善一般人對殘疾人土的態度，有待進一步的硏究 。

2.3 有待探討的問題

上文提到，香港的融合教育政策已經推行了超過 15年，尤其在普通小學 ， 已有—定的成效。

然而融合教育在中學實行仍處於起步階段，支援和配套普遍不足。本地—些融合教育研究，

如《邁向優質教育 個案研究報告》、《視障學生在普通學校學習的困難及挑戰調查報

告》、《聽障小學生在融合教育遇到的困難及挑戰調查報告》丶《融合教育在香港小學推行

的情況》 、 《探討香港視障學生在一般學校內的全人發展研究》及近期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

委託的《香港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硏究》，分別指出融合生在學習及適

應方面的困難 ，尤其是社群關係及同儕支援等方面，提出消除歧視 、 發展共融文化的建議 。

就對中學生與殘疾學生的相處和態度，特別是對於自閉症學生的研究仍見缺乏。有見及此，

香港耀能協會與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 於20 1 2年合作進行了—項「香

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硏究。硏究主要目的是探討有關課題現況，從而提出改善服

務的建議 。

3. 研究目的及方法

3.1 研究問題

就主流學校自閉症學生的現凡，本調查目的是

a 探討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b. 利用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於2000年進行的學生對

殘疾人士的調查（以下簡稱為平機會報告）所得的—組客觀指數，比較學生對自閉

症人士及其他殘疾人士組別的態度之分別。

C. 審視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與下列因素的關係

性別

年齡丨就證級別

曾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與否

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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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樣本數的決定及抽樣方法

本「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調查研究是以簡便抽樣 (convenient sample) 方

法，從香港、九龍、新界三區普通中學中 ，研究小組邀請多所學校參與調查 。 研究小組

是利用平機會報告的結果估量基本樣本數 。 就平機會報告內的五大殘疾人士類別而言 ，

我們假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會接近對智障人士及精神病患者的態度 ， 於是在「社

會接納」及「對行為的誤解」兩個範疇中進行了樣本數估量 。 我們將顯著性水平

(s1gn1f 1cant leve l ) 設定為5% ' 統計檢定力 (power) 設定為 80% ; 然後從平機會報告

內小四、中一、中四、 中六學生對智障人土及精神病患者在「社會接納」及「對行為的

誤解」的平均值及標準差 ， 計算所需的基本樣本數 ， 並詳列於表一 (a) 及 (b) 內 。

估量結果顯示小四及中四學生需要較大樣本數 。 在資源及條件的限制下 ， 是次調查只向

中—及中六年級的男生和女生進行 。

表一 樣本數估量 （顯著性水平設定為5%• 統計檢定力設定為80%)

( a ) r社會接納」範睏

平均值 標準差 基本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基本樣本數

小四 33.4 7.6 914 33.2 7.5 1,767 

中— 36.2 7.4 191 36.1 7.0 199 

中四 37.7 6.0 26 35.6 6.1 149 

中六 35.2 4.7 32 35.3 5.1 30 

(b) 「對行為的誤解」範疇

平均值 標準差 基本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基本樣本數

小四 29.9 5.9 242 28.8 6.2 00 

中一 31.2 5.8 94 30.4 5.3 299 

中四 31.8 4.7 27 29.7 4.9 524 

中六 30.3 3.9 32 29.5 4.2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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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方法

研究小組向各中學發出邀請信 ， 若校方表示願意參與 ， 便聯絡校方以安排時間到學校派發及

收集調查問卷 。資料收集包括中學生的基本賚料及其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和威覺的意見 。所

有問卷數據均保密處理 ， 學生對調查表上每頁陳述的回應，均經由機器閲卷並自動懣取答

案 ， 再匯入Excel檔內，並運用SPSS 7 8.0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然後按照分析結果，作出討

論及建議。此外 ，亦透過聚焦小組 ， 訪問自閉症中學生及曾當義工的普通中學生 ， 作出質性

數據研究。

3.4 問卷設計

整份問卷調查是以平機會報告採用的問卷為依據 ， 硏究小組邀請了一群對自閉症有豐富臨床

經驗的專家 ， 就著研究的目的抽取合適的範疇，並按自閉症人士的特殊情況修訂個別陳述項

目的字眼。問卷主要有以下三個部份。

學生資料：

包括學生的性別、年齡 、 就讓級別 、 曾否接觸或認識自閉症人士與及學生參與義工服務的貿

料

調查問卷內容：

研究小組採用了一個量度學生對指定殘疾類別人士態度的工具，此評估工具來自平機會報

告 。調查問卷採用李克特量表（匕kert Scale) 因點選項 · 極之同意、同意、不同意 、 極之不

同意，要求回應者指出自己對問卷上的各項陳述的認同程度 。問卷上所陳述的項目，乃經過

多次施測及研究後而定案，並通過亻言度與效度檢驗，能有效地量度學生的態度。

原有調查問卷的陳述項目被歸納成四個範疇 「樂觀－人權 」 、 「對行為的誤解」、「悲

觀一絕望」及 「社會接納 」 。平機會報告指出四個範陷中以「社會接納」為最重要的範畸 ，

被視為態度屬性的關鍵指標。 由於資源所限 ，本研究只選取「社會接納」及 「 對行為的誤

解」兩個範畸作為是次問卷調查的內容，但保留兩個範畸內的所有陳述項目。「社會接納」

是探討學生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對自閉症人士產生的可能反應和行為動機， 「 對行為的誤

解」則是形容對自閉症人士的—般誤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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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內容包括「社會接納」範疇的17項陳述 ， 及「對行為的誤解」

範疇的13項陳述，合共30條陳述項目 。

「對行為的誤解J

013,014,018,019,020,0 23,024,028 

04,07,08,015,0 16,017,021 ,022, 

025,026,027,029,030 

對自閉症人士戚覺描述的形容詞 ：

形容詞清單列有38個形容威覺的詞集 ， 包括正面及負面的形容詞 。 受訪學生需要在清單

中選出五個最能描述他們對自閉症人士威豈的詞集 ， 再按其獲選的百分率將這些形容詞

排序 ，以反映學生對遙類人士的普遍印象 。

3.5 問卷信度

原先問卷上的個別陳述項目 ， 對不同殘疾類別都有在字眼上作出修訂，以切合該殘疾類

別的情沅 。 由於此硏究是針對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與原有的調查問卷的五類殘

疾人士（ 智障、精神康復者、肢體傷殘人士、 聽豈受損人士及視冤受損人士）不同， 研

究小組特邀專家小組協助調適個別陳述項目的字眼 ，以配合此次調查所針對的殘疾類別

（自閉症人士 ） 的情況 。

由於在字眼上有所改動 ， 研究小組將本調查問卷所取得的回應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檢

定 ， 並採用高巴士系數 (Cronbach' s Alpha ) 作測試 。 結果顯示 ， 經修訂後之調查問

卷 ， 其高巴士值位於0.792至0.816之間（見表二 ） ， 與平機會報告中原有問卷對其他殘

疾類別的高巴士值相若 。

表二 調查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比較 （ 高巴士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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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

4.1 問卷調査 ： 參與人數

於2012年 1 月，「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問卷調查成功在本港六間中學取得 1 , 1 38份有

效回應 。 參與學校分佈在香港、九龍及新界區域 ， 包括男校、女校及男女校，當中包括第一

至第三組別的學校（表三） 。

表三 參與學校的地區、組別、種類及受訪學生數目分佈

地區 I 學校組別 I 種類 I 受訪學生數目
港島 3 男女校 130 

港島 2 男校 139 

九龍 1 男女校 27 1 

新界 2 男女校 302 

港島 3 女校 290 

九龍 3 男女校 6 

參與學生總人數： 1,138 

在 1,138份有效回應中，中一學生有527人，中六學生有593人（表四 (a)) ; 當中女生（中

一 51.2% , 中六 58%) 較男生（ 中一 48.8% , 中六 42%) 為多，以高年班尤甚（表四

(b)) 。 由於受訪學生在填寫問卷上的背景資料桐出現不同程度的遺漏 ，研究小組採用了

stepwise方法處理個別資料的邋漏值，致分析不同資料時的總人數不盡相同， 惟最高總人數

應為 1 , 138 ( 特別註明者除外） 。 同時，所有顯示的百分率為 「有效百分率J , 以有關資料

的有效人數為分母計算。

表四受訪學生的年級及性別分佈

(a) 

( b ) 

1111111 
男生 257 48.8% 

女生 270 51 .2% 

有效人數 5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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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受訪學生的背景資料

在成功回收的 1 , 138份問卷中

中一學生年齡平均為 1 3 ; 而中六學生的平均年齡則為1 7 。

超過七成 (804人 ）受訪學生從不認識或從沒接觸過患有自閉症的人士 。 在曾經認

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三成 ( 327人 ）學生中（表五） ， 受訪中一及中六生均約有兩成半

是透過同學而認識 ，—成是透過朋友認識。透過參與義務工作時的服務對象認識自閉症人

士，中—生也有接近—成半， 中六則有接近三成 ， 顯示做義務工作也是—個頗常出現的途

徑。 以上是經過直接接觸而認識的，另一途徑則是較為被動的， 是透過報章 、 雜誌、電視

及網上資訊認識自閉症人土， 受訪中六學生約有兩成 ， 中一也有一成七（ 表六及表七）。

表五 受訪學生過去曾否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分佈情況

-
認識或接觸 －鬥9% I 156 I 29.7% 167 28.2% 
過自閉症人士

不認識或接觸過 I 804 I 11 .1% I 370 I 10.3% 426 71.8% 
自閉症人士

有效人數 I 1,131 I 100% I 526 I 100% I 593 I 100% 

表六 受訪中一學生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途徑的分佈情況

三途徑 中一生（百分率）
（有效人數： 156) 

同學 25.12% 

參與泰務工f乍暗69/Ji屋務對象 75.81% 

膀友 72.56% 

報章／雜誌／雹親 10.23% 

鋰烕 791% 

其他 7.91% 

綱上資訊 6.98% 

鄰居 5.58% 

家人 2.79% 

遺漏值 5.12% 

Ac::, ; 討.. 100% 

19 

~ 

表七 受訪中六學生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途徑的分佈情況

. ; 中六生 （ 百分率 ）

（ 有效人數： 167) 

參與涯務工非時旳嚴務對象 2 7.73% 

同學 23.78% 

/j/j友 72. 73% 

報章／雜喆／電覦 11.36% 

綱上資訒 9.09% 

親戚 5.00% 

家人 3.64% 

鄰居 3.18% 

其他 2.7 3% 

遣漏值 1.36% 

ACl ~討.. 100% 

表八 受訪學生參與義務工作意向的分佈情況

參與義務工作的意向 I 人數 百分率

十分不喜歡 47 4.34% 

不喜歡 39 3.60% 

頗不喜歡 43 3.97% 

沒意見 315 29.11% 

頗喜歡 408 37.7 1% 

很喜歡 136 12.57% 

十分喜歡 94 8.69% 

有效人數 1,082 100% 

受訪學生被問及是否喜歡參與義工時， 408名學生表示頗喜歡參與義工 ， 表示很喜歡參與義

工的受訪學生有136名 ， 表示十分喜歡參與義工的受訪學生則有94名 ， 因此有表示喜歡參與

義務工作的人數超過半數（表八）。然而，表明有不同程度不喜歡參與義務工作的學生也有

1 29名 ， 其餘受訪學童表示沒有意見的則有315名 。

至於受何人鼓勵參與義務工作，由於部份學生選取多於一個選項，故此合計總額比最高總人

數為高，實則有效人數為 1 ,077 。 受訪學生受師長 、 長蜚的影窰頗大，大多數表示在老師

(336名）及／或父母 (223名）鼓勵下參與。受朋塑的影饗也有不少 ， 有些受訪學生是受

朋友 ( 1 46名）及同學 (121名）鼓勵的 。 自 己願意去做義工的則有222名，另有319名受訪

學生表示沒有人鼓勵他們參與義務工作（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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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鼓勵受訪學生參與義務工作人物的分佈情況 （多項遺擇 ）

鼓勵學生參與義工的人物 人數（有效人數： 1,077) 

老師 336 31 .20% 

父母 223 20.71% 

朋友 146 13.56% 

同學 121 11.23% 

自己 222 20.61 % 

沒有人 319 29.62% 

n 

4.3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研究小組根據中—及中六男女生對「 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調查問卷」的回應 ， 計算出他們

在每個陳述項目的平均值 。 平均值的計算方法是將學生的回應用下述方法轉化為評分數

值。

陳述項目分為正面及負面項目（詳見附表十） 。 評分以分數越高代表對自閉症人士越不

理想的態度為準則， 正面陳述項目的分數值分配如下 「 非常同意」為 1 丶「同意」為

2 、「不同意」為 3 、「非常不同意」為 4 。 而負面的陳述項目，其分數值則是 · 「非常

同意」為 4 、「同意」為 3 、「不同意」為 2 、「非常不同意」為 1 。每項陳述項目從所

有受訪學生回應中計算出的平均得分已表列在表十至表十二內 。 此外每位受訪學生在同

一範疇內所有陳述項目的平均得分將視作該學生在該範疇的綜合得分。

根據平機會報告所示， 以分數值2.0定為「分界點」 (cut-off pornt) • 若個別陳述項目

的平均得分或個別範哈的總平均分高於該分界點 ，即表示回應者整體上對該項目傾向表

示同意 。

4.3.1 r社會接納」的範疇

在社會接納範疇內的17項陳述項目中，中一生的回應有 11項 (0 1, 02, 03, 0 10, 011 , 

014, 018, 0 19, 023, 024, 028) 的平均分在 「 分界點」 2.0之上 ，而中六生的回應亦有

1 1項 (0 1 , 02, 03, 09, 010, 01 1, 014, 0 18, 019, 023, 028) 的平均分高於「分界點 J

（表十及表十—) 。 當中有 1 0項陳述項目重程，而024只於中—生內出現 ， 09則只見於

中六生。

表十 「社會接納」範疇的陳述項目及中一和中六生回應每個項目的平均值

題號 陳述項目
平均值

01 我不希望我的鄰居是一位自閉症人士 2.79 2.46 
02 如果班上有些同學是自閉症人士， 我會和他們父談 2.09 2. 15 
03 讓自閉症人士入讀普通學校比特殊學校更為理想 2.40 2.33 
05 不論是否自閉症人士 ，任何同學都可在校內彼此學習 1.73 1.85 
06 我認為不應稱—位是自閉症的同學為「怪雞」 1.74 1.74 
09 我們有責任幫助自閉症人士 1.91 2.01 
010 乘車時，我不希望讓自閉症人士坐在我身旁 2.28 2.07 
011 如果我有一個兄弟姊妹是自閉症人士，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2.61 2.30 
012 看著自閉症人士進食令我戚到反胃 1.91 1.77 
013 我認為取笑別人「怪雞」沒有甚麼大不了 1.74 1.89 
014 如果有一個自閉症人士在公園想和我及我的朋友—起玩，我會接受他 2.03 2.04 
018 自閉症人士會喜歡和其他自閉症人士相處 2.55 2.22 
019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個性，很難和他們相處 2.59 2.47 
020 自 閉症人士基六上和—般人沒有分別，只是在某些方面受到局限 1.93 2.00 
023 我們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十分影響他們對自己的看法 2.05 2.01 
024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對其他健全的人都懐有妒忌和怨恨 2.1 0 1.97 
028 我害泊和自閉症人士相處，因為他們常有難以預測的反應，亦有暴力行為 2.37 2.26 

經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1 (One-sarrple Wt lcoxon s igned rank test) 的結果顯示，在平

均值高於「分界點」的陳述項目中 ， 014及023在中—生（分別為 p=0.280及p=O. 1 04) 及中

六生（分別為 p=0.095及 p=0.653) 的回應都是不顯著異於2.0 ; 而09在中六生的回應中亦是

不顯著異於2.0 (P=0.546)' 其他高於「分界點 」 的陳述項目均顯著異於2.0 (P<0.01) (表

十一及十＝ ） 。

註1 鑑於問卷所採用的李克特（匕kert Sca l e) 四點呈表屬於序位資料 (ord ina l data)' 我

們在數據分析上主要採用無母數統計檢定 (non-parametric test) 以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

檢驗 (One-sample Wi lcoxon signed rank test) 測試在平均值高於「分界點」的陳述項目中，

是否有顒著異於2之分別。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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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中一生在「社會接納 J 範疇內平均值高於 r分界點」 2.0 的陳述項目及其是否顯著異

於2.0的檢驗結果 （ 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 ）

1 平均值高於「分界點」的陳述項目題號r...i 

01 我不希望我的鄰居是－位自閉症人士 2.79 0.000 
0 11 如果我有一個兄弟姊妹是自閉症人士，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2.61 0.000 
0 19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個性 ， 很難和他們相處 2.59 0.000 
018 自閉症人士會喜歡和其他自閉症人士相處 2.55 0.000 
03 讓自閉症人士入讚普通學校比特殊學校更為理想 2.40 0.000 
028 我害怕和自閉症人士相處，因為他們常有難以預測的反應 ， 亦有暴力行為 2.37 0.000 
0 10 乘車時 ， 我不希望讓自閉症人士坐在我身旁 2.28 0.000 
024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對其他健全的人都懷有妒忌和怨恨 2.10 0.000 
02 如果班上有些同學是自閉症人士 ，我會和他們交談 2.09 0.000 

023 袞行對自閉症人士旳磑度十分影&(t/J冇對自己旳看法 2.05 0.104 
014 姒果有—痼自問症人士在公圀惹祀我及我旳膀友—起玩，我倉虔受（t/J 2.03 0.280 

表十二 中六生在 r社會接納」 範疇內平均值高於「分界點」 2.0 的陳述項目及其是否顯著

異於2.0的檢驗結果（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 ）

題號 平均值高於「分界點」的陳述項目題號
中—

0 19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個性，很難和他們相處 2.47 0.000 
0 1 我不希望我的鄰居是一位自閉症人士 2.46 0.000 
03 讒自閉症人士入續普通學校比特殊學校更為理想 2.33 0.000 

0 11 如果我有一個兄弟姊妹是自閉症人士 ，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2.30 0.000 
028 我害怕和自閉症人士相處，因為他們常有難以預測的反應 ， 亦有暴力行為 2.26 0.000 
0 18 自閉症人士會喜歡和其他自閉症人士相處 2.22 0.000 
02 如果班上有些同學是自閉症人土 ， 我會和他們交談 2.15 0.000 

0 10 乘車哼 ，我不希望讓自閉症人士坐在我身旁 2.07 0.005 
014 P/J. 果有一涸启閉症人士在公固惹和我及我旳膀友一起玩，我倉梗受勉 2.04 0.095 
023 我伊苷苲禱，症人士旳態度十分影舒勊亮對自己旳看法 2.07 0.653 
09 我冇有貨仔舒劭自閉症人士 2.07 0.546 

大多數的中學生認為與自閉症人士的交往及相處是有所保留 。 他們傾向同意不希望鄰居是一

位自閉症人士 (01 : 中一生平均值2.79 ; 中六生平均值2.46) 。如果班上有些同學是自閉症

人士 ， 很多學生都不同意會和他們交談 (02 中—生平均值2.09 ; 中六生平均值2. 1 5) 。 乘

車時，也不希望讓自閉症人士坐在我身旁 ( 010 中一生平均值2. 28 ; 中六生平均值

2.07) 。甚至如果學生有一個兄弟姊妹是自閉症人士 ，大部份也表達自己不會告訴任何人

(011 中一生平均值2.6 1 ; 中六生平均值2.30) • 因為很多學生認為大部份自閉症人土都

有異於常人的個性 ， 很難和他們相處 (019 中一生平均值2.59 ; 中六生平均值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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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害怕和自閉症人士相處 ， 因為他們常有難以預測的反應 ， 亦有暴力行為 (028 中一生

平均值2.37 ; 中六生平均值2.26) 。 此外，他們大多較認為自閉症人士會喜歡和其他自閉症

人士相處 (018 中—生平均值2.55 ; 中六生平均值2.22) 。同意讓他們入續普通學校比特

殊學校更為理想 (03 中一生平均值2.40 ; 中六生平均值2.33) 。從結果顯示 ， 他們普遍認

為分隔自閉人土與普通人土會更加合適 。

然而 ， 也有許多學生認為不論是否自閉症人士 ， 任何同學都可在校內彼此學習 (05 中一生

平均值 1 .73 ; 中六生平均值1 .8 5 ) 。 同學亦傾向不贊同稱—位是自 閉症的同學為 「怪雞 」

(06 中—生平均值 1.74 ; 中六生平均值 1 .74) • 以取笑他們 (0 1 3 中—生平均值1.74 ; 

中六生平均值 1 .89) 。這表示學生在某些看法上也持有正面態度。

4.3.2 r 對行為的誤解」的範疇

在對行為的誤解範皚內的 13項陳述項目中，不論中一或中六生，其回應的平均值都在「分界

點」 2.0之上（表十三 ） 。 經統計數據顯示 ， 在造 13項項目中 ， 中—及中六生的回應都是顯

著異於2.0 (p<O.O 1 ) (表十四及十五 ） 。這顯示大多數學生都偏向對自閉症人士的行為有誤

解。

表十三 「對行為的誤解」範晒的陳述項目及中—和中六生回應每個項目的平均值

z 邑 · 陳述項目

04 自閉症人士入證普通學校會對其他同學造成不便 2.3 1 2.23 
07 自閉症學童缺乏上進心 2.25 2.07 
08 自閉症人士適合做簡單而又重獲的工作 2.67 2.38 

0 15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是天生有自卑戚 2.50 2.46 
016 在任何情況下 ，自閉症人士都會被其殘疾限制 2.37 2.30 
0 17 自閉症人士有怪異的行為 2.66 2.53 
02 1 自閉症人士不能真正地感到快樂 2.30 2.10 
022 自閉症人士在多方面與普通人無分別 2.10 2.10 
025 自閉症人士都是難以預測的，他們往往有衝動的行為 2.63 2.49 
026 自閉症人士並沒有能力作出道德上的抉擇 2.32 2.1 2 
027 自閉症人士比普通人更容易發生意外 2.57 2.52 
029 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性格 2.71 2.58 
030 自閉症人士不是家人和社會的負累 2.10 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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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四 中—生 r對行為的誤解」範疇內平均值高於 r分界點」 2.0 的陳述項目及其是否顯著

異於2.0的檢驗結果 （ 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 ）

I-題號 陳述項目
平均值 lilr吾

029 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性格 2.71 0.000 
08 自閉症人士適合做簡單而又重覆的工作 2.67 0.000 
017 自閉症人士有怪異的行為 2.66 0.000 
025 自閉症人士都是難以預測的，他們往往有衝動的行為 2.63 0.000 
027 自閉症人士比普通人更容易發生意外 2.57 0.000 
Q15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是天生有自卑威 2.50 0.000 
0 16 在任何情況下 ， 自閉症人士都會被其殘疾限制 2.37 0.000 
026 自閉症人士並沒有能力作出道德上的抉擇 2.32 0.000 
04 自閉症人士入讀普通學校會對其他同學造成不便 2.31 0.000 
021 自閉症人士不能真正地戚到快樂 2.30 0.000 
07 自閉症學童缺乏上進心 2.25 0.000 
022 自閉症人士在多方面與普通人無分別 2.10 0.000 
030 自閉症人士不是家人和社會的負累 2.10 0.000 

表十五 中六生 r對行為的誤解」 範疇內平均值高於 「分界點」 2.0 的陳述項目及其是否顥著

異於2.0的檢驗結果 （ 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

頫號 平均值高於 r分界點」的陳述項目題號
平均值 可隹

029 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性格 2.58 0.000 
0 17 自閉症人士有怪異的行為 2.53 0.000 
027 自閉症人士比普通人更容易發生意外 2.52 0.000 
025 自閉症人士都是難以預測的，他們往往有衝動的行為 2.49 0.000 
0 15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是天生有自卑威 2.46 0.000 
08 自閉症人土適合做簡單而又重覆的工作 2.38 0.000 

0 16 在任何情況下，自閉症人士都會被其殘疾限制 2.30 0.000 
04 自閉症人士入讀普通學校會對其他同學造成不便 2.23 0.000 
030 自閉症人士不是家人和社會的負累 2.1 8 0.000 
026 自閉症人士並沒有能力作出道德上的抉擇 2.12 0.000 
021 自閉症人士不能真正地戚到快樂 2.1 0 0.000 
022 自閉症人士在多方面與普通人無分別 2.10 0.000 
Q7 自閉症學童缺乏上進心 2.07 0.000 

較多學生傾向認為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性格 (029 : 中一生平均值2.71 ; 中六生平均

值2.58)• 自閉症人士都是難以預測的 ， 他們往往有衝動的行為 (025 : 中—生平均值

2.68; 中六生平均值2.49) • 自閉症人士有怪異的行為 (017 中—生平均值2.66; 中六生

平均值2.53) 自閉症人士比普通人更容易發生意外 (027 中一生平均值2.57; 中六生平均

值2.52)• 自閉症人士適合做簡單而又重覆的工作 (08 中一生平均值2.67; 中六生平均值

2.38)•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是天生有自卑戚 (0 1 5 中一生平均值2 .50 ; 中六生平均值

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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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背景變項與學生態度上的差異

4.4.1 不同級別在態度上的分別

圈－及圏二以平均值及標準誤差反映中一及中六生在「社會接納」及 「對行為的誤解 」 範疇

綜合得分上的分別，而圈三及圈四則進一步探討中一 、中六生在該兩個範疇的綜合得分是否

存在性別上的差異 。 鑑於是次研究屬小規模調查 ， 回應者的數目有限 ， 其平均值備受異常值

所影響，較難反映不同群組間之差異 。 在往後的討論，我們主要以中位數作為依據及進行統

計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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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中一及中六生在 r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平均值及標準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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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中一及中六生在 r對行為的誤解J 範疇綜合得分的平均值及標準誤差 圖四 中—、中六男生及女生在「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綜合得分的平均值及標準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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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把中一生及中六生分為兩個組別，計算每位學生在 「社會接納」及「對行為的誤

解」範疇內所有陳述項目的平均得分作為該學生在該範疇的綜合得分，並製作盒狀匱

(boxplot) 顯示兩個範疇的綜合得分在兩個組別的分佈狀況 。

吐會接納(SA)

· 中一另生 ·中一女生 ·中六另生 ·中六女生

圏五是中一及中六生在勺士會接納」範瞞綜合得分的盒狀圈，而圖六是兩個組別在「對行為

的誤解 J 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圈。從盒狀圏所示，無論中一及中六生，其「社會接納」及

r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的綜合得分中位值均高於 r分界點」 2.0 。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

檢驗2顯示中一及中六生在 r社會接納 J 及「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的綜合得分均顯著異於2.0

(p<0.01) 。

註 2 鑑於受訪學生在兩個範疇的綜合得分分佈都不符合「正態假設」 ( norma Ii ty 

assumption) 的要求，我們在數據分析上主要採用無母數統計檢定，並利用威爾科克森單樣

本符號秩作檢驗。

國三 中一 丶 中六男生及女生在「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平均值及標準誤差



圖五 比較中一及中六生在「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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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比較中一及中六生在 r 對行為的誤解」 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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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不同級別學生態度上的差異 ， 我們採用曼惠二氏U檢定法 (Mann Whi tney U test) 作

測試 。 結果顯示低年級（中一）與高年級（ 中六） 的學生只在「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的綜合

得分有顯著分別 (p<0.0 1 ) 。 高年級學生回應大部份的項目的平均值均較低年級學生的為低

（ 表十三） ， 即表示年幼的低年級同學在對「行為的誤解」 方面持較負面的態度 。然而，

「社會接納」範疇的綜合得分在低年級與高年級學生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P=0.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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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不同性別在態度上的分別

在探討不同性別在態度上的分別時 ， 我們把中—及中六學生各分為男生及女生共四個組別，

並製作盒狀圖顯示兩個範疇的綜合得分在四個群組中的分佈狀況 。

圖七 ( a) 是中一男生及女生在 「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 而圖七 (b) 是中一男

生及女生在「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 硼七 (c) 及 ( d ) 分別是中六男生和

女生在「社會接納」範疇及 「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 曼惠二氏U檢定法顯

示只有高年級（中六）男、女學生在 「社會接納」範疇的綜合得分有顯著分別 (p<O.O 1 ) • 

高年級的女生之綜合得分大多低於男生（鬯七 (C)) 。 低年級（ 中— )學生在「社會接

納 」 (P=0.837) ( 圖七 (a)) 及「對行為的誤解」 (P=0.606 ) (圖七 (b)) 的綜合得分

及高年級學生在 「對行為的誤解」 (P=0. 346) (圖七 (d)) 的綜合得分均沒有顯著的性別

差異 。 因此 ，我們相信高年級的女生是較能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

匿七 ( a ) 比較中一男生及女生在 勺士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4.50 

4.00 

3.50 

3.00 

2 .50 

2.00 +--------- ----------

1.5 0 

1.0 0 

1- --1 
0.50 丶曼憙二氏U檢定法P=0.837(雙尾）

0 .00 
中一男生_SA (n=257) 中一女生一SA (11=270) I SA : 「社會接納 」 範螠綜合得分

30 



圖七 ( b ) 比較中一男生及女生在 「對行為的誤解 」 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匾 圖七 ( d ) 比較中六男生及女生在 r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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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C) 比較中六男生及女生在「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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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與不同殘疾類別人士比較

平機會報告中， 學生對不同類別殘疾人土的態度基線是以計算「對殘疾人土態度的指數 」

(D1sab山ty 丨 ndex - D I ) 反映 。 該指數是依據在個別範繻內計算所有陳述項目的總平均分，

再將之轉化為 1 - 1 00的數值 ，而數值越大代表越正面的態度。換言之 ，數值100代表最正面

的態度 ， 0代表最負面的態度 。

中六男生一SA(na248) 中六女生一SA (na343) SA 「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

* p<0.01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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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亦依此計算出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態度的基線指數 ， 並將此指數與其他殘疾類別人士

的結果（平機會報告 ，頁XXI) 作出比較 （表十六及十七） 。

表十六「社會接納」範疇內不同殘疾類別的 r對殘疾人士態度的指數」 (D I)

殘疾類別

聽覺受損人士 67.9 73.4 

視覺受損人土 65.7 73.1 

肢體傷殘人士 68.3 72.9 

智障人士 62.3 64.4 

精神病復康者 62.5 64.2 

自 閉症人士 61.1 63.6 

匾 匾

表十七 「對行為的誤解」 範疇內不同殘疾類別的 r對殘疾人士態度的指數」 (DI)

殘疾類別

聽覺受損人士 62.0 66.2 

視壹受損人士 58.0 63.7 

肢體傷殘人土 60.0 63.1 

精神病復康者 55.4 57.8 

自閉症人士 52.6 56.3 

智障人士 53.4 55.8 

Ii 
層

平機會的報告顯示 ， 學生對不同殘疾類別的態度有明顯優次排序 ， 對智障人士及精神康復者

的態度最為負面 。 是次結果顯示 ， 無論在「社會接納」及 「對行為的誤解」範疇中，中學生

對自閉症人士態度與其他殘疾類別 （ 如 聽壹受損人士、視覺受損人士、 肢體傷殘人士 ）

的態度比較下更不理想 。 在 「社會接納」的範疇中， 指數更是在所有殘疾類別中最低 ， 清楚

顯示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負面 ， 值得關注。這個結果 ， 印證研究小組採用智障及精神

康復者的數據作為樣本數估量的恰當性。

4.4.4 曾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在態度上的分別

研究小組為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經驗對學生在態度上的影響作進一步探討，初步發現這

些經驗對學生在 「社會接納」及 「 對行為的誤解」的綜合得分沒有顯著差異。由於年級及性

別在態度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饗 ， 我們將曾經或不曾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土的學生拆分為中

一、 中六、 男生、女生不同組合作比較 ，以曼惠二氏U檢定法測試認識或接觸的經驗對不同

組合在「社會接納」 及「對行為的誤解」綜合得分上之差異 。結果顯示， 這些經驗使女生在

「 社會接納」的綜合得分上顯著低於沒有遙方面經驗的女生 (p<0.05) 。 此現象主要來自高

年級女生 ，若區分女生為中—及中六，中六女生的顯著性水平達p<0.01• 而中—女生則沒有

顯著差異 (p;Q .94 1 ) ( 表十八） 。這表示曾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高年級女生是較能

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

~ 

表十八 比較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經驗對男女生及高低年級女生在 「社會接納」範疇的

綜合得分有否顯著差異的檢驗結果 （ 曼惠二氏U檢定法 ）

*p<0.05 

4 .5 從不同途徑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在態度上的分別

問卷數據

從學生回應得知 ，不論中—或中六生 ， 其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經驗主要來自患有自閉症

的同學或參與義務工作 。 我們把從這兩種途徑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學生各分為中一及中

六生 ，以曼惠＝氏U檢定法測試這些途徑對兩個組別在「社會接納」及「對行為的誤解」綜

合得分上之差異（表十九） 。 結果顯示， 中六生透過參與義務工作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 ，

其 「社會接納 J 的綜合得分顯著低於其他組別 (p<0.05) 。這表示參與義務工作的高年級

生 ， 不論男女 ， 對自閉症人士較能持芷面接納態度 。 至於經由患有自閉症的同學這途徑而取

得的經驗，對學生們在面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上沒有顯著的分別 。

表十九 比較從不同途徑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對中一及中六生在 「社會接納」 及 「對行為

的誤解」範疇的綜合得分有否顯著差異的檢驗結果 （ 曼惠二氏U檢定法 ）

中一

中六 *0.023 

."' r.i~ 邑

0.798 

0.156 

lil~ 邑

0.774 

0.362 

*p<0.05 

4.6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厭覺

受訪學生在38個形容訶組成的清單中選出最合適地描述自閉症人士的詞奐 。表＝十顯示中一

及中六級別，由高至低排列出詞粱選取的百分率 。結果選取百分率超過20% 的詞彙，其中包

括 缺乏表達能力 (53 .53%) ; 社交冇咁好 (44 .67% ) ; 缺乏自信 (34.36%) ; 自卑

( 29.66%) ; 應予幫助 (26.94%) ; 不易相處 (26. 1 3%) ; 可憐 ( 25.4 1 %) ; 自我保誤

(24.77%) 和行為怪異 (24.23%) 。

首兩個形容詞是描述受訪學生所威覺到的自閉症人士實際上面對的困難，其他形容詞可反映

出受訪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心理狀況和行為表現之感受 ， 如「缺乏自信」、「自卑」、「自

我保護」、「行為怪異」和「不易相處」 。受訪學生亦威到他們可憐，應給予幫助 。

33 34 



表二十挑選各項形容詞的人數及百分率 （ 多項遺擇 ）

1 兢乏表達鹿力

2 在·交冇咐妊

3 兢乏自儕

4 启卑

5 應予野劭

6 不易相緝

7 可憐

8 启栽尿護

9 孖為怪巽

10 沉悶

11 與普通人無分別

12 冇機心

13 不會傷害別人

14 失驚無神發作

15 脾氣暴躁

16 自我

17 大叫大喊

18 冇耐性

19 天真

20 縣和

21 自憐

22 有攻擊性

23 危險

24 思想幼稚

25 樂天

26 得人驚

27 態度差

28 自強不息

29 值得信賴

30 關心別人

31 有趣

32 自信

33 上進

34 容易相處

35 值得佩服

36 亻/守B=思、

37 合群

38 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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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494 

380 

328 

298 

289 

287 

274 

268 

195 

180 

167 

149 

125 

116 

103 

83 

80 

76 

75 

67 

65 

64 

57 

56 

54 

53 

50 

47 

47 

40 

39 

37 

36 

30 

29 

22 

13 

53.53 

44.67 

34.36 

29.66 

26.94 

26. 73 

25.47 

24. 77 

24.23 

17.63 

16.27 

15.10 

73.47 

11.30 

10.49 

9.31 

7.50 

7.23 

6.87 

6.78 

6.06 

5.88 

5.79 

5.15 

5.06 

4.88 

4.79 

4.52 

4.25 

4.25 

3.62 

3.53 

3.25 

3.25 

2.71 

2.62 

1.99 

1.18 

4.7 質性數據 ： 聚焦小組研究結果

聚焦小組 （ －） ： 訪問自閉症學生

關於普通學生和自閉症學生在學校的相處 ，本研究亦透過聚焦小組訪問了五位自閉症學生。

當中四位學生芷在普通中學就證 ， —位在職業訓練局就贖 。 他們講述或憶述在中學時與同學

相處的情況。

受訪學生的背景資料 ．

有受訪者表示在學校沒有多少知己 ， 同學不喜歡他，別人説他社交差。有學生認為可能因為

自己的外貌或行為 ，讓人威覺容易欺負 ， 所以常常成為發洩對象。他也曾經因為發脾氣打

人。

對於同學對自閉症學生的負面態度 ， 有受訪者提到有受到同學在身體上的欺凌 ， 如拳打他 、

踢他 、 摑一巴 、打左腳 ， 亦有在言語上罵他、講粗俗言語 ， 和在默書時塗污他的本子 。

對於自閉症學生在學校交友方面 ， 有受訪者提到在校內的功課輔導班認識高年級的同學而成

為朋友 ， 也有在學校社工舉辦的活動而認識的朋友 ， 他們能夠接納受訪者與普通學生的不

同 ， 如奇怪的動作。

對於在甚麼場合自閉症學生比較容易交朋友 ， 受訪者提到共同興趣的組織 ， 如巴士迷組織、

app 丨 e迷會、青年學會、保齡球會 、 羽毛球班 、服裝設計班 、 陶藝班，和圍棋班 。 也有在家

長資源中心 、 社區中心、小童群益會、 YMCA等—些社福機構認識朋友 。

關於學校可以提供什麼途徑或幫助讓自閉症學生與其他同學有更多和更好的互動，有受訪者

提議學校辦入學營l入學前的群體性活動，或一些共融計劃，讓普通學生與自閉症學生一齊

活動，增加彼此了解。另外亦可舉辦外出活動、小組活動、興趣班，一些需要學生共同合作

的活動 ， 讓自閉症學生有更多與人溝通的機會 ， 多認識新朋友 。 也有意見指出 ， 希望有更多

專業人士（社工、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提供輔助 ， 社工亦可以跟校方有更緊密的合作 ，

如社工可以觀課 ，以加強跟進有需要的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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賅焦小組 （ 二 ） ． 訪問曾經參與自閉症人士工作的義工

聚焦小組邀請了五位曾經參與自閉症人士工作的義工接受訪問 。 他們均曾在香港耀能協會專

為自閉症人士而設之服務中擔任義工。

受訪學生的背景資料

學生 A B C D 

性別 男 男 男 女 女

年齡 15 13 16 17 14 

年級 中四 Grade 8 中四 中五 Grade 9 

曾參與

（自閉症小組） 20 30 20 25 60 

義工時數

鼓勵學生 母親 母親 姨母 母親 母親

參與義工的人物 老師 老師 老師

對於在未參與義工前 ， 他們對自閉症人士的觀戚 ， 受訪者普遍表示以往他們變得自閉症人士

不懂得與人溝通 、好難相處 、常常躲在自己房間裡、行為怪異、甚至好像 「怪物」。

參與自閉症人士的義務工作後 ， 有受訪者覺得對自閉症小朋友有更深了解 ， 開始認識他們行

為背後的原因 。 例如有受訪者發登自閉症小朋友並非刻意不理睬別人 ， 而是有時候見到有某

些事物或物件，他們會非常專注 ，以致完全聽不到和看不到別的東西。

也有受訪者壹得跟自閉症人士相處多了 ， 變得他們的異常行為並非如想像中的極端 ， 跟普通

小朋友的分別沒有想像中大 。 有受訪者發覺 ，自閉症人士並非不願意與人溝通 ， 甚至會主動

跟他們談話 ， 並非如想像中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只是言語表達可能會差一點 ， 性格執著

一點，例如執著於某種玩玩具的方式。 但並非難以接受他們的不同 ， 因為明白了他們 ， 就覺

得不是什麼特別 ， 也可以與他們融洽相處 。

有受訪者甚至從正面角度看自閉症人士跟普通人的不同， 釁得他們的想法有時候很有趣 ，由

不同角度看事物 。 受訪者普遍壹得在做義工的過程中跟他們相處得很開心 ，見到他們在活動

和遊戲中學到東西、玩得開心， 義工們也感到快樂， 因為覺得他們有很多學習上的需要 ， 很

想幫他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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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討論

本硏究主要探討不同年級和性別的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以及影鞏他們的態度的

因素 ， 期望透過探討現況 ，對現行政策和服務提出改善的建議。研究人員收集來自香港不同

地區、不同組別 (Band 1至Band 3) ' 和不同性別 （包括男校、 女校和男女校）的主流學

校共1138份問卷 。

5. 1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程度低

數據顯示 ，中一學生和中六學生在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程度沒有差異。在社會接納方

面 ， 中—學生在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的 1 7個項目 中， 有9項顯著傾向負面。而中六學生的趨

勢亦然 ， 1 7個項目中有8項是顯著傾向負面 。兩組學生只在三個項目 中有較芷面的態度 ， 包

括覺得不應稱患有自閉症的同學為 「怪雞」 、不應取笑他們 ， 和任何同學都可在校內彼此學

習 。這反映中學生雖然知道要避免歧視行為、取笑別人及確認大家的學習權利 ，但不論是高

年級或低年級 ， 中學生普遍對自閉症人士 ， 表達較低的社會接納程度，而接納程度並沒有因

教育程度和一般知識水平的增長而提高，這值得我們關注。大多數的中學生對於與自閉症人

士交往及相處有所保留，如不希望鄰居是一位自閉症人士 、 不會和他們交談 、 不希望與自閉

症人士接觸、不會告訴別人有患有自閉症的親人。與平機會於2000年的調查結果比較，該研

究報告發現中六學生較中—學生更能接納殘疾學生 ，對象乃智障人士、精神病康復者、肢體

傷殘人士 、聽覺受損人士及視覺受損人士 。 故此 ， 在社會接納方面，學校也許就中學生的認

知及行為的差異 ， 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 ，讓學生多認識及多接觸自閉症，積極培養他們對自

閉症學生的正面態度 。

面對與日俱增的融合學生 ， 改善普通學生對融合生的態度 ， 特別是接納程度 ， 是一項大挑

戰。本研究數據與平機會於20 10年進行的「公眾對殘疾人士的態度基線調查2010」調查結

果吻合。該研究訪問了 1,01 1 名 1 5歲或以上的受訪者 ， 了解他們對各類殘疾人士， 包括對自

閉症人士的態度 。 在教育和培訓上， 融合教育雖然已推行超過十多年，但受訪者仍然對殘疾

學生入譖普通學校表示懷疑。平機會數據顯示， 超過40%受訪者不同意有殘疾的學生入證普

通學校較特殊學校更為理想。對於融合教育的態度視乎殘疾類別而有所不同 ， 其中最多受訪

者不同意智能障礙人士 (75%) 或精神病患者 (69%) 入讓主流學校 ， 反對自閉症學童的也

有56% (平機會， 2010) 。由此觀之， 數據顯示中學生普遍不能接納自閉症人士 ， 而同輩接

納是融合教育成功的先決條件 。 如何促進同儕接納，這會是一項優先發展的工作 。 社會各階

層有必要加強工作，以增加普通學生的社會共融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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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年級女生較能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除年級外，性別會否影饗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態度 ，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 ， 男

女的差異只在中六學生中有統計上的差別 ， 在中一學生的數據中沒有差別 。 高年級女生較能

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 很多研究均指出女性持有較正面態度（例如平機會， 2000;

Campbel I et al., 2004; Now1ck1, & Sandieson, 2002) 。 箇中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 。 然而從另一

角度看，男生所持的態度是值得關注的 ，因為男生有較多機會與男性自閉症學生交往 。據統

計顯示，男性自閉症人士多於女性四倍以上 。青少年時期 ，以同性相處及交往居多，朋輩的

相處會十分影饗其自我形象的建立及群體交往的意向 。 如果相處關係不佳 ， 有可能出現同罡

欺凌、排斥及拒絕的群性行為。因此教育男生的取態尤其重要 。 教師在策劃共融活動的方向

上 ， 應考慮性別差異的因素，尤其是男生與自閉症學生的社群關係發展，多為男生設計共融

活動 ， 讓男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和認識自閉症人士 。

5.3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程度高

在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上 ，無論是中一或中六的學生，在全部13個項目上 ， 都有偏向負

面的回應 。例如中一及中六學生均認為自閉症人士有異於常人的性格和有怪異的行為 。 手賓

上 ， 自閉症人士因自身的限制和困難 ，如溝通困難 、 社群關係弱及固執性格，往往出現了一

些令人難以理解的行為 。 當自閉症學童有個人需要的時候，又或遇到困難和變遷， 他們傾向

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會立即用自己的方法去達到目的 。 他們可能未愤察覺自己的問題、沒

有即時理會社群常規、 不憧考慮他人的想法及威受、難以表達自我的情威和適應突變。 在旁

人看來，他們表現的行為，可能是古怪和與眾不同，又可能是令人討厭不安，不受歡迎。有

時他們甚至未能及時理會環境的安全，造成意外 。 在他人眼中便成為既自我、獨處、衝動、

怪異、違規及難以預測的行為 。 為保安全和減少影臨，有些人認為讓他們做些簡單及重覆的

工作會較好 ， 穩定少變 ， 可減少對其他人的騷擾。

Rosenthal等人 (2006) 指出，負面的社會態度會阻礙殘疾人士融入社群 。 校園本身就是一

個小社會，負面的社會態度便會影罌自閉症融合生在普通學校的學習。本研究問卷數據顯

示，受訪中一或中六的學生均一致傾向認為自閉症人士入譖普通學校會對其他同學造成不

便，不太接納與他們一起學習 。 因此，研究小組認為必須透過教育，減少誤解，好讓同學們

清楚認識自閉症人士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理解他們的困難和限制 ， 從別的角度嘗試了解他

們， 這樣就不會容易誤解他們的行為和動機，並建立對自閉症人士的正面和開放的態度 ， 建

設和諧的共融校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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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份數據有一點值得留意，比較中一及中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 中一學生顫著

較中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行為誤解更嚴重 。這可能反映隨著年齡增長、或經過數年的中學

教育過程，中學生普遍對自閉症人士行為減少了誤解 。然而 ， 如上文所述 ， 在社會接納方

面，中六學生和中一學生並沒有顯著差別 。 這也顥示對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增加 ， 誤解或會減

少，但並不顯示接納程度會相應增加 。 由此可見 ， 學校在策劃共融活動時，除了要增加普通

學生對於殘疾人士的認識外 ， 也許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以促進普通學生和殘疾學生的互動

與社交 ， 提升社會接納的程度。

5.4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有負面的定型觀念

本研究問卷收集了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形容詞，有超過20%受訪者選取的形容詞有· 「缺

乏表達能力」 (53.5%) ; 「社交冇咁好 J (44.7%) ; r缺乏自信」 (34.4%) ; r 自卑」

(29.7%) ; 「應予幫助」 (26.9%) ; r 不易相處」 (26. 1%) ; r 可憐」 (25.4%) ; 

r 自我保誤」 (24.8%) 和勺T為怪異」 (24 .2%) 。這反映受訪學生普遍變得自閉症人士

欠缺社交及溝通的能力、有性格上的缺陷、以及行為與一般人有異 。 有不少受訪者亦對自閉

症人士表示同情 ， 覺得他們可憐及應予幫助。外國文獻 (Penn et al ., 2000) 亦指出一般人

對自閉症人士的印象普遍是社交能力低、不恰當的情緒行為、怪異行為、 自我傷害 、 和言語

障礙 。

負面的定型觀念及誤解會締造對自閉症人士的偏見 ， 綦至形成負面標籤 ， 影響學童與他們交

往的接納程度 ， 而歧視、排斥與欺凌事件亦可能繼而發生 。 有學者 (Gray, 1993) 指出一般人

對自閉症人士形成特別負面的印象 ， 其中一個因素是自閉症人士不一定像—些其他類別的殘

疾人士，有比較明顯的外觀。 而自閉症人士的異常社交和破壞行為 ， —般人會較傾向歸咎於

自閉症人士個人的責任（如不服從社會的規矩）而非其病患所帶來的限制 。加上社會人士普

遍對自閉症缺乏正確的理解 ，即使是教師，對自閉症人土也有不少誤解，如覺得 r 自閉症的

學生沒有學習障礙」、 r 自閉症是一種情緒的疾病」、 r 自閉症人士有特殊天份或技能」

(Helps et al., 1999) 。外國研究顯示，比較其他殘疾學生，教師普遍對自閉症學生較少同

情心及有更多忽略和歧視行為 (Gray, 1993; Peyton, 2004) 。上文研究背景也有提到 ， 教師

對學生的觀威與行動 ， 顯著地影嚻同蜚學生對該學生的觀戚 ( Barker & Graham, 1987) 。由

此可見 ， 要改善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教師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以及其行為對

其他學生的影睾 ， 也十分重要 。 有學者建議，特殊教育的教師培訓，亦應包括一些情緒管理

的元素 ， 包括憤怒管理和同理心培養 ，讓教師在課堂內正確處理自己的情緒。此外，亦應包

括矯正教師對自閉症學生的一些與現實不相符的期望 (Ling et al., 2010) 。 總而言之 ，教師

有效的自我情緒管理以及對自閉症學生正確的觀念和理解 ， 將提高教學效能和課室的共融氣

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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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曾接觸自閉症人士的高年級女生有較高的社會接納

數據顯示只有中六女生受到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經驗所影饗，而對自閉症人士有更大

的社會接納 。 至於為何男生或低年級女生不會因認識或曾接觸自閉症人士而對他們有更大接

納，原因有待進一步探究。有研究顯示，在主流學校裘 ， 儘管與有特殊需要的同學一起相處

多時 ，不一定能培養對他們有良好的廠覺 ，即筋單接觸並不是就能建立正面態度 (Wong,

2008; Hastings & Graham, 1995) 。 縱使有多項研究顯示 ， 對有特殊需要人士的「認識」及

「接觸 J 是影聳正面的態度形成的兩個重要因素 (Gelber, 1993; Elmaleh, 2000; Au & Man, 

2006) 。事實上 ，許多學者認為要提高普通人對殘疾人士的社會接納 ， 不是單單提供殘疾的

基本知識，更需要培養對殘疾人士的能力和功能上的限制的充份認知和理解 (Verp lanken & 

Me1gaders, 1994)• 並對殘疾這個概念本身建立正面的態度 (Hastings & Graham, 1995)' 

這樣才可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學會接納他們 。

社交接觸是一個複雜的課題，長時間接觸（例如在課堂或家庭） 可以令學生有真正的理解及

尊重，但亦可能帶來挫敗威及氪到煩躁。有不少研究顯示，普通學生與殘疾學生在教室間的

恒常接觸並不一定能培養同學之間的正面態度 (Nowic相 & Sandieson, 2002)' 反之，接觸

過程的負面經歷更可能增加歧視 。若普通學生將與殘疾學生的互動，看作對其社會地位和自

我形象的威脅 ， 就更難以接納。尤其在香港這個十分著重學業成就的社會裡， 主流學校學生

在學業上，普遍存在很大的競爭 (Wong, 2002) 。同學間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較難建

立包容及接納。因此，很多學者都提倡在安排普通學生與殘疾學生的互動與接觸時，應細心

地策劃交往活動的內容 ， 有系統地建立一個合適的環境，議學生能建立正面的社交互動和有

意義的交流 ，同時要留意活動的場景是否有利於融合普通學生跟殘疾學生的社會群體

(soc阅 group ing) 和自我形象的建立 (Wong, 2008) 。學校是需要刻意安排校園共融活

動 ， 塑造機會議學生與自閉症人士直接交往和合作的 (Hewstone, 2003) , 彼此為共同目標

(shared goa I) 而努力 (Allport, 1954)• 讓普通學生真正體驗自閉症人士的難處、長處和

潛能 ， 彼此產生朋蜚間情戚上的聯繫 (Harrberger & Hewstone, 1997; Pettigrew, 1997) , 這

樣才可協助他們消除對他們的誤解與焦慮 ， 接納他們 ，以推動共融文化 。

5.6 義工服務經驗有助提高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

本研究問卷跋據顯示 ， 只有少數受訪者（約30%) 有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中六學生較多

是透過參與義工 ，而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 (27.7%) • 而中一學生則較多是因曾有自閉症

同學而認識自閉症 ( 25. 1%) 。 而統計結果顯示，經同學而認識自閉症人士，並沒有使各個

組別的中學生在行為誤解和社會接納有更正面的傾向；而參與義工的經驗， 卻對中六學生在

社會接納上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至於為何參與義工能使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有更大的接納，

本研究透過聚焦小組收集的數據提供了一些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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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提到他們在未曾參與有關自閉症人士的義務工作前，都對自閉症患者有—些負面的看

法，覺得他們社交有問題、難以溝通和行為怪異 。 受訪者指出在參與義務工作的過程中，與

自閉症小朋友有接觸以後，對他們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明白和能體會自閉症人士各種行為的

背後原因 ， 如他們有時候太專注於某些事物而忽略了他人，而這些是源自於他們的一些認知

上的限制而並非刻意忽略他人 。 由於義工的場景常常是一些遊戲和團體活動 ， 讓他們能在輕

鬆和歡樂的氧氛下，與自閉症人士有互動 ， 這都有利於普通學生與自閉症人士關係和互信的

建立 。 受訪者與自閉症人士建立了朋友關係，自然地對他們的異常行為有更多的包容，甚至

開始會從正面的角度看他們與一般人的不同 。 由此可見，鼓勵香港中學生參與義工，提昇他

們主動參與的意向，很可能有助改善他們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6 建議

數據顯示，不論高年級或低年級中學生，普遍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方面，表達較低的社

會接納程度，而接納程度並沒有因教育程度和一般知識水平的增長而提高 。 中學生雖然知道

要避免歧視行為、取笑別人及確認大家的學習權利，但大多數的中學生對於與自閉症人士的

交往及相處有所保留 。 高年級女生較能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但男生所持的態度卻

值得關注 ， 因同儕間相處關係不佳，有可能出現同罡欺凌、排斥及拒絕的群性行為 。 因此教

育男生的取態尤其重要 。 此外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程度高， 負面的社會態度會

阻礙殘疾人士融入社群 ，中一學生顯著較中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行為誤解更嚴重 。 這也顯

示對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增加 ，誤解或會減少，但並不顯示接納程度會相應增加 。 此外 ， 中學

生對自閉症人士有負面的定型觀念，受訪學生普遍覽得自閉症人士欠缺社交及溝通的能力、

有性格上的缺陷、以及行為與一般人有異 。 負面的定型觀念及誤解會締造對自閉症人士的偏

見 ， 甚至形成負面標籤，影饗學童與他們交往的接納程度，而歧視、排斥與欺凌事件亦可能

繼而發生 。 此外，教師對學生的觀威與行動，亦顯著地影罌同莖學生對該學生的觀厰，要改

善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教師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以及其行為對其他學生的影

鞏，也十分重要 。 數據也顯示只有中六女生受到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經驗所影霎，而

對自閉症人士有更大的社會接納。義工服務經驗能有助提高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 。 受訪

者與自閉症人士建立了朋友關係，自然地對他們的異常行為有更多的包容，甚至開始會從正

面的角度看他們與一般人的不同 。 就以上的討論 ， 研究小組提出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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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對主管教育機構或學校行政人員的建議

6.1.1 致力推行校園融合文化

融合教育推行多年，學校已致力推行校園融合文化 。 然而一些學生仍有不同程度的誤解及社

會接納情況仍欠理想，實應繼續加建共融校園。校本政策須以融合教育為政策，大力落賈推

行有關的措施。學校應從低年級開始 ， 向學生教忠正確的共融理念 ， 尤其是男生，更加需要

積極的教忠 。 消除歧視、減少欺凌、同儕輔坦、 關懷協助等，均是長期的培育目標。學校行

政人員多向家長介紹共融政策， 鼓勵家長參與和合作 ， 推動共融文化 。

6.1.2 提供學習及參與機會

主管教育機構應投入資源灌輸正面教育，多舉辦有意義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正確認識自閉症

人士 。 現行在高年級推動之 r其他學習經驗課程」 ，若推行義工服務時，可安排學生多接觸

殘疾人士， 特別是自閉症、精神復康或智障人士 ， 這會議學生從相處中學習及改變態度，加

深了解、提升正面接納和減少誤解。設計課程的時候， 亦應將共融活動列入正規教育課程，

例如在通識教育科內 ，發展共融教材 ，以教忠學生以正面態度 ， 對待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

6.2 對學校教學人員的建議

6.2.1 改善教師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教學人員的言行舉止及態度都是學生的榜樣，他們必須以身作則，多關懷自閉症學生 ， 多與

他們傾談 ，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 ， 協助他們解決困難 。 並且多學習多元化的教學技巧，以誘

發自閉症學生有效地學習 ， 培養及發揮他們多方面的才能，建立自信、自強及獨立的性格 。

這樣可發揮他們的優點，建立孩子的正面形象，化解同學們對他們行為的誤解，幫助他們融

入社霖 o

6.2.2 組織及安排不同的共融活動

教職員也可採用協作教學、小組分享或討論丶合組活動、鼓勵伙伴同行計畫 (Buddy

System) 、朋蜚支援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等 ，以協助自閉症學童成長。教學人員在課堂內，

多教坦普通學生慬得關懷他人，發揮同理心，了解個別差異， 明白他人戚受，彼此尊重及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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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裝備課堂教學能力

教師需時刻在教學的時候，將共融文化的理念，貫徹於各教學領域中，並且使融合教育得以

在學校教育中順利實施 。 教師應多進修 ， 學習情緒管理及教坞自閉症學生的技巧 。 現時香港

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與不同幽體舉辦的「最佳老友」、「特殊學習障礙

大使計劃」及 「特殊教育精英計劃」 ， 目的是讓準教師認識特殊教育需要及建立與特教生的

良好關係， 從而改善課堂教學技巧及培養對特教生的正面態度 。

6.3 對家長的建議

6.3.1 提升自閉症子女的社交技巧

有自閉症孩子的父母應積極尋求方法協助子女成長，針對他們的需要，儘早參與評估及介

入， 鼓勵其孩子參加專題訓練 ， 如認識怎樣交友和提升社交技巧等 ，讓他們憧得如何面對日

後可能所遇到的挑戰 。 當孩子能懂得自控，減少情緒行為問題，與人交往暢順的時候，同學

自然樂於與他們接觸 ， 偏見和誤會也會相應少了 。 家長也毋須過份保誤孩子，應儘量讚子女

參與一些正常社交活動 ， 豐富其交友的機會及經驗 。

6.3.2 誘埠其他家長接納自閉症人士

普通學童的家長有時會認為自閉症學童會搗亂課堂秩序 ，教師在教學時為了處理患有自閉症

的學童的問題， 可能會貲時照顧他們 ， 因此家長會澹心其子女的學習進度會被延誤等 。 他們

不太歡迎這羣學生的觀念，可能會直接影鞏其子女對他們身邊的同學的看法 。 普通學童的家

長應獲得協助，使他們更了解自閉症學生，並以開放態度接納自閉症人士，且教育其子女多

包容他們，鼓勵子女接觸他們 ， 社會人士才能得以和諧共處 。

6.4 對大眾傳媒的建議

6.4.1 宣傳自閉症的訊息

根據突破機構於2010年進行之「香港青少年媒體使用情況調查」報告結果， 66%的本地10至

29歲青少年 ，每天上網3.6小時，超過九成 (95. 1 %) 的青少年收看免翡電視（平均每週8.6

小時），五成 (50.7%) 透過免費電視台網頁 ， 收看重播節目 。 數據反映免費電視台是青少

年看電視節目的主流媒介，上網看電視亦成為不少青年人的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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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亦選取網上收聽電台的新聞時事。大眾媒體對現今的青少年具有很大影饗力 ， 網絡已

成為他們的娛樂、溝通、接觸新聞 ， 甚至交流資訊的重要媒體。故此 ， 各方面如能善用傳媒

和網絡世界 ， 提供正面資訊 ， 定有助減少對自閉症的誤解 ， 推展共融文化 。 事實上 ， 很多傳

媒都能營造消除歧視的傳媒文化， 值得欣賞。我們期望傳媒能多報導自閉症人士的成功例

子 ， 為大眾提供正面自閉症訊息。

6.4.2 提升低年級學生對自閉症的認識

從突破機構之 「香港青少年媒體使用情況」調查報告結果顯示 ， 四成受訪青少年表示有看漫

畫 ， 超過八成 (8 1.9%) 主要是看日本漫畫 。 青少年喜愛閲證漫畫 ，以此作媒介會更加吸引

學生閲證資訊 。 例如已故戶部敬子的女性戲劌漫盡作品的「與光同行」 及香港耀能協會製作

的「閉門煲JOKE」第—集 （生活趣事）及第二集（校園趣事），均能以輕鬆幽默的手法 ，

呈現自閉症令人費解的—面 ， 這有助加深公眾人士對自閉症的的認識 。 有關機構如能多以此

方式介紹自閉症 ， 實有助提升低年級學生對自閉症的認識及培養他們對自閉症的芷面態度 。

6.5 對非政府機構的建議

6.5.1 增強知識轉移及技術交流

本港從事康復及教育服務的非政府機構 ， —直致力為各類有特殊需要人士提供服務 ， 在他們

各個人生的階段作出適切的支援。願著自閉症人士數目的上升 ， 此類機構在E常工作中 ， 接

觸自閉症人士的機會越來越多 ， 漸漸累積了農富的經驗 ， 能理解自閉症人士的需要 ， 及掌握

了與他們相處及輔助他們成長的策略和方法 ， 亦引進了較新的專業知識和技巧去照顧及扶助

他們 。 因此 ， 除了校本教師和教職員的教蔚外 ， 非政府機構宜無私地分享其專業知識和技

術 ， 與學校互相緊密協作， 以輔助學校提升教育自閉症學童的效能 。 近年部份特殊學校充任

資源學校 ， 支援普通學校裏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正好發揮了這個作用。現時 ， 中小學校向外

為學童購買專題小組及個別訓練是十分普遍 ， 然而 ， 礙於外購服務的限制 ， 服務多偏於零散

及短暫，較難讓服務提供者與學校分享知識和技術 。 香港耀能協會去年起獲香港賽馬會扔善

信託基金撥款捐助之「APLUS一自閉症學童支援計劃」， 就是其中一個協作模式的例子 。 該

計劃目標不單為促進自閉症學童的成長及協助他們適應學校生活 ， 更致力於提升教育工作者

啟忠自閉症學童的技巧、培育家長支援自閉症子女的信心及能力 、協助學校發展健全的融合

教育機制、發展支援自閉症學童的資源及推廣相關經驗 。 希望透過專業團隊與學校的協作 ，

增強知識轉移及技術交流 。 我們建議有關當局或慈善基金 ， 應調撥資源 ， 協助機構提供全

面、持久及全校參與的支援模式， 以達增強知識轉移及技術交流的果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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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協助開發「共融課程」及義工活動

要鼓勵普通學生多接納自閉症同學 ， 多和他們交往，必須從教育開始 。機構就其優勢， 與學

校緊密配合 ， 規劃「共融課程 J ' 滲透於學校的正規課程內 。 舉例來説，「共融課程」是一

項德育課程 ， 目的是讓學童明白個別人士的差異，學悔怎樣與人互相包容、交往和接納 ，培

養對有特殊需要或殘疾人士的芷面態度 。 「共融課程」可包含三個部份 1) 對有特殊需要

或殘疾的人士的認識 2) 義工及有意義活動 3) 自閉症人士親善大使演説 。 課程的第一部份

可以通過不同途徑 ，例如安排機構有經驗的員工舉辦購産 、發放網上資訊 ，製作書 、畫、 故

事冊等， 教育學生深入認識他們的困難和限制。有了基本的認知 ， 第二部份便可組織具有意

義的活動，例如較長時間的義工和探訪服務，從實際接觸和觀察，學童可更清楚了解自閉症

人士的想法 ， 理解可能導致他們某些行為背後的原因，減少對他們的誤解及定形的看法。正

如有學者提出 ， 其中—個有助改變態度和減少偏見的機制是建立友誼 ， 通過塑造特定的「理

想」環境 ， 讓有殘疾和無殘疾的人士直接接觸及相處 ， 從而產生情戚的連繫 (Hewstone,

2003) 。因此舉辦義工活動和共融活動 ， 在導師的帶領下，學生能在日常生活層面多接觸多

連繫，有助溝通及情感交流 ， 以建立他們對殘疾人士的開放態度 。 在第三部份中， 邀請機構

服務對象之自閉症人士現身説法，親身自述個人有關克服困難的經歷 、 過著快樂生活的故

事 、 感受和期望等，又或邀請有自閉症孩子的家長分享感受，公眾樂於接受，而且能更有威

染力和説服力，藉此培育學童正面的觀戚。

6.5.3 舉辦培訓及提供資訊

機構的資深員工可向大眾（ 特別是家長、從事教育和訓練自閉症學童的工作人員）分享有關

教導自閉症學童的經驗 ， 以及定期舉辦講産和專題工作坊教授已有知識、態度和技巧， 造樣

就能培訓更多人才在不同的崗位上協助自閉症學童 。 亦可將經驗製作為本土化的教學賚源 ，

將正面而實用的資訊廣泛地傳遞 ， 讓大眾多認識自閉症人士 。 香港耀能協會新設的「復康網

絡之自閉症專欄」，就是專為公眾人士提供有關自閉症人士的多元化資訊，如 資訊豊富的

「自閉症小百科」、分享如何處理自閉症孩子行為的「 36計」 、以及由自閉症人士或其家長

撰寫文章的「無限溫馨一網絡傳情」，目的是有助教育公眾對此類人士有正面的態度、知識

及技能。

要落實推行服務、共融課程 ， 以及提供賚訊和培訓，實有賴資金贊助才可有充足資源開展項

目 ， 而學校採取的重視態度和積極參與性，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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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限制

由於在邀請學校參與的初期，有些學校表示不願意參與是次調查。 研究小組只能邀請顔意參

與的相熟學校參與 ，不能作麵機抽選 。 此外 ， 是次硏究只集中硏究平機會態度量表中兩個範

蠕 ，包括「社會接納」 及「對行為的誤解」範畸 ， 未能全面研究學生在各方面的態度 ， 如他

們對自閉症人士人權的看法 。 將來如有同類調查 ， 可包括多個範畸 ， 作更深入的探討 。 本硏

究只是初探參與義工與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之關係 ， 資料不足 。 如能更深入硏究 ，可能有助

學校策劃和編排義工服務 ， 使學童能從中增加對殘疾人士或有特殊需要人士的認識 ， 建立芷

面的態度 。

8 展望

香港融合教育普及地推行，在普通學校就護而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愈來愈多 。 除了患有自閉症

的學生，當中有許多是患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學童， 這羣學生的行為也是常常被人

誤解，與同學的相處亦常有爭拗 ，可能並不是受歡迎的—羣。了解學生對他們的態度 ， 相信

能有助喚起大眾對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學童的關注 ， 並且提出建議 ，以推動在校園內

的共融文化 。 此外，如將研究對象範圍擴大 ， 除中學生外 ， 可延展至硏究大專生的態度 ，以

增強我們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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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不論世界各地或本港的資料均顯示 ， 自閉症的確診偓案正日益增加 。 與此同時 ， 香

港推行融合教育已將近15年 ， 這意味著在入證普通學校的特殊教育需要學童中 ，自閉症學

童越來越普遍。

香港燿能協會—直緊貼社會需求的轉變，近年致力發展自閉症學童支援服務 ，以協

助自閉症學童順利融入普通學校 ， 並助學校提升教與學的效能 。 本會亦積極推行共融活

動 ， 促進自閉症學童與其他學童和諧共處 ， 互相接納 。 在實際的服務經驗中，本會體會

到 ， 要達致有效的融合，有賴各方對自閉症學童的認識、了解和接納 。 然而，自閉症學童

在社交及溝通方面的困難，正正對他們在和朋塑建立友誼關係時造成障礙，亦因此較難獲

得朋輩的認同 。

香港 1 5年的融合教育經驗 ， 主要在小學的層面中打穩基礎 ， 對中學而言 ， 融合教育

則仍處於起步的階段。普通中學的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影響他們態度的因素 、 作為

康復及教育機構可如何促進自閉症學童有效地融入校園生活等，均值得本會研究細酌 ， 以

發展更適切的服務。為此 ， 本會與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合作 ， 進行

了 「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調查」 ， 並把資料印製成報告，希望藉此產生拋磚引

玉的果效 ， 喚起各界對自閉症學童和融合教育的關注，共同為自閉症學童在中學中能順利

融合奠下基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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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燿能協會行政總裁

方長發

二零一二年十月

摘要

r 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J

調查報告

1 ) 就主流學校自閉症學生的融合現況，本「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的調查 ， 目的

是探討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土的態度，並分析影齧學生對自閉症人土的態度的因素，例如性

別、年齡、就證級別及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途徑 。 本研究邀請了六間不同地區的學

校，共1138人位中一及中六學生參與填寫問卷 。

2) 結果顯示 ， 超過七成受訪學生 ， 從不認識或從沒接觸過自閉症人士 。 在曾經認識或接觸過

自閉症人士的三成學生中，主要是透過同學、朋友、義務服務對象、報章／ 雜誌 ／ 電視及

網上資訊等途徑 。 透過參與義務工作時的服務對象認識自閉症人士，中一生也有接近一成

半，中六則有接近三成，顯示做義務工作也是一個頗常出現的途徑 。 表示喜歡參與義務工

作的人數超過半數 。 而大多數表示在教師及／或父母鼓勵下參與，受朋蜚的影饗也有不

少 。

3) 平等機會委員會的報告顯示，學生對不同殘疾類別的態度有明顯優次排序，對智障人士及

精神康復者的態度最為負面 。 是次結果顯示 ， 無論在「社會接納」及「對行為的誤解」 範

疇中，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態度與其他殘疾類別（如 聽覺受損人士 、視覺受損人士、 肢

體傷殘人土）的態度比較下更不理想。在 「社會接納」 的範疇中，指數更是在所有殘疾類

別中最低，清楚顯示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負面，值得關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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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 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J

調查報告

4) 數據顯示，不論高年級或低年級中學生 ， 普遍對自閉症人士 ， 表達較低的社會接納程

度 ，而接納程度並沒有因教育程度和一般知識水平的增長而提高。 中學生雖然知道要

避免歧視行為、取笑別人及確認大家的學習權利，但大多數中學生對與自閉症人士交

往及相處有所保留。高年級女生較能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 但男生所持的態

度卻值得關注 ， 因同儕間相處關係不佳， 有可能出現向墬欺凌 、 排斥及拒絕的群性行

為 。因此教育男生的取態尤其重要。 此外，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程度高，

負面的社會態度會阻礙殘疾人土融入社群 ，中一學生顯著較中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

行為誤解更嚴重 。這也顯示對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增加， 誤解或會減少 ，但並不顯示接

納程度會相應增加 。 此外 ，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有負面的定型觀念 ，受訪學生普遍登

得自閉症人士欠缺社交及溝通能力、有性格上的缺陷、 以及行為與一般人有異 。負面

的定型觀念及誤解會締造對自閉症人士的偏見，甚至形成負面標籤 ， 影翦學童與他們

交往的接納程度 ， 而歧視 、 排斥與欺凌事件亦可能繼而發生。另外 ， 教師對學生的觀

感與行動，顯著地影饗同墮學生對該學生的觀戚。要改善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

態度 ，教諢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 ， 及其行為對其他學生的影響 ， 也十分重要。數據顯

示只有中六女生受到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經驗所影薯 ， 而對自閉症人士有更大

的社會接納 。 而義工服務經驗有助提高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 。 受訪者與自閉症人

士建立了朋友關係 ， 自然地對他們的異常行為有更多的包容 ， 甚至開始會從正面的角

度看他們與—般人的不同 。

5) 研究小組提出建議包括 在學校方面 ， 學校應致力推行校園融合文化及提供學生學習

及參與共融的機會 。 教師應改善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 ， 多組織及安排不同的共融活動

及裝備課堂教學能力 。 自閉症子女的家長應多提升孩子的社交技巧 。 而一般家長亦應

接納自閉症 。 在大眾傳媒方面，應加強大眾對自閉症的認識 ，尤其是透過淺易方法，

增加低年級學生對自閉症的認識 。 非政府機構增強知識轉移及技術交流、協助開發

「共融課程」、義工活動、舉辦培訓及提供資訊 。

6) 機構如要落實推行服務、共融課程、義工服務體驗 ，以及提供資訊和培訓 ， 實有賴資

金贊助 ，才可有充足資源開展項目。故此 ， 政府的支援 ， 十分重要 。 而學校採取的重

視態度和積極參與性 ， 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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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報告

1. 研究背景

1.1 殘疾人士的康復與教育

現時香港700多萬人口中， 36萬人為殘疾人士 。政府在2007年的「香港康復計劃方案」 將殘

疾類別由以往的八項增至十項 ，包括注意力不足丨過度活躍症、自閉症、 聽障、智力障礙 、

精神病 、 肢體傷殘、特殊學習障礙、言語障礙、器官殘障及視障 。

政府現行對於殘疾人士的教育政策，源於1977年的康復政策白皮書 ，主要方向為推行融合教

育。早於1993年，香港學校教育目標第六項指出 「不論學生的能力為何 ， 每間學校都應幫

助所有學生 ， 包括特殊教育需要 (SEN) 學生 ， 儘量發展學業上及學業以外的潛質」 。 香港

政府於 1 995年發表《康復政策及服務白皮書》中重申本港的融合教育政策 。 教育局於2000

年的教育改革方案也強調會照顧有學習障礙的學生的需要 ， 透過特別輔導及幫助 ，讓SEN學

生有發展所長的機會 。 平等機會委員會亦於2001年制定《殘疾歧視條例》教育實務守則 ， 為

私營和公立教育機構訂立指引，致力避免和消除對殘疾人士的歧視，以達到人人平等 。指引

包括設立無障礙學習環境 、 制定合適收生程序、調適課程內容、教學方法、評估、輔導，以

確保SEN學生的個別需要能被滿足 。 中國政府已於2008年8月 1 日向聯合國交存了批准書，成

為《殘疾人權利國際公約》的第33個締約國 。同年的8月 31 日，《公約》正式對中國包括香

港和澳門特別行政區開始生效，內容涉及教育 、 康復及就業 ， 對融合教育發展 ，有深層次的

影饗 。

1.2 融合教育政策

願著政府對融合教育政策的制定 ， 教育局（前教育署）亦推行各種相應措施發展融合教育 。

早於 199冇98學年，前教育署展開為期兩年的「融合教育先姆計劃」，協助主流學校內的五

類SEN學生，這包括聽障學生、視障學生、輕度智力障礙學生 、 身體弱能學生及智力一般的

自閉症學生 。 其後 ， 在統合教育發展下 ， 有特殊學習障礙、智力障礙、自閉症、專注力不足

／過度活躍症、肢體傷殘、視障 、聽障及言語障礙等 ，共八類的SEN學生，均於普通學校與其

他同學—同學習 。

10 



政府在2003/04學年推行「新資助模式」計劃 ， 按照每間學校的SEN學生數目和個別學生

問題的嚴重性，為學校提供津貼。現行政策是全校參與照顧學生差異 ， 教育局根據三層

支援架構模式，為有不同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支援。第—層支援乃透過優質課堂教

學 ， 照顧有短暫或輕微學習因難的學生，避免情況惡化。第二層支援則運用補充的資

源，額外支援有持續學習困難的學生，包括SEN學生。第三層支援針對個別問題較嚴重

的SEN學生，提供更強的支援 。

1.3 主流學校自閉症學生現況

糙著公眾對自閉症的認識增加和診斷的進步 ， 美國疾病控制和防禦中心於2008年發表的

數據顯示被診斷為有自閉症的人土的數字比率為 1 : 88• 較2000年的數字 (1 : 1 50) 提

高了78% 。 香港的現象亦有增加的趨勢，香港被診斷為有自閉症的人士的數字由 1999年

的277人上昇到2008年的 3,800人 。

自 1 997年的先導計劃後，融合教育已有多於15年的發展過程。願著融合教育的推行，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個案數目，近年不斷上升， 就讀於普通學校被識別為有特殊教育需

要的學生數目 ， 由 200卻09學年約 17,600名增加到201 甘12學年約28,600名（立法會CB

(2) 25 18/11-12 (01) 號文件） 。 而於主流學校就證的自閉症學生於2009-2010 學年

有1 ,480人 ， 2010-2011學年有 1,980人 ， 2011-20 1 2學年升至2,320人（立法會CB (2) 

2518/ 11-12 (02) 號文件） 。 故此，自閉症學生於主流學校就讀的情況將會越來越普

遍 。

2. 自閉症學生的融合

2.1 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

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平機會）分別於2000年和2010年進行了學生和公眾人士對殘疾人

士的態度的基線調查。 2000年的調查邀請了 5,069名小四、中—、中四和中六的學生填

寫問卷。問卷的內容為對五種殘疾人士，包括智障（弱智） 人士 、精神病康復者、肢體

傷殘人士、 聽覺受損人士及視覧受損人士的態度。結果顯示受訪學生對殘疾人士有不少

的行為誤解，感覺他們有威脅和不能預測 ， 不大願意與他們有聯繫或接觸。受訪學生亦

偏向注意殘疾人士的限制和障礙 ， 例如鳧得他們容易發生意外和只適合做重複的工作。

平機會於2010年的調查邀請了 1 ,800名住戶參與面對面訪問 ， 最終有 1 ,0 1 1人接受訪問 。

調查收集了公眾人士對 12種殘疾人士的態度，其中包括自閉症人士。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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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顯示，受訪者偏向認為殘疾人士有—定程度的無能或依賴別人 。然而 ，有約六成受訪者

(59%) 認為自閉症人士如果接受治療或得到幫助，能夠過著愉快及滿足的生活 。 但亦有—

定數噩的受訪者認為，愛滋病帶菌者／愛滋病患者 (3 1 %) 、器官殘障 (30%) 或肢體受損人

士 (26%) 即使接受治療，也不能夠過著愉快及滿足的生活。對於殘疾人士入證主流學校的

態度，視乎殘疾類別而有所不同 。 但總括來説 ，有超過40%受訪者不同意有殘疾的學生入譖

普通學校比特殊學校更為理想 ， 其中不同意智能障礙人士 (75%) 或精神病患者 (69%) 的

比率較高 。數據顯示公眾人士對不同殘疾人士的態度及其可能帶來的歧視 。

對於融入普通學校 ，不少外國和香港本土的硏究都顯示 ， 自閉症學生在各種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中，被主流學校的教師評為最具挑戰性及難度的學生類別 (Peters & Forl,n 20 11, 

Frederickson & Cl ,ne, 2009; Humphrey, 2008) 。不少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而設計的教學方

法和策略，也不一定能有效地適用於教導自閉症學生 (Frederickson & Cl ,ne, 2009) 。 2006

年香港特殊教育學會和香港小學教育硏究學會的融合教育研究，指出有六成教師認為自閉症

學生為極度或非常難以應付，有約三成教師不大願意在主流學校教導自閉症學生。

外國的文獻也顯示，教師的觀戚與行動顯著地影習學生對不熟悉的同塑的觀戚。例如 ， 教諢

對某學生的稱讚和批評 ， 往往在其同塑學生中，分別造成正面和負面的觀感 (Barker & 

Graham, 1 987) 。 教師對自閉症學生的負面態度，可能會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普通學生對其自

閉症同學的態度 。 社會和周遭的群體對殘疾人土的接納程度也決定了殘疾人士是否能夠融入

社群 。因此，在推行融合教育之際，確實有需要研究現時普通學生對殘疾人士的態度和有甚

麼因素影音普通學生的觀戚與態度 。

2.2 孕育正面態度的各種因素

關於學生對自閉症同學的態度，有外國的學者從情威、認知，和行為三個向度來量度受訪者

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情戚的態度指個人威覺 ， 例子包括 「我害怕患有自閉症的同學。 」

行為上的態度指與對方互動的意向 ， 例子包括 · 「我會在午飯時坐在自閉症學生旁邊 。 」 認

知上的態度指對自閉症人士的想法，例子包括 · 「我認為有自閉症的同學很憂愁 。 」外國的

研究普遍顯示普通學生對於有自閉症的學生在行為和認知的態度上，頗為負面 (Campbel I 

et al., 2004; Swaim & Morgan, 2001) 。 香港亦有研究顯示，香港小學生對具自閉症相關行為

特徵的問學接受程度低（黎， 2006)• 有四成學生表示不願意與有自閉症的學生同班 。該

研究者認為數據反映了自閉症融合生在主流學校所面對的困難 ， 較其他有特殊需要同學的困

難大 ， 其中原因可能是小學生較難接受自閉症學生的一些具干擾性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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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有甚麼因素影器學生對自閉症同學的態度， 世界各地和香港本土的研究都十分缺

乏。若看關於—般人對各種殘疾人士的態度的研究 ， 文獻普遍指出（如 Chan, Lee, Yuen 

& Chan, 2002) ' 年齡、性別、教育程度及與殘疾人士接觸的經驗，都是重要因素 。

a) 年齡

關於年齡與對殘疾人士態度的關係 ，有研究顯示童年到青少年時期的學童對殘疾人士的

態度會頗年紀增長而改善 (Ryan,1 98 1 ) 。 但也有其他研究比較8至 1 4歲的兒童

(Rosenbaum et a I., 19 86) 或3至 12歲的兒童 (Now1c如& Sand,eson, 2002)' 發現年齡與

態度沒有顯著關係 。 平機會於2000年的研究顯示 ， 學生年級與對殘疾人士的態度的非線

性關係。從小四到中—和中四 ， 學生對殘疾人士的態度有下降的趨勢， 從中四到中六，

卻有上昇的趨勢 。 研究者解釋 ， 這與學童不同階段的社交發展和知識水平很可能有關

聯 。

b) 性別

在性別方面 ， 有不少硏究都發現女生對有殘疾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士的接納程度較男

生高（黎， 200s; 平機會， 2000; Campbel I et al ., 2004; Now1ck1, & Sand1eson, 2002; 

Rosenbaum et a I., 1986) 。性別的分別趨勢在不同年齡層的人士也—致。然而 ， 箇中原因

仍有待研究 。

c) 教育程度

教育程度方面，有本地研究顯示 (Lau & Cheung, 199 9) 教育程度越高，對有智能障礙人

士的歧視越低 。 研究者指出造趨勢有可能與教育提昇人的安全感、 開明的思維、知識 、

與殘疾人士相處的技巧有關。

d) 與殘疾人士接觸的經驗

在與殘疾人士接觸的經驗方面 ， 外地有研究顯示在融合教室上課的兒童比普通教室上課

的兒童更能接納有殘疾的同學 (Now, c如 & Sand,eson, 2002) 和有更正面的態度 (Tripp

et a l., 1 995) 。 香港平機會於2000年的硏究亦顯示認識或曾經與殘疾人士有接觸的受訪

學生 ， 對殘疾人士的態度，較沒有接觸過殘疾人士的學生，顯著正面 。

一般學者認為，社交接觸可以減低—般人因對殘疾人士缺乏認識和接觸而有的焦慮

(Chan et al ., 2002) 。然而，也有外地研究顯示，普通學生與有自閉症的學生有更多接

觸後，對自閉症學生的印象仍然相當負面 (Campbel I et a l., 2006) 。 有香港本地研究指

出 ， 接觸的質素而非頻密程度對殘疾人士的態度為決定性的因素 (Chan et al ., 2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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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於2000年的研究亦指出，接觸的方式可以是被動，如在早會裡聽一位有視豈障礙人士

的演講 ， 或者可以是互動性的 ， 如在小息時與有殘疾的冏學玩耍。有心理學者 (A l I port, 

1 954) 提出—項「接觸理論」去探討社交接觸如何影饗人與人之間的偏見和歧視 。 其中提到

在某些情景和條件下，如一段較長時間平等的小組分享，會減低偏見和歧視 。 在香港的文化

環境下 ，怎樣的情景和接觸的模式最能改善一般人對殘疾人土的態度，有待進一步的硏究 。

2.3 有待探討的問題

上文提到，香港的融合教育政策已經推行了超過 15年，尤其在普通小學 ， 已有—定的成效。

然而融合教育在中學實行仍處於起步階段，支援和配套普遍不足。本地—些融合教育研究，

如《邁向優質教育 個案研究報告》、《視障學生在普通學校學習的困難及挑戰調查報

告》、《聽障小學生在融合教育遇到的困難及挑戰調查報告》丶《融合教育在香港小學推行

的情況》 、 《探討香港視障學生在一般學校內的全人發展研究》及近期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

委託的《香港融合教育制度下殘疾學生的平等學習機會硏究》，分別指出融合生在學習及適

應方面的困難 ，尤其是社群關係及同儕支援等方面，提出消除歧視 、 發展共融文化的建議 。

就對中學生與殘疾學生的相處和態度，特別是對於自閉症學生的研究仍見缺乏。有見及此，

香港耀能協會與香港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 ， 於20 1 2年合作進行了—項「香

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硏究。硏究主要目的是探討有關課題現況，從而提出改善服

務的建議 。

3. 研究目的及方法

3.1 研究問題

就主流學校自閉症學生的現凡，本調查目的是

a 探討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b. 利用平等機會委員會委託香港大學社會工作及社會行政學系於2000年進行的學生對

殘疾人士的調查（以下簡稱為平機會報告）所得的—組客觀指數，比較學生對自閉

症人士及其他殘疾人士組別的態度之分別。

C. 審視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與下列因素的關係

性別

年齡丨就證級別

曾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與否

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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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樣本數的決定及抽樣方法

本「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調查研究是以簡便抽樣 (convenient sample) 方

法，從香港、九龍、新界三區普通中學中 ，研究小組邀請多所學校參與調查 。 研究小組

是利用平機會報告的結果估量基本樣本數 。 就平機會報告內的五大殘疾人士類別而言 ，

我們假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會接近對智障人士及精神病患者的態度 ， 於是在「社

會接納」及「對行為的誤解」兩個範疇中進行了樣本數估量 。 我們將顯著性水平

(s1gn1f 1cant leve l ) 設定為5% ' 統計檢定力 (power) 設定為 80% ; 然後從平機會報告

內小四、中一、中四、 中六學生對智障人土及精神病患者在「社會接納」及「對行為的

誤解」的平均值及標準差 ， 計算所需的基本樣本數 ， 並詳列於表一 (a) 及 (b) 內 。

估量結果顯示小四及中四學生需要較大樣本數 。 在資源及條件的限制下 ， 是次調查只向

中—及中六年級的男生和女生進行 。

表一 樣本數估量 （顯著性水平設定為5%• 統計檢定力設定為80%)

( a ) r社會接納」範睏

平均值 標準差 基本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基本樣本數

小四 33.4 7.6 914 33.2 7.5 1,767 

中— 36.2 7.4 191 36.1 7.0 199 

中四 37.7 6.0 26 35.6 6.1 149 

中六 35.2 4.7 32 35.3 5.1 30 

(b) 「對行為的誤解」範疇

平均值 標準差 基本樣本數 平均值 標準差 基本樣本數

小四 29.9 5.9 242 28.8 6.2 00 

中一 31.2 5.8 94 30.4 5.3 299 

中四 31.8 4.7 27 29.7 4.9 524 

中六 30.3 3.9 32 29.5 4.2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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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研究方法

研究小組向各中學發出邀請信 ， 若校方表示願意參與 ， 便聯絡校方以安排時間到學校派發及

收集調查問卷 。資料收集包括中學生的基本賚料及其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和威覺的意見 。所

有問卷數據均保密處理 ， 學生對調查表上每頁陳述的回應，均經由機器閲卷並自動懣取答

案 ， 再匯入Excel檔內，並運用SPSS 7 8.0軟件進行數據統計分析。然後按照分析結果，作出討

論及建議。此外 ，亦透過聚焦小組 ， 訪問自閉症中學生及曾當義工的普通中學生 ， 作出質性

數據研究。

3.4 問卷設計

整份問卷調查是以平機會報告採用的問卷為依據 ， 硏究小組邀請了一群對自閉症有豐富臨床

經驗的專家 ， 就著研究的目的抽取合適的範疇，並按自閉症人士的特殊情況修訂個別陳述項

目的字眼。問卷主要有以下三個部份。

學生資料：

包括學生的性別、年齡 、 就讓級別 、 曾否接觸或認識自閉症人士與及學生參與義工服務的貿

料

調查問卷內容：

研究小組採用了一個量度學生對指定殘疾類別人士態度的工具，此評估工具來自平機會報

告 。調查問卷採用李克特量表（匕kert Scale) 因點選項 · 極之同意、同意、不同意 、 極之不

同意，要求回應者指出自己對問卷上的各項陳述的認同程度 。問卷上所陳述的項目，乃經過

多次施測及研究後而定案，並通過亻言度與效度檢驗，能有效地量度學生的態度。

原有調查問卷的陳述項目被歸納成四個範疇 「樂觀－人權 」 、 「對行為的誤解」、「悲

觀一絕望」及 「社會接納 」 。平機會報告指出四個範陷中以「社會接納」為最重要的範畸 ，

被視為態度屬性的關鍵指標。 由於資源所限 ，本研究只選取「社會接納」及 「 對行為的誤

解」兩個範畸作為是次問卷調查的內容，但保留兩個範畸內的所有陳述項目。「社會接納」

是探討學生在不同的社會環境中對自閉症人士產生的可能反應和行為動機， 「 對行為的誤

解」則是形容對自閉症人士的—般誤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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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調查研究所使用的問卷內容包括「社會接納」範疇的17項陳述 ， 及「對行為的誤解」

範疇的13項陳述，合共30條陳述項目 。

「對行為的誤解J

013,014,018,019,020,0 23,024,028 

04,07,08,015,0 16,017,021 ,022, 

025,026,027,029,030 

對自閉症人士戚覺描述的形容詞 ：

形容詞清單列有38個形容威覺的詞集 ， 包括正面及負面的形容詞 。 受訪學生需要在清單

中選出五個最能描述他們對自閉症人士威豈的詞集 ， 再按其獲選的百分率將這些形容詞

排序 ，以反映學生對遙類人士的普遍印象 。

3.5 問卷信度

原先問卷上的個別陳述項目 ， 對不同殘疾類別都有在字眼上作出修訂，以切合該殘疾類

別的情沅 。 由於此硏究是針對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與原有的調查問卷的五類殘

疾人士（ 智障、精神康復者、肢體傷殘人士、 聽豈受損人士及視冤受損人士）不同， 研

究小組特邀專家小組協助調適個別陳述項目的字眼 ，以配合此次調查所針對的殘疾類別

（自閉症人士 ） 的情況 。

由於在字眼上有所改動 ， 研究小組將本調查問卷所取得的回應進行內部一致性信度檢

定 ， 並採用高巴士系數 (Cronbach' s Alpha ) 作測試 。 結果顯示 ， 經修訂後之調查問

卷 ， 其高巴士值位於0.792至0.816之間（見表二 ） ， 與平機會報告中原有問卷對其他殘

疾類別的高巴士值相若 。

表二 調查問卷內部一致性信度比較 （ 高巴士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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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研究結果

4.1 問卷調査 ： 參與人數

於2012年 1 月，「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問卷調查成功在本港六間中學取得 1 , 1 38份有

效回應 。 參與學校分佈在香港、九龍及新界區域 ， 包括男校、女校及男女校，當中包括第一

至第三組別的學校（表三） 。

表三 參與學校的地區、組別、種類及受訪學生數目分佈

地區 I 學校組別 I 種類 I 受訪學生數目
港島 3 男女校 130 

港島 2 男校 139 

九龍 1 男女校 27 1 

新界 2 男女校 302 

港島 3 女校 290 

九龍 3 男女校 6 

參與學生總人數： 1,138 

在 1,138份有效回應中，中一學生有527人，中六學生有593人（表四 (a)) ; 當中女生（中

一 51.2% , 中六 58%) 較男生（ 中一 48.8% , 中六 42%) 為多，以高年班尤甚（表四

(b)) 。 由於受訪學生在填寫問卷上的背景資料桐出現不同程度的遺漏 ，研究小組採用了

stepwise方法處理個別資料的邋漏值，致分析不同資料時的總人數不盡相同， 惟最高總人數

應為 1 , 138 ( 特別註明者除外） 。 同時，所有顯示的百分率為 「有效百分率J , 以有關資料

的有效人數為分母計算。

表四受訪學生的年級及性別分佈

(a) 

( b ) 

1111111 
男生 257 48.8% 

女生 270 51 .2% 

有效人數 527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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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受訪學生的背景資料

在成功回收的 1 , 138份問卷中

中一學生年齡平均為 1 3 ; 而中六學生的平均年齡則為1 7 。

超過七成 (804人 ）受訪學生從不認識或從沒接觸過患有自閉症的人士 。 在曾經認

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三成 ( 327人 ）學生中（表五） ， 受訪中一及中六生均約有兩成半

是透過同學而認識 ，—成是透過朋友認識。透過參與義務工作時的服務對象認識自閉症人

士，中—生也有接近—成半， 中六則有接近三成 ， 顯示做義務工作也是—個頗常出現的途

徑。 以上是經過直接接觸而認識的，另一途徑則是較為被動的， 是透過報章 、 雜誌、電視

及網上資訊認識自閉症人土， 受訪中六學生約有兩成 ， 中一也有一成七（ 表六及表七）。

表五 受訪學生過去曾否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分佈情況

-
認識或接觸 －鬥9% I 156 I 29.7% 167 28.2% 
過自閉症人士

不認識或接觸過 I 804 I 11 .1% I 370 I 10.3% 426 71.8% 
自閉症人士

有效人數 I 1,131 I 100% I 526 I 100% I 593 I 100% 

表六 受訪中一學生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途徑的分佈情況

三途徑 中一生（百分率）
（有效人數： 156) 

同學 25.12% 

參與泰務工f乍暗69/Ji屋務對象 75.81% 

膀友 72.56% 

報章／雜誌／雹親 10.23% 

鋰烕 791% 

其他 7.91% 

綱上資訊 6.98% 

鄰居 5.58% 

家人 2.79% 

遺漏值 5.12% 

Ac::, ; 討.. 100% 

19 

~ 

表七 受訪中六學生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途徑的分佈情況

. ; 中六生 （ 百分率 ）

（ 有效人數： 167) 

參與涯務工非時旳嚴務對象 2 7.73% 

同學 23.78% 

/j/j友 72. 73% 

報章／雜喆／電覦 11.36% 

綱上資訒 9.09% 

親戚 5.00% 

家人 3.64% 

鄰居 3.18% 

其他 2.7 3% 

遣漏值 1.36% 

ACl ~討.. 100% 

表八 受訪學生參與義務工作意向的分佈情況

參與義務工作的意向 I 人數 百分率

十分不喜歡 47 4.34% 

不喜歡 39 3.60% 

頗不喜歡 43 3.97% 

沒意見 315 29.11% 

頗喜歡 408 37.7 1% 

很喜歡 136 12.57% 

十分喜歡 94 8.69% 

有效人數 1,082 100% 

受訪學生被問及是否喜歡參與義工時， 408名學生表示頗喜歡參與義工 ， 表示很喜歡參與義

工的受訪學生有136名 ， 表示十分喜歡參與義工的受訪學生則有94名 ， 因此有表示喜歡參與

義務工作的人數超過半數（表八）。然而，表明有不同程度不喜歡參與義務工作的學生也有

1 29名 ， 其餘受訪學童表示沒有意見的則有315名 。

至於受何人鼓勵參與義務工作，由於部份學生選取多於一個選項，故此合計總額比最高總人

數為高，實則有效人數為 1 ,077 。 受訪學生受師長 、 長蜚的影窰頗大，大多數表示在老師

(336名）及／或父母 (223名）鼓勵下參與。受朋塑的影饗也有不少 ， 有些受訪學生是受

朋友 ( 1 46名）及同學 (121名）鼓勵的 。 自 己願意去做義工的則有222名，另有319名受訪

學生表示沒有人鼓勵他們參與義務工作（表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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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九 鼓勵受訪學生參與義務工作人物的分佈情況 （多項遺擇 ）

鼓勵學生參與義工的人物 人數（有效人數： 1,077) 

老師 336 31 .20% 

父母 223 20.71% 

朋友 146 13.56% 

同學 121 11.23% 

自己 222 20.61 % 

沒有人 319 29.62% 

n 

4.3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研究小組根據中—及中六男女生對「 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調查問卷」的回應 ， 計算出他們

在每個陳述項目的平均值 。 平均值的計算方法是將學生的回應用下述方法轉化為評分數

值。

陳述項目分為正面及負面項目（詳見附表十） 。 評分以分數越高代表對自閉症人士越不

理想的態度為準則， 正面陳述項目的分數值分配如下 「 非常同意」為 1 丶「同意」為

2 、「不同意」為 3 、「非常不同意」為 4 。 而負面的陳述項目，其分數值則是 · 「非常

同意」為 4 、「同意」為 3 、「不同意」為 2 、「非常不同意」為 1 。每項陳述項目從所

有受訪學生回應中計算出的平均得分已表列在表十至表十二內 。 此外每位受訪學生在同

一範疇內所有陳述項目的平均得分將視作該學生在該範疇的綜合得分。

根據平機會報告所示， 以分數值2.0定為「分界點」 (cut-off pornt) • 若個別陳述項目

的平均得分或個別範哈的總平均分高於該分界點 ，即表示回應者整體上對該項目傾向表

示同意 。

4.3.1 r社會接納」的範疇

在社會接納範疇內的17項陳述項目中，中一生的回應有 11項 (0 1, 02, 03, 0 10, 011 , 

014, 018, 0 19, 023, 024, 028) 的平均分在 「 分界點」 2.0之上 ，而中六生的回應亦有

1 1項 (0 1 , 02, 03, 09, 010, 01 1, 014, 0 18, 019, 023, 028) 的平均分高於「分界點 J

（表十及表十—) 。 當中有 1 0項陳述項目重程，而024只於中—生內出現 ， 09則只見於

中六生。

表十 「社會接納」範疇的陳述項目及中一和中六生回應每個項目的平均值

題號 陳述項目
平均值

01 我不希望我的鄰居是一位自閉症人士 2.79 2.46 
02 如果班上有些同學是自閉症人士， 我會和他們父談 2.09 2. 15 
03 讓自閉症人士入讀普通學校比特殊學校更為理想 2.40 2.33 
05 不論是否自閉症人士 ，任何同學都可在校內彼此學習 1.73 1.85 
06 我認為不應稱—位是自閉症的同學為「怪雞」 1.74 1.74 
09 我們有責任幫助自閉症人士 1.91 2.01 
010 乘車時，我不希望讓自閉症人士坐在我身旁 2.28 2.07 
011 如果我有一個兄弟姊妹是自閉症人士，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2.61 2.30 
012 看著自閉症人士進食令我戚到反胃 1.91 1.77 
013 我認為取笑別人「怪雞」沒有甚麼大不了 1.74 1.89 
014 如果有一個自閉症人士在公園想和我及我的朋友—起玩，我會接受他 2.03 2.04 
018 自閉症人士會喜歡和其他自閉症人士相處 2.55 2.22 
019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個性，很難和他們相處 2.59 2.47 
020 自 閉症人士基六上和—般人沒有分別，只是在某些方面受到局限 1.93 2.00 
023 我們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十分影響他們對自己的看法 2.05 2.01 
024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對其他健全的人都懐有妒忌和怨恨 2.1 0 1.97 
028 我害泊和自閉症人士相處，因為他們常有難以預測的反應，亦有暴力行為 2.37 2.26 

經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1 (One-sarrple Wt lcoxon s igned rank test) 的結果顯示，在平

均值高於「分界點」的陳述項目中 ， 014及023在中—生（分別為 p=0.280及p=O. 1 04) 及中

六生（分別為 p=0.095及 p=0.653) 的回應都是不顯著異於2.0 ; 而09在中六生的回應中亦是

不顯著異於2.0 (P=0.546)' 其他高於「分界點 」 的陳述項目均顯著異於2.0 (P<0.01) (表

十一及十＝ ） 。

註1 鑑於問卷所採用的李克特（匕kert Sca l e) 四點呈表屬於序位資料 (ord ina l data)' 我

們在數據分析上主要採用無母數統計檢定 (non-parametric test) 以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

檢驗 (One-sample Wi lcoxon signed rank test) 測試在平均值高於「分界點」的陳述項目中，

是否有顒著異於2之分別。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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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 中一生在「社會接納 J 範疇內平均值高於 r分界點」 2.0 的陳述項目及其是否顯著異

於2.0的檢驗結果 （ 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 ）

1 平均值高於「分界點」的陳述項目題號r...i 

01 我不希望我的鄰居是－位自閉症人士 2.79 0.000 
0 11 如果我有一個兄弟姊妹是自閉症人士，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2.61 0.000 
0 19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個性 ， 很難和他們相處 2.59 0.000 
018 自閉症人士會喜歡和其他自閉症人士相處 2.55 0.000 
03 讓自閉症人士入讚普通學校比特殊學校更為理想 2.40 0.000 
028 我害怕和自閉症人士相處，因為他們常有難以預測的反應 ， 亦有暴力行為 2.37 0.000 
0 10 乘車時 ， 我不希望讓自閉症人士坐在我身旁 2.28 0.000 
024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對其他健全的人都懷有妒忌和怨恨 2.10 0.000 
02 如果班上有些同學是自閉症人士 ，我會和他們交談 2.09 0.000 

023 袞行對自閉症人士旳磑度十分影&(t/J冇對自己旳看法 2.05 0.104 
014 姒果有—痼自問症人士在公圀惹祀我及我旳膀友—起玩，我倉虔受（t/J 2.03 0.280 

表十二 中六生在 r社會接納」 範疇內平均值高於「分界點」 2.0 的陳述項目及其是否顯著

異於2.0的檢驗結果（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 ）

題號 平均值高於「分界點」的陳述項目題號
中—

0 19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個性，很難和他們相處 2.47 0.000 
0 1 我不希望我的鄰居是一位自閉症人士 2.46 0.000 
03 讒自閉症人士入續普通學校比特殊學校更為理想 2.33 0.000 

0 11 如果我有一個兄弟姊妹是自閉症人士 ， 我不會告訴任何人 2.30 0.000 
028 我害怕和自閉症人士相處，因為他們常有難以預測的反應 ， 亦有暴力行為 2.26 0.000 
0 18 自閉症人士會喜歡和其他自閉症人士相處 2.22 0.000 
02 如果班上有些同學是自閉症人土 ， 我會和他們交談 2.15 0.000 

0 10 乘車哼 ，我不希望讓自閉症人士坐在我身旁 2.07 0.005 
014 P/J. 果有一涸启閉症人士在公固惹和我及我旳膀友一起玩，我倉梗受勉 2.04 0.095 
023 我伊苷苲禱，症人士旳態度十分影舒勊亮對自己旳看法 2.07 0.653 
09 我冇有貨仔舒劭自閉症人士 2.07 0.546 

大多數的中學生認為與自閉症人士的交往及相處是有所保留 。 他們傾向同意不希望鄰居是一

位自閉症人士 (01 : 中一生平均值2.79 ; 中六生平均值2.46) 。如果班上有些同學是自閉症

人士 ， 很多學生都不同意會和他們交談 (02 中—生平均值2.09 ; 中六生平均值2. 1 5) 。 乘

車時，也不希望讓自閉症人士坐在我身旁 ( 010 中一生平均值2. 28 ; 中六生平均值

2.07) 。甚至如果學生有一個兄弟姊妹是自閉症人士 ，大部份也表達自己不會告訴任何人

(011 中一生平均值2.6 1 ; 中六生平均值2.30) • 因為很多學生認為大部份自閉症人土都

有異於常人的個性 ， 很難和他們相處 (019 中一生平均值2.59 ; 中六生平均值2.4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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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害怕和自閉症人士相處 ， 因為他們常有難以預測的反應 ， 亦有暴力行為 (028 中一生

平均值2.37 ; 中六生平均值2.26) 。 此外，他們大多較認為自閉症人士會喜歡和其他自閉症

人士相處 (018 中—生平均值2.55 ; 中六生平均值2.22) 。同意讓他們入續普通學校比特

殊學校更為理想 (03 中一生平均值2.40 ; 中六生平均值2.33) 。從結果顯示 ， 他們普遍認

為分隔自閉人土與普通人土會更加合適 。

然而 ， 也有許多學生認為不論是否自閉症人士 ， 任何同學都可在校內彼此學習 (05 中一生

平均值 1 .73 ; 中六生平均值1 .8 5 ) 。 同學亦傾向不贊同稱—位是自 閉症的同學為 「怪雞 」

(06 中—生平均值 1.74 ; 中六生平均值 1 .74) • 以取笑他們 (0 1 3 中—生平均值1.74 ; 

中六生平均值 1 .89) 。這表示學生在某些看法上也持有正面態度。

4.3.2 r 對行為的誤解」的範疇

在對行為的誤解範皚內的 13項陳述項目中，不論中一或中六生，其回應的平均值都在「分界

點」 2.0之上（表十三 ） 。 經統計數據顯示 ， 在造 13項項目中 ， 中—及中六生的回應都是顯

著異於2.0 (p<O.O 1 ) (表十四及十五 ） 。這顯示大多數學生都偏向對自閉症人士的行為有誤

解。

表十三 「對行為的誤解」範晒的陳述項目及中—和中六生回應每個項目的平均值

z 邑 · 陳述項目

04 自閉症人士入證普通學校會對其他同學造成不便 2.3 1 2.23 
07 自閉症學童缺乏上進心 2.25 2.07 
08 自閉症人士適合做簡單而又重獲的工作 2.67 2.38 

0 15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是天生有自卑戚 2.50 2.46 
016 在任何情況下 ，自閉症人士都會被其殘疾限制 2.37 2.30 
0 17 自閉症人士有怪異的行為 2.66 2.53 
02 1 自閉症人士不能真正地感到快樂 2.30 2.10 
022 自閉症人士在多方面與普通人無分別 2.10 2.10 
025 自閉症人士都是難以預測的，他們往往有衝動的行為 2.63 2.49 
026 自閉症人士並沒有能力作出道德上的抉擇 2.32 2.1 2 
027 自閉症人士比普通人更容易發生意外 2.57 2.52 
029 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性格 2.71 2.58 
030 自閉症人士不是家人和社會的負累 2.10 2.18 

24 



表十四 中—生 r對行為的誤解」範疇內平均值高於 r分界點」 2.0 的陳述項目及其是否顯著

異於2.0的檢驗結果 （ 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 ）

I-題號 陳述項目
平均值 lilr吾

029 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性格 2.71 0.000 
08 自閉症人士適合做簡單而又重覆的工作 2.67 0.000 
017 自閉症人士有怪異的行為 2.66 0.000 
025 自閉症人士都是難以預測的，他們往往有衝動的行為 2.63 0.000 
027 自閉症人士比普通人更容易發生意外 2.57 0.000 
Q15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是天生有自卑威 2.50 0.000 
0 16 在任何情況下 ， 自閉症人士都會被其殘疾限制 2.37 0.000 
026 自閉症人士並沒有能力作出道德上的抉擇 2.32 0.000 
04 自閉症人士入讀普通學校會對其他同學造成不便 2.31 0.000 
021 自閉症人士不能真正地戚到快樂 2.30 0.000 
07 自閉症學童缺乏上進心 2.25 0.000 
022 自閉症人士在多方面與普通人無分別 2.10 0.000 
030 自閉症人士不是家人和社會的負累 2.10 0.000 

表十五 中六生 r對行為的誤解」 範疇內平均值高於 「分界點」 2.0 的陳述項目及其是否顥著

異於2.0的檢驗結果 （ 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檢驗）

頫號 平均值高於 r分界點」的陳述項目題號
平均值 可隹

029 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性格 2.58 0.000 
0 17 自閉症人士有怪異的行為 2.53 0.000 
027 自閉症人士比普通人更容易發生意外 2.52 0.000 
025 自閉症人士都是難以預測的，他們往往有衝動的行為 2.49 0.000 
0 15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是天生有自卑威 2.46 0.000 
08 自閉症人土適合做簡單而又重覆的工作 2.38 0.000 

0 16 在任何情況下，自閉症人士都會被其殘疾限制 2.30 0.000 
04 自閉症人士入讀普通學校會對其他同學造成不便 2.23 0.000 
030 自閉症人士不是家人和社會的負累 2.1 8 0.000 
026 自閉症人士並沒有能力作出道德上的抉擇 2.12 0.000 
021 自閉症人士不能真正地戚到快樂 2.1 0 0.000 
022 自閉症人士在多方面與普通人無分別 2.10 0.000 
Q7 自閉症學童缺乏上進心 2.07 0.000 

較多學生傾向認為自閉症人士都有異於常人的性格 (029 : 中一生平均值2.71 ; 中六生平均

值2.58)• 自閉症人士都是難以預測的 ， 他們往往有衝動的行為 (025 : 中—生平均值

2.68; 中六生平均值2.49) • 自閉症人士有怪異的行為 (017 中—生平均值2.66; 中六生

平均值2.53) 自閉症人士比普通人更容易發生意外 (027 中一生平均值2.57; 中六生平均

值2.52)• 自閉症人士適合做簡單而又重覆的工作 (08 中一生平均值2.67; 中六生平均值

2.38)• 大部分自閉症人士都是天生有自卑戚 (0 1 5 中一生平均值2 .50 ; 中六生平均值

2.4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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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背景變項與學生態度上的差異

4.4.1 不同級別在態度上的分別

圈－及圏二以平均值及標準誤差反映中一及中六生在「社會接納」及 「對行為的誤解 」 範疇

綜合得分上的分別，而圈三及圈四則進一步探討中一 、中六生在該兩個範疇的綜合得分是否

存在性別上的差異 。 鑑於是次研究屬小規模調查 ， 回應者的數目有限 ， 其平均值備受異常值

所影響，較難反映不同群組間之差異 。 在往後的討論，我們主要以中位數作為依據及進行統

計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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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 中一及中六生在 r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平均值及標準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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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中一及中六生在 r對行為的誤解J 範疇綜合得分的平均值及標準誤差 圖四 中—、中六男生及女生在「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綜合得分的平均值及標準誤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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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把中一生及中六生分為兩個組別，計算每位學生在 「社會接納」及「對行為的誤

解」範疇內所有陳述項目的平均得分作為該學生在該範疇的綜合得分，並製作盒狀匱

(boxplot) 顯示兩個範疇的綜合得分在兩個組別的分佈狀況 。

吐會接納(SA)

· 中一另生 ·中一女生 ·中六另生 ·中六女生

圏五是中一及中六生在勺士會接納」範瞞綜合得分的盒狀圈，而圖六是兩個組別在「對行為

的誤解 J 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圈。從盒狀圏所示，無論中一及中六生，其「社會接納」及

r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的綜合得分中位值均高於 r分界點」 2.0 。威爾科克森單樣本符號秩

檢驗2顯示中一及中六生在 r社會接納 J 及「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的綜合得分均顯著異於2.0

(p<0.01) 。

註 2 鑑於受訪學生在兩個範疇的綜合得分分佈都不符合「正態假設」 ( norma Ii ty 

assumption) 的要求，我們在數據分析上主要採用無母數統計檢定，並利用威爾科克森單樣

本符號秩作檢驗。

國三 中一 丶 中六男生及女生在「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平均值及標準誤差



圖五 比較中一及中六生在「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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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六比較中一及中六生在 r 對行為的誤解」 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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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比較不同級別學生態度上的差異 ， 我們採用曼惠二氏U檢定法 (Mann Whi tney U test) 作

測試 。 結果顯示低年級（中一）與高年級（ 中六） 的學生只在「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的綜合

得分有顯著分別 (p<0.0 1 ) 。 高年級學生回應大部份的項目的平均值均較低年級學生的為低

（ 表十三） ， 即表示年幼的低年級同學在對「行為的誤解」 方面持較負面的態度 。然而，

「社會接納」範疇的綜合得分在低年級與高年級學生之間則沒有顯著差異 (P=0.99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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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2 不同性別在態度上的分別

在探討不同性別在態度上的分別時 ， 我們把中—及中六學生各分為男生及女生共四個組別，

並製作盒狀圖顯示兩個範疇的綜合得分在四個群組中的分佈狀況 。

圖七 ( a) 是中一男生及女生在 「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 而圖七 (b) 是中一男

生及女生在「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 硼七 (c) 及 ( d ) 分別是中六男生和

女生在「社會接納」範疇及 「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 曼惠二氏U檢定法顯

示只有高年級（中六）男、女學生在 「社會接納」範疇的綜合得分有顯著分別 (p<O.O 1 ) • 

高年級的女生之綜合得分大多低於男生（鬯七 (C)) 。 低年級（ 中— )學生在「社會接

納 」 (P=0.837) ( 圖七 (a)) 及「對行為的誤解」 (P=0.606 ) (圖七 (b)) 的綜合得分

及高年級學生在 「對行為的誤解」 (P=0. 346) (圖七 (d)) 的綜合得分均沒有顯著的性別

差異 。 因此 ，我們相信高年級的女生是較能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

匿七 ( a ) 比較中一男生及女生在 勺士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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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 b ) 比較中一男生及女生在 「對行為的誤解 」 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匾 圖七 ( d ) 比較中六男生及女生在 r對行為的誤解」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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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 (C) 比較中六男生及女生在「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的盒狀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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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與不同殘疾類別人士比較

平機會報告中， 學生對不同類別殘疾人土的態度基線是以計算「對殘疾人土態度的指數 」

(D1sab山ty 丨 ndex - D I ) 反映 。 該指數是依據在個別範繻內計算所有陳述項目的總平均分，

再將之轉化為 1 - 1 00的數值 ，而數值越大代表越正面的態度。換言之 ，數值100代表最正面

的態度 ， 0代表最負面的態度 。

中六男生一SA(na248) 中六女生一SA (na343) SA 「社會接納」範疇綜合得分

* p<0.01 

3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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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小組亦依此計算出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態度的基線指數 ， 並將此指數與其他殘疾類別人士

的結果（平機會報告 ，頁XXI) 作出比較 （表十六及十七） 。

表十六「社會接納」範疇內不同殘疾類別的 r對殘疾人士態度的指數」 (D I)

殘疾類別

聽覺受損人士 67.9 73.4 

視覺受損人土 65.7 73.1 

肢體傷殘人士 68.3 72.9 

智障人士 62.3 64.4 

精神病復康者 62.5 64.2 

自 閉症人士 61.1 63.6 

匾 匾

表十七 「對行為的誤解」 範疇內不同殘疾類別的 r對殘疾人士態度的指數」 (DI)

殘疾類別

聽覺受損人士 62.0 66.2 

視壹受損人士 58.0 63.7 

肢體傷殘人土 60.0 63.1 

精神病復康者 55.4 57.8 

自閉症人士 52.6 56.3 

智障人士 53.4 55.8 

Ii 
層

平機會的報告顯示 ， 學生對不同殘疾類別的態度有明顯優次排序 ， 對智障人士及精神康復者

的態度最為負面 。 是次結果顯示 ， 無論在「社會接納」及 「對行為的誤解」範疇中，中學生

對自閉症人士態度與其他殘疾類別 （ 如 聽壹受損人士、視覺受損人士、 肢體傷殘人士 ）

的態度比較下更不理想 。 在 「社會接納」的範疇中， 指數更是在所有殘疾類別中最低 ， 清楚

顯示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負面 ， 值得關注。這個結果 ， 印證研究小組採用智障及精神

康復者的數據作為樣本數估量的恰當性。

4.4.4 曾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在態度上的分別

研究小組為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經驗對學生在態度上的影響作進一步探討，初步發現這

些經驗對學生在 「社會接納」及 「 對行為的誤解」的綜合得分沒有顯著差異。由於年級及性

別在態度上有一定程度的影饗 ， 我們將曾經或不曾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土的學生拆分為中

一、 中六、 男生、女生不同組合作比較 ，以曼惠二氏U檢定法測試認識或接觸的經驗對不同

組合在「社會接納」 及「對行為的誤解」綜合得分上之差異 。結果顯示， 這些經驗使女生在

「 社會接納」的綜合得分上顯著低於沒有遙方面經驗的女生 (p<0.05) 。 此現象主要來自高

年級女生 ，若區分女生為中—及中六，中六女生的顯著性水平達p<0.01• 而中—女生則沒有

顯著差異 (p;Q .94 1 ) ( 表十八） 。這表示曾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高年級女生是較能

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

~ 

表十八 比較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經驗對男女生及高低年級女生在 「社會接納」範疇的

綜合得分有否顯著差異的檢驗結果 （ 曼惠二氏U檢定法 ）

*p<0.05 

4 .5 從不同途徑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在態度上的分別

問卷數據

從學生回應得知 ，不論中—或中六生 ， 其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經驗主要來自患有自閉症

的同學或參與義務工作 。 我們把從這兩種途徑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的學生各分為中一及中

六生 ，以曼惠＝氏U檢定法測試這些途徑對兩個組別在「社會接納」及「對行為的誤解」綜

合得分上之差異（表十九） 。 結果顯示， 中六生透過參與義務工作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 ，

其 「社會接納 J 的綜合得分顯著低於其他組別 (p<0.05) 。這表示參與義務工作的高年級

生 ， 不論男女 ， 對自閉症人士較能持芷面接納態度 。 至於經由患有自閉症的同學這途徑而取

得的經驗，對學生們在面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上沒有顯著的分別 。

表十九 比較從不同途徑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對中一及中六生在 「社會接納」 及 「對行為

的誤解」範疇的綜合得分有否顯著差異的檢驗結果 （ 曼惠二氏U檢定法 ）

中一

中六 *0.023 

."' r.i~ 邑

0.798 

0.156 

lil~ 邑

0.774 

0.362 

*p<0.05 

4.6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厭覺

受訪學生在38個形容訶組成的清單中選出最合適地描述自閉症人士的詞奐 。表＝十顯示中一

及中六級別，由高至低排列出詞粱選取的百分率 。結果選取百分率超過20% 的詞彙，其中包

括 缺乏表達能力 (53 .53%) ; 社交冇咁好 (44 .67% ) ; 缺乏自信 (34.36%) ; 自卑

( 29.66%) ; 應予幫助 (26.94%) ; 不易相處 (26. 1 3%) ; 可憐 ( 25.4 1 %) ; 自我保誤

(24.77%) 和行為怪異 (24.23%) 。

首兩個形容詞是描述受訪學生所威覺到的自閉症人士實際上面對的困難，其他形容詞可反映

出受訪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心理狀況和行為表現之感受 ， 如「缺乏自信」、「自卑」、「自

我保護」、「行為怪異」和「不易相處」 。受訪學生亦威到他們可憐，應給予幫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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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十挑選各項形容詞的人數及百分率 （ 多項遺擇 ）

1 兢乏表達鹿力

2 在·交冇咐妊

3 兢乏自儕

4 启卑

5 應予野劭

6 不易相緝

7 可憐

8 启栽尿護

9 孖為怪巽

10 沉悶

11 與普通人無分別

12 冇機心

13 不會傷害別人

14 失驚無神發作

15 脾氣暴躁

16 自我

17 大叫大喊

18 冇耐性

19 天真

20 縣和

21 自憐

22 有攻擊性

23 危險

24 思想幼稚

25 樂天

26 得人驚

27 態度差

28 自強不息

29 值得信賴

30 關心別人

31 有趣

32 自信

33 上進

34 容易相處

35 值得佩服

36 亻/守B=思、

37 合群

38 世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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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2 

494 

380 

328 

298 

289 

287 

274 

268 

195 

180 

167 

149 

125 

116 

103 

83 

80 

76 

75 

67 

65 

64 

57 

56 

54 

53 

50 

47 

47 

40 

39 

37 

36 

30 

29 

22 

13 

53.53 

44.67 

34.36 

29.66 

26.94 

26. 73 

25.47 

24. 77 

24.23 

17.63 

16.27 

15.10 

73.47 

11.30 

10.49 

9.31 

7.50 

7.23 

6.87 

6.78 

6.06 

5.88 

5.79 

5.15 

5.06 

4.88 

4.79 

4.52 

4.25 

4.25 

3.62 

3.53 

3.25 

3.25 

2.71 

2.62 

1.99 

1.18 

4.7 質性數據 ： 聚焦小組研究結果

聚焦小組 （ －） ： 訪問自閉症學生

關於普通學生和自閉症學生在學校的相處 ，本研究亦透過聚焦小組訪問了五位自閉症學生。

當中四位學生芷在普通中學就證 ， —位在職業訓練局就贖 。 他們講述或憶述在中學時與同學

相處的情況。

受訪學生的背景資料 ．

有受訪者表示在學校沒有多少知己 ， 同學不喜歡他，別人説他社交差。有學生認為可能因為

自己的外貌或行為 ，讓人威覺容易欺負 ， 所以常常成為發洩對象。他也曾經因為發脾氣打

人。

對於同學對自閉症學生的負面態度 ， 有受訪者提到有受到同學在身體上的欺凌 ， 如拳打他 、

踢他 、 摑一巴 、打左腳 ， 亦有在言語上罵他、講粗俗言語 ， 和在默書時塗污他的本子 。

對於自閉症學生在學校交友方面 ， 有受訪者提到在校內的功課輔導班認識高年級的同學而成

為朋友 ， 也有在學校社工舉辦的活動而認識的朋友 ， 他們能夠接納受訪者與普通學生的不

同 ， 如奇怪的動作。

對於在甚麼場合自閉症學生比較容易交朋友 ， 受訪者提到共同興趣的組織 ， 如巴士迷組織、

app 丨 e迷會、青年學會、保齡球會 、 羽毛球班 、服裝設計班 、 陶藝班，和圍棋班 。 也有在家

長資源中心 、 社區中心、小童群益會、 YMCA等—些社福機構認識朋友 。

關於學校可以提供什麼途徑或幫助讓自閉症學生與其他同學有更多和更好的互動，有受訪者

提議學校辦入學營l入學前的群體性活動，或一些共融計劃，讓普通學生與自閉症學生一齊

活動，增加彼此了解。另外亦可舉辦外出活動、小組活動、興趣班，一些需要學生共同合作

的活動 ， 讓自閉症學生有更多與人溝通的機會 ， 多認識新朋友 。 也有意見指出 ， 希望有更多

專業人士（社工、心理學家、言語治療師）提供輔助 ， 社工亦可以跟校方有更緊密的合作 ，

如社工可以觀課 ，以加強跟進有需要的學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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賅焦小組 （ 二 ） ． 訪問曾經參與自閉症人士工作的義工

聚焦小組邀請了五位曾經參與自閉症人士工作的義工接受訪問 。 他們均曾在香港耀能協會專

為自閉症人士而設之服務中擔任義工。

受訪學生的背景資料

學生 A B C D 

性別 男 男 男 女 女

年齡 15 13 16 17 14 

年級 中四 Grade 8 中四 中五 Grade 9 

曾參與

（自閉症小組） 20 30 20 25 60 

義工時數

鼓勵學生 母親 母親 姨母 母親 母親

參與義工的人物 老師 老師 老師

對於在未參與義工前 ， 他們對自閉症人士的觀戚 ， 受訪者普遍表示以往他們變得自閉症人士

不懂得與人溝通 、好難相處 、常常躲在自己房間裡、行為怪異、甚至好像 「怪物」。

參與自閉症人士的義務工作後 ， 有受訪者覺得對自閉症小朋友有更深了解 ， 開始認識他們行

為背後的原因 。 例如有受訪者發登自閉症小朋友並非刻意不理睬別人 ， 而是有時候見到有某

些事物或物件，他們會非常專注 ，以致完全聽不到和看不到別的東西。

也有受訪者壹得跟自閉症人士相處多了 ， 變得他們的異常行為並非如想像中的極端 ， 跟普通

小朋友的分別沒有想像中大 。 有受訪者發覺 ，自閉症人士並非不願意與人溝通 ， 甚至會主動

跟他們談話 ， 並非如想像中完全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只是言語表達可能會差一點 ， 性格執著

一點，例如執著於某種玩玩具的方式。 但並非難以接受他們的不同 ， 因為明白了他們 ， 就覺

得不是什麼特別 ， 也可以與他們融洽相處 。

有受訪者甚至從正面角度看自閉症人士跟普通人的不同， 釁得他們的想法有時候很有趣 ，由

不同角度看事物 。 受訪者普遍壹得在做義工的過程中跟他們相處得很開心 ，見到他們在活動

和遊戲中學到東西、玩得開心， 義工們也感到快樂， 因為覺得他們有很多學習上的需要 ， 很

想幫他們 。

37 

~ 

5 討論

本硏究主要探討不同年級和性別的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以及影鞏他們的態度的

因素 ， 期望透過探討現況 ，對現行政策和服務提出改善的建議。研究人員收集來自香港不同

地區、不同組別 (Band 1至Band 3) ' 和不同性別 （包括男校、 女校和男女校）的主流學

校共1138份問卷 。

5. 1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程度低

數據顯示 ，中一學生和中六學生在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程度沒有差異。在社會接納方

面 ， 中—學生在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的 1 7個項目 中， 有9項顯著傾向負面。而中六學生的趨

勢亦然 ， 1 7個項目中有8項是顯著傾向負面 。兩組學生只在三個項目 中有較芷面的態度 ， 包

括覺得不應稱患有自閉症的同學為 「怪雞」 、不應取笑他們 ， 和任何同學都可在校內彼此學

習 。這反映中學生雖然知道要避免歧視行為、取笑別人及確認大家的學習權利 ，但不論是高

年級或低年級 ， 中學生普遍對自閉症人士 ， 表達較低的社會接納程度，而接納程度並沒有因

教育程度和一般知識水平的增長而提高，這值得我們關注。大多數的中學生對於與自閉症人

士交往及相處有所保留，如不希望鄰居是一位自閉症人士 、 不會和他們交談 、 不希望與自閉

症人士接觸、不會告訴別人有患有自閉症的親人。與平機會於2000年的調查結果比較，該研

究報告發現中六學生較中—學生更能接納殘疾學生 ，對象乃智障人士、精神病康復者、肢體

傷殘人士 、聽覺受損人士及視覺受損人士 。 故此 ， 在社會接納方面，學校也許就中學生的認

知及行為的差異 ， 提供不同的學習機會 ，讓學生多認識及多接觸自閉症，積極培養他們對自

閉症學生的正面態度 。

面對與日俱增的融合學生 ， 改善普通學生對融合生的態度 ， 特別是接納程度 ， 是一項大挑

戰。本研究數據與平機會於20 10年進行的「公眾對殘疾人士的態度基線調查2010」調查結

果吻合。該研究訪問了 1,01 1 名 1 5歲或以上的受訪者 ， 了解他們對各類殘疾人士， 包括對自

閉症人士的態度 。 在教育和培訓上， 融合教育雖然已推行超過十多年，但受訪者仍然對殘疾

學生入譖普通學校表示懷疑。平機會數據顯示， 超過40%受訪者不同意有殘疾的學生入證普

通學校較特殊學校更為理想。對於融合教育的態度視乎殘疾類別而有所不同 ， 其中最多受訪

者不同意智能障礙人士 (75%) 或精神病患者 (69%) 入讓主流學校 ， 反對自閉症學童的也

有56% (平機會， 2010) 。由此觀之， 數據顯示中學生普遍不能接納自閉症人士 ， 而同輩接

納是融合教育成功的先決條件 。 如何促進同儕接納，這會是一項優先發展的工作 。 社會各階

層有必要加強工作，以增加普通學生的社會共融理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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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高年級女生較能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除年級外，性別會否影饗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態度 ， 本研究的分析結果顯示 ， 男

女的差異只在中六學生中有統計上的差別 ， 在中一學生的數據中沒有差別 。 高年級女生較能

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 很多研究均指出女性持有較正面態度（例如平機會， 2000;

Campbel I et al., 2004; Now1ck1, & Sandieson, 2002) 。 箇中原因有待進一步研究 。 然而從另一

角度看，男生所持的態度是值得關注的 ，因為男生有較多機會與男性自閉症學生交往 。據統

計顯示，男性自閉症人士多於女性四倍以上 。青少年時期 ，以同性相處及交往居多，朋輩的

相處會十分影饗其自我形象的建立及群體交往的意向 。 如果相處關係不佳 ， 有可能出現同罡

欺凌、排斥及拒絕的群性行為。因此教育男生的取態尤其重要 。 教師在策劃共融活動的方向

上 ， 應考慮性別差異的因素，尤其是男生與自閉症學生的社群關係發展，多為男生設計共融

活動 ， 讓男生有更多機會接觸和認識自閉症人士 。

5.3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程度高

在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上 ，無論是中一或中六的學生，在全部13個項目上 ， 都有偏向負

面的回應 。例如中一及中六學生均認為自閉症人士有異於常人的性格和有怪異的行為 。 手賓

上 ， 自閉症人士因自身的限制和困難 ，如溝通困難 、 社群關係弱及固執性格，往往出現了一

些令人難以理解的行為 。 當自閉症學童有個人需要的時候，又或遇到困難和變遷， 他們傾向

從自己的角度看事情，會立即用自己的方法去達到目的 。 他們可能未愤察覺自己的問題、沒

有即時理會社群常規、 不憧考慮他人的想法及威受、難以表達自我的情威和適應突變。 在旁

人看來，他們表現的行為，可能是古怪和與眾不同，又可能是令人討厭不安，不受歡迎。有

時他們甚至未能及時理會環境的安全，造成意外 。 在他人眼中便成為既自我、獨處、衝動、

怪異、違規及難以預測的行為 。 為保安全和減少影臨，有些人認為讓他們做些簡單及重覆的

工作會較好 ， 穩定少變 ， 可減少對其他人的騷擾。

Rosenthal等人 (2006) 指出，負面的社會態度會阻礙殘疾人士融入社群 。 校園本身就是一

個小社會，負面的社會態度便會影罌自閉症融合生在普通學校的學習。本研究問卷數據顯

示，受訪中一或中六的學生均一致傾向認為自閉症人士入譖普通學校會對其他同學造成不

便，不太接納與他們一起學習 。 因此，研究小組認為必須透過教育，減少誤解，好讓同學們

清楚認識自閉症人士的思想和行為模式，理解他們的困難和限制 ， 從別的角度嘗試了解他

們， 這樣就不會容易誤解他們的行為和動機，並建立對自閉症人士的正面和開放的態度 ， 建

設和諧的共融校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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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份數據有一點值得留意，比較中一及中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 中一學生顫著

較中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行為誤解更嚴重 。這可能反映隨著年齡增長、或經過數年的中學

教育過程，中學生普遍對自閉症人士行為減少了誤解 。然而 ， 如上文所述 ， 在社會接納方

面，中六學生和中一學生並沒有顯著差別 。 這也顥示對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增加 ， 誤解或會減

少，但並不顯示接納程度會相應增加 。 由此可見 ， 學校在策劃共融活動時，除了要增加普通

學生對於殘疾人士的認識外 ， 也許還需要考慮其他因素，以促進普通學生和殘疾學生的互動

與社交 ， 提升社會接納的程度。

5.4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有負面的定型觀念

本研究問卷收集了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形容詞，有超過20%受訪者選取的形容詞有· 「缺

乏表達能力」 (53.5%) ; 「社交冇咁好 J (44.7%) ; r缺乏自信」 (34.4%) ; r 自卑」

(29.7%) ; 「應予幫助」 (26.9%) ; r 不易相處」 (26. 1%) ; r 可憐」 (25.4%) ; 

r 自我保誤」 (24.8%) 和勺T為怪異」 (24 .2%) 。這反映受訪學生普遍變得自閉症人士

欠缺社交及溝通的能力、有性格上的缺陷、以及行為與一般人有異 。 有不少受訪者亦對自閉

症人士表示同情 ， 覺得他們可憐及應予幫助。外國文獻 (Penn et al ., 2000) 亦指出一般人

對自閉症人士的印象普遍是社交能力低、不恰當的情緒行為、怪異行為、 自我傷害 、 和言語

障礙 。

負面的定型觀念及誤解會締造對自閉症人士的偏見 ， 綦至形成負面標籤 ， 影響學童與他們交

往的接納程度 ， 而歧視、排斥與欺凌事件亦可能繼而發生 。 有學者 (Gray, 1993) 指出一般人

對自閉症人士形成特別負面的印象 ， 其中一個因素是自閉症人士不一定像—些其他類別的殘

疾人士，有比較明顯的外觀。 而自閉症人士的異常社交和破壞行為 ， —般人會較傾向歸咎於

自閉症人士個人的責任（如不服從社會的規矩）而非其病患所帶來的限制 。加上社會人士普

遍對自閉症缺乏正確的理解 ，即使是教師，對自閉症人土也有不少誤解，如覺得 r 自閉症的

學生沒有學習障礙」、 r 自閉症是一種情緒的疾病」、 r 自閉症人士有特殊天份或技能」

(Helps et al., 1999) 。外國研究顯示，比較其他殘疾學生，教師普遍對自閉症學生較少同

情心及有更多忽略和歧視行為 (Gray, 1993; Peyton, 2004) 。上文研究背景也有提到 ， 教師

對學生的觀威與行動 ， 顯著地影嚻同蜚學生對該學生的觀戚 ( Barker & Graham, 1987) 。由

此可見 ， 要改善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教師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以及其行為對

其他學生的影睾 ， 也十分重要 。 有學者建議，特殊教育的教師培訓，亦應包括一些情緒管理

的元素 ， 包括憤怒管理和同理心培養 ，讓教師在課堂內正確處理自己的情緒。此外，亦應包

括矯正教師對自閉症學生的一些與現實不相符的期望 (Ling et al., 2010) 。 總而言之 ，教師

有效的自我情緒管理以及對自閉症學生正確的觀念和理解 ， 將提高教學效能和課室的共融氣

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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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曾接觸自閉症人士的高年級女生有較高的社會接納

數據顯示只有中六女生受到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經驗所影饗，而對自閉症人士有更大

的社會接納 。 至於為何男生或低年級女生不會因認識或曾接觸自閉症人士而對他們有更大接

納，原因有待進一步探究。有研究顯示，在主流學校裘 ， 儘管與有特殊需要的同學一起相處

多時 ，不一定能培養對他們有良好的廠覺 ，即筋單接觸並不是就能建立正面態度 (Wong,

2008; Hastings & Graham, 1995) 。 縱使有多項研究顯示 ， 對有特殊需要人士的「認識」及

「接觸 J 是影聳正面的態度形成的兩個重要因素 (Gelber, 1993; Elmaleh, 2000; Au & Man, 

2006) 。事實上 ，許多學者認為要提高普通人對殘疾人士的社會接納 ， 不是單單提供殘疾的

基本知識，更需要培養對殘疾人士的能力和功能上的限制的充份認知和理解 (Verp lanken & 

Me1gaders, 1994)• 並對殘疾這個概念本身建立正面的態度 (Hastings & Graham, 1995)' 

這樣才可培育學生的正面價值觀及學會接納他們 。

社交接觸是一個複雜的課題，長時間接觸（例如在課堂或家庭） 可以令學生有真正的理解及

尊重，但亦可能帶來挫敗威及氪到煩躁。有不少研究顯示，普通學生與殘疾學生在教室間的

恒常接觸並不一定能培養同學之間的正面態度 (Nowic相 & Sandieson, 2002)' 反之，接觸

過程的負面經歷更可能增加歧視 。若普通學生將與殘疾學生的互動，看作對其社會地位和自

我形象的威脅 ， 就更難以接納。尤其在香港這個十分著重學業成就的社會裡， 主流學校學生

在學業上，普遍存在很大的競爭 (Wong, 2002) 。同學間對於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較難建

立包容及接納。因此，很多學者都提倡在安排普通學生與殘疾學生的互動與接觸時，應細心

地策劃交往活動的內容 ， 有系統地建立一個合適的環境，議學生能建立正面的社交互動和有

意義的交流 ，同時要留意活動的場景是否有利於融合普通學生跟殘疾學生的社會群體

(soc阅 group ing) 和自我形象的建立 (Wong, 2008) 。學校是需要刻意安排校園共融活

動 ， 塑造機會議學生與自閉症人士直接交往和合作的 (Hewstone, 2003) , 彼此為共同目標

(shared goa I) 而努力 (Allport, 1954)• 讓普通學生真正體驗自閉症人士的難處、長處和

潛能 ， 彼此產生朋蜚間情戚上的聯繫 (Harrberger & Hewstone, 1997; Pettigrew, 1997) , 這

樣才可協助他們消除對他們的誤解與焦慮 ， 接納他們 ，以推動共融文化 。

5.6 義工服務經驗有助提高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

本研究問卷跋據顯示 ， 只有少數受訪者（約30%) 有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中六學生較多

是透過參與義工 ，而認識或接觸自閉症人士 (27.7%) • 而中一學生則較多是因曾有自閉症

同學而認識自閉症 ( 25. 1%) 。 而統計結果顯示，經同學而認識自閉症人士，並沒有使各個

組別的中學生在行為誤解和社會接納有更正面的傾向；而參與義工的經驗， 卻對中六學生在

社會接納上有顯著的正面影響 。至於為何參與義工能使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有更大的接納，

本研究透過聚焦小組收集的數據提供了一些解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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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訪者提到他們在未曾參與有關自閉症人士的義務工作前，都對自閉症患者有—些負面的看

法，覺得他們社交有問題、難以溝通和行為怪異 。 受訪者指出在參與義務工作的過程中，與

自閉症小朋友有接觸以後，對他們有更深入的了解，更明白和能體會自閉症人士各種行為的

背後原因 ， 如他們有時候太專注於某些事物而忽略了他人，而這些是源自於他們的一些認知

上的限制而並非刻意忽略他人 。 由於義工的場景常常是一些遊戲和團體活動 ， 讓他們能在輕

鬆和歡樂的氧氛下，與自閉症人士有互動 ， 這都有利於普通學生與自閉症人士關係和互信的

建立 。 受訪者與自閉症人士建立了朋友關係，自然地對他們的異常行為有更多的包容，甚至

開始會從正面的角度看他們與一般人的不同 。 由此可見，鼓勵香港中學生參與義工，提昇他

們主動參與的意向，很可能有助改善他們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

6 建議

數據顯示，不論高年級或低年級中學生，普遍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方面，表達較低的社

會接納程度，而接納程度並沒有因教育程度和一般知識水平的增長而提高 。 中學生雖然知道

要避免歧視行為、取笑別人及確認大家的學習權利，但大多數的中學生對於與自閉症人士的

交往及相處有所保留 。 高年級女生較能在交往中正面接納自閉症人士 ，但男生所持的態度卻

值得關注 ， 因同儕間相處關係不佳，有可能出現同罡欺凌、排斥及拒絕的群性行為 。 因此教

育男生的取態尤其重要 。 此外 ，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行為的誤解程度高， 負面的社會態度會

阻礙殘疾人士融入社群 ，中一學生顯著較中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行為誤解更嚴重 。 這也顯

示對自閉症人士的認識增加 ，誤解或會減少，但並不顯示接納程度會相應增加 。 此外 ， 中學

生對自閉症人士有負面的定型觀念，受訪學生普遍覽得自閉症人士欠缺社交及溝通的能力、

有性格上的缺陷、以及行為與一般人有異 。 負面的定型觀念及誤解會締造對自閉症人士的偏

見 ， 甚至形成負面標籤，影饗學童與他們交往的接納程度，而歧視、排斥與欺凌事件亦可能

繼而發生 。 此外，教師對學生的觀威與行動，亦顯著地影罌同莖學生對該學生的觀厰，要改

善香港中學生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教師對自閉症學生的態度，以及其行為對其他學生的影

鞏，也十分重要 。 數據也顯示只有中六女生受到認識或接觸過自閉症人士的經驗所影霎，而

對自閉症人士有更大的社會接納。義工服務經驗能有助提高對自閉症人士的社會接納 。 受訪

者與自閉症人士建立了朋友關係，自然地對他們的異常行為有更多的包容，甚至開始會從正

面的角度看他們與一般人的不同 。 就以上的討論 ， 研究小組提出下列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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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對主管教育機構或學校行政人員的建議

6.1.1 致力推行校園融合文化

融合教育推行多年，學校已致力推行校園融合文化 。 然而一些學生仍有不同程度的誤解及社

會接納情況仍欠理想，實應繼續加建共融校園。校本政策須以融合教育為政策，大力落賈推

行有關的措施。學校應從低年級開始 ， 向學生教忠正確的共融理念 ， 尤其是男生，更加需要

積極的教忠 。 消除歧視、減少欺凌、同儕輔坦、 關懷協助等，均是長期的培育目標。學校行

政人員多向家長介紹共融政策， 鼓勵家長參與和合作 ， 推動共融文化 。

6.1.2 提供學習及參與機會

主管教育機構應投入資源灌輸正面教育，多舉辦有意義的學習活動，讓學生正確認識自閉症

人士 。 現行在高年級推動之 r其他學習經驗課程」 ，若推行義工服務時，可安排學生多接觸

殘疾人士， 特別是自閉症、精神復康或智障人士 ， 這會議學生從相處中學習及改變態度，加

深了解、提升正面接納和減少誤解。設計課程的時候， 亦應將共融活動列入正規教育課程，

例如在通識教育科內 ，發展共融教材 ，以教忠學生以正面態度 ， 對待有特殊需要的人士 。

6.2 對學校教學人員的建議

6.2.1 改善教師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

教學人員的言行舉止及態度都是學生的榜樣，他們必須以身作則，多關懷自閉症學生 ， 多與

他們傾談 ，了解他們的內心世界 ， 協助他們解決困難 。 並且多學習多元化的教學技巧，以誘

發自閉症學生有效地學習 ， 培養及發揮他們多方面的才能，建立自信、自強及獨立的性格 。

這樣可發揮他們的優點，建立孩子的正面形象，化解同學們對他們行為的誤解，幫助他們融

入社霖 o

6.2.2 組織及安排不同的共融活動

教職員也可採用協作教學、小組分享或討論丶合組活動、鼓勵伙伴同行計畫 (Buddy

System) 、朋蜚支援 、大哥哥大姐姐計劃等 ，以協助自閉症學童成長。教學人員在課堂內，

多教坦普通學生慬得關懷他人，發揮同理心，了解個別差異， 明白他人戚受，彼此尊重及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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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3 裝備課堂教學能力

教師需時刻在教學的時候，將共融文化的理念，貫徹於各教學領域中，並且使融合教育得以

在學校教育中順利實施 。 教師應多進修 ， 學習情緒管理及教坞自閉症學生的技巧 。 現時香港

教育學院特殊學習需要與融合教育中心，與不同幽體舉辦的「最佳老友」、「特殊學習障礙

大使計劃」及 「特殊教育精英計劃」 ， 目的是讓準教師認識特殊教育需要及建立與特教生的

良好關係， 從而改善課堂教學技巧及培養對特教生的正面態度 。

6.3 對家長的建議

6.3.1 提升自閉症子女的社交技巧

有自閉症孩子的父母應積極尋求方法協助子女成長，針對他們的需要，儘早參與評估及介

入， 鼓勵其孩子參加專題訓練 ， 如認識怎樣交友和提升社交技巧等 ，讓他們憧得如何面對日

後可能所遇到的挑戰 。 當孩子能懂得自控，減少情緒行為問題，與人交往暢順的時候，同學

自然樂於與他們接觸 ， 偏見和誤會也會相應少了 。 家長也毋須過份保誤孩子，應儘量讚子女

參與一些正常社交活動 ， 豐富其交友的機會及經驗 。

6.3.2 誘埠其他家長接納自閉症人士

普通學童的家長有時會認為自閉症學童會搗亂課堂秩序 ，教師在教學時為了處理患有自閉症

的學童的問題， 可能會貲時照顧他們 ， 因此家長會澹心其子女的學習進度會被延誤等 。 他們

不太歡迎這羣學生的觀念，可能會直接影鞏其子女對他們身邊的同學的看法 。 普通學童的家

長應獲得協助，使他們更了解自閉症學生，並以開放態度接納自閉症人士，且教育其子女多

包容他們，鼓勵子女接觸他們 ， 社會人士才能得以和諧共處 。

6.4 對大眾傳媒的建議

6.4.1 宣傳自閉症的訊息

根據突破機構於2010年進行之「香港青少年媒體使用情況調查」報告結果， 66%的本地10至

29歲青少年 ，每天上網3.6小時，超過九成 (95. 1 %) 的青少年收看免翡電視（平均每週8.6

小時），五成 (50.7%) 透過免費電視台網頁 ， 收看重播節目 。 數據反映免費電視台是青少

年看電視節目的主流媒介，上網看電視亦成為不少青年人的選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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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亦選取網上收聽電台的新聞時事。大眾媒體對現今的青少年具有很大影饗力 ， 網絡已

成為他們的娛樂、溝通、接觸新聞 ， 甚至交流資訊的重要媒體。故此 ， 各方面如能善用傳媒

和網絡世界 ， 提供正面資訊 ， 定有助減少對自閉症的誤解 ， 推展共融文化 。 事實上 ， 很多傳

媒都能營造消除歧視的傳媒文化， 值得欣賞。我們期望傳媒能多報導自閉症人士的成功例

子 ， 為大眾提供正面自閉症訊息。

6.4.2 提升低年級學生對自閉症的認識

從突破機構之 「香港青少年媒體使用情況」調查報告結果顯示 ， 四成受訪青少年表示有看漫

畫 ， 超過八成 (8 1.9%) 主要是看日本漫畫 。 青少年喜愛閲證漫畫 ，以此作媒介會更加吸引

學生閲證資訊 。 例如已故戶部敬子的女性戲劌漫盡作品的「與光同行」 及香港耀能協會製作

的「閉門煲JOKE」第—集 （生活趣事）及第二集（校園趣事），均能以輕鬆幽默的手法 ，

呈現自閉症令人費解的—面 ， 這有助加深公眾人士對自閉症的的認識 。 有關機構如能多以此

方式介紹自閉症 ， 實有助提升低年級學生對自閉症的認識及培養他們對自閉症的芷面態度 。

6.5 對非政府機構的建議

6.5.1 增強知識轉移及技術交流

本港從事康復及教育服務的非政府機構 ， —直致力為各類有特殊需要人士提供服務 ， 在他們

各個人生的階段作出適切的支援。願著自閉症人士數目的上升 ， 此類機構在E常工作中 ， 接

觸自閉症人士的機會越來越多 ， 漸漸累積了農富的經驗 ， 能理解自閉症人士的需要 ， 及掌握

了與他們相處及輔助他們成長的策略和方法 ， 亦引進了較新的專業知識和技巧去照顧及扶助

他們 。 因此 ， 除了校本教師和教職員的教蔚外 ， 非政府機構宜無私地分享其專業知識和技

術 ， 與學校互相緊密協作， 以輔助學校提升教育自閉症學童的效能 。 近年部份特殊學校充任

資源學校 ， 支援普通學校裏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正好發揮了這個作用。現時 ， 中小學校向外

為學童購買專題小組及個別訓練是十分普遍 ， 然而 ， 礙於外購服務的限制 ， 服務多偏於零散

及短暫，較難讓服務提供者與學校分享知識和技術 。 香港耀能協會去年起獲香港賽馬會扔善

信託基金撥款捐助之「APLUS一自閉症學童支援計劃」， 就是其中一個協作模式的例子 。 該

計劃目標不單為促進自閉症學童的成長及協助他們適應學校生活 ， 更致力於提升教育工作者

啟忠自閉症學童的技巧、培育家長支援自閉症子女的信心及能力 、協助學校發展健全的融合

教育機制、發展支援自閉症學童的資源及推廣相關經驗 。 希望透過專業團隊與學校的協作 ，

增強知識轉移及技術交流 。 我們建議有關當局或慈善基金 ， 應調撥資源 ， 協助機構提供全

面、持久及全校參與的支援模式， 以達增強知識轉移及技術交流的果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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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2 協助開發「共融課程」及義工活動

要鼓勵普通學生多接納自閉症同學 ， 多和他們交往，必須從教育開始 。機構就其優勢， 與學

校緊密配合 ， 規劃「共融課程 J ' 滲透於學校的正規課程內 。 舉例來説，「共融課程」是一

項德育課程 ， 目的是讓學童明白個別人士的差異，學悔怎樣與人互相包容、交往和接納 ，培

養對有特殊需要或殘疾人士的芷面態度 。 「共融課程」可包含三個部份 1) 對有特殊需要

或殘疾的人士的認識 2) 義工及有意義活動 3) 自閉症人士親善大使演説 。 課程的第一部份

可以通過不同途徑 ，例如安排機構有經驗的員工舉辦購産 、發放網上資訊 ，製作書 、畫、 故

事冊等， 教育學生深入認識他們的困難和限制。有了基本的認知 ， 第二部份便可組織具有意

義的活動，例如較長時間的義工和探訪服務，從實際接觸和觀察，學童可更清楚了解自閉症

人士的想法 ， 理解可能導致他們某些行為背後的原因，減少對他們的誤解及定形的看法。正

如有學者提出 ， 其中—個有助改變態度和減少偏見的機制是建立友誼 ， 通過塑造特定的「理

想」環境 ， 讓有殘疾和無殘疾的人士直接接觸及相處 ， 從而產生情戚的連繫 (Hewstone,

2003) 。因此舉辦義工活動和共融活動 ， 在導師的帶領下，學生能在日常生活層面多接觸多

連繫，有助溝通及情感交流 ， 以建立他們對殘疾人士的開放態度 。 在第三部份中， 邀請機構

服務對象之自閉症人士現身説法，親身自述個人有關克服困難的經歷 、 過著快樂生活的故

事 、 感受和期望等，又或邀請有自閉症孩子的家長分享感受，公眾樂於接受，而且能更有威

染力和説服力，藉此培育學童正面的觀戚。

6.5.3 舉辦培訓及提供資訊

機構的資深員工可向大眾（ 特別是家長、從事教育和訓練自閉症學童的工作人員）分享有關

教導自閉症學童的經驗 ， 以及定期舉辦講産和專題工作坊教授已有知識、態度和技巧， 造樣

就能培訓更多人才在不同的崗位上協助自閉症學童 。 亦可將經驗製作為本土化的教學賚源 ，

將正面而實用的資訊廣泛地傳遞 ， 讓大眾多認識自閉症人士 。 香港耀能協會新設的「復康網

絡之自閉症專欄」，就是專為公眾人士提供有關自閉症人士的多元化資訊，如 資訊豊富的

「自閉症小百科」、分享如何處理自閉症孩子行為的「 36計」 、以及由自閉症人士或其家長

撰寫文章的「無限溫馨一網絡傳情」，目的是有助教育公眾對此類人士有正面的態度、知識

及技能。

要落實推行服務、共融課程 ， 以及提供賚訊和培訓，實有賴資金贊助才可有充足資源開展項

目 ， 而學校採取的重視態度和積極參與性，也是成功的重要因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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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研究限制

由於在邀請學校參與的初期，有些學校表示不願意參與是次調查。 研究小組只能邀請顔意參

與的相熟學校參與 ，不能作麵機抽選 。 此外 ， 是次硏究只集中硏究平機會態度量表中兩個範

蠕 ，包括「社會接納」 及「對行為的誤解」範畸 ， 未能全面研究學生在各方面的態度 ， 如他

們對自閉症人士人權的看法 。 將來如有同類調查 ， 可包括多個範畸 ， 作更深入的探討 。 本硏

究只是初探參與義工與對自閉症人士的態度之關係 ， 資料不足 。 如能更深入硏究 ，可能有助

學校策劃和編排義工服務 ， 使學童能從中增加對殘疾人士或有特殊需要人士的認識 ， 建立芷

面的態度 。

8 展望

香港融合教育普及地推行，在普通學校就護而有特殊需要的學生愈來愈多 。 除了患有自閉症

的學生，當中有許多是患有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學童， 這羣學生的行為也是常常被人

誤解，與同學的相處亦常有爭拗 ，可能並不是受歡迎的—羣。了解學生對他們的態度 ， 相信

能有助喚起大眾對專注力失調及過度活躍症的學童的關注 ， 並且提出建議 ，以推動在校園內

的共融文化 。 此外，如將研究對象範圍擴大 ， 除中學生外 ， 可延展至硏究大專生的態度 ，以

增強我們的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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