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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愚公移山」──我在家做了什麼？                   

  不同機構的專家、治療師、訓練員，都說我幼子進步很快。有專家曾表示，

很有興趣想知我在家怎樣教他？其實絶大部份我所做的，都是循專家所教，充其

量是閱讀、參照、學習了不少有關知識，但通通不算創新。我只是時時刻刻，常

與幼子在一起，不停動腦筋，把大量訓練、玩樂、學習揉合，選他喜歡的，能力

所及的，合成一套訓練和教育，潛移黙化，聚沙成塔。 

  讓我說說一些自創的訓練例子，方法是自創，但其理念，全依專家所教。 

  拔河。恰巧長子是童軍，就用童軍繩拔河，不純鬥力，而是把繩繞腰，又拉

又放，目的是把對方迫得失卻重心，移動腳步。我藉此訓練幼子身體協調。 

  推手，與幼子互相捉手，推對方出界。我當然常讓他，使他獲勝，他才有興

趣繼續。這活動不需要大地方，在家中客廳已可。這對發展幼子大肌肉，身體平

衡感覺有幫助。 

  爬高梯取物。我把幼子喜愛的食物或玩具，放在天花燈，風扇葉上或櫃頂，

叫他爬高梯取物，訓練他膽量、自信和平衡力；有時還故意收起高梯，要他自己

找，或另外想辦法。 

  用雨傘勾物。叫幼子卧地，用雨傘勾取三、四呎外物品，要他努力自己解決

問題。又試過改變工具，不用雨傘，用童軍繩，結環、抛出，圈物以回。這能訓

練他臂力，提高眼睛準繩度。事後，我還教導他要動腦筋，找尋解決問題的方法。 

  障礙賽。把家中餐椅、小茶几、矮凳放在客廳中，叫幼子在上大步踏過，又

或者繞過、爬過，鍛練大肌肉和身手。 

  玩氹氹轉。公園難找氹氹轉，而家中有旋轉椅一張，就把幼子放在椅上轉，

盡量快。但這要我非常小心，保護他不掉下來，也告誡他不准自己玩。 

  鬆綁。用粗繩往幼子身上圍幾圈，打一個不緊不鬆的結，叫他自己鬆綁。他

身體不停地扭動，出力掙脫，哈哈大笑。這既是遊戲，也是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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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尋寶遊戲。這可以千變萬化，可引導幼子爬高爬低，鍛練身體協調，也訓練

他做事努力不懈。若尋獲不果，孩子想放棄，便給他提示，務要幫他繼續、堅持；

提示他，與他說話，是親子，也是言語治療，提升他溝通能力。 

  長期以來，幼子追踪别人的視線能力奇差。即使我在他身旁，手指十呎遠之

物，幼子試又試，竟不知我所指。五歲半，落後同齡孩子非常多。追踪别人視線

的能力重要，是溝通必備，但無論我和內子怎樣教，經年未果，沒絲毫進步，幼

子也提不起興趣。意外地「尋寶遊戲」幫了他。隔二、三天，用他喜歡的小食，

玩具引誘，他便開心地尋找。若找不到，要提示，我就用目光射向目標，鼓勵他

繼續，直至成功。前後幾個月，幼子追踪别人視線的能力，追近同齡孩子水平。

始終寓訓練、教育於遊戲最有效，孩子開心，才有興趣持續。 

  坐彈彈球、跳彈牀、打筋斗、摔背。這四項活動，都是專家介紹的家中訓練，

改善幼子感覺統合能力。第一項需要買一個彈彈球，專門店有售，數百元。幼子

騎在彈彈球上，在廳中彈跳，很好玩，連我長子也參與。第二項需要小型彈牀，

我沒買，只叫幼子在我夫妻的睡牀跳算了。第三、四項所需只是我的時間，扶幼

子打筋斗，捉他從我背摔過。說實話，若非專家介紹，而我又親往看示範，實不

敢把他從我背上摔過到牀上去。在家試摔，非常小心試第一、二次，幼子高興地

笑，從此之後，久不久與他玩摔背，直到他感統大幅改善才停止。這項訓練帶一

點風險，且需要體力，女性家長不宜執行，應由男性家長向專家請教，學習後，

才可在家進行。 

  玩泥膠、摺紙、摺飛機、都是訓練小肌肉。我解說過玩泥膠，不再重覆。摺

紙不單訓練小手指靈活，而且多變，一張紙，可以摺出千奇百怪。專家說，亞氏

保加症患童固執，不變通，活於框框內；建議多帶幼子去砌沙堆，玩搓麵粉，因

這兩項多變化。我跟從，循這思路，想出用摺紙來激發幼子，也是變化多端。除

了摺飛機、鶴、船、手槍等有限幾項，我已忘了其他摺紙手藝，於是到圖書館借

書參考，在家與兩子摺紙。尤其喜歡摺飛機，完成後可放飛機。真的，曾屢次和

兩子同摺飛機，然後在家玩，或陽台、或公園、郊野，玩得非常痛快。幼子也多

說話，歡笑。 

  以上所述，都是可在家中進行的活動，既是遊戲，也是訓練，花費有限，但

一定要持之以恆。上述遊戲不是我在訓練手冊找出來，全是我想出來，還有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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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在此列舉，並不是叫家長照做，若照做，不一定合適。家長可循專家所教

的方向，再加以咀嚼、思考，設計出合適自己孩子的訓練和遊戲，並且持之以恆。 

  要強調，不可單做「家中訓練」，「家庭教育」同等重要。要教孩子自理、更

衣、洗澡，不是幫他做，是教他自己做。家有菲傭，自己與內子均不用上班，看

着幼子「雞手鴨腳」，要有很大自制力，忍手要他自己做；也要下命令，不許菲

傭幫手！我用柔和語調，鼓勵幼子，日子有功，花幾個月，幼子一一學會自己更

衣、洗澡、抹身、清理大便。記着，一定要禁止菲傭幫孩子做。幼子不單學會自

理，還令他自信、開朗、快樂、獲人稱讚，更樂於與别人相處。 

  外出購物時，也教幼子付款，既學習找贖，也學習辦事；去快餐店，也教他

自己購票，自取餐具。 

  做家務。這是我最感困難的，自認不及格。因家中有菲傭，怎能叫菲傭不做

家務，讓給幼子做呢？退而求其次，只能於星期日，命兩子鋪牀摺被，自己準備

早餐和於餐後清洗，晚飯則幫手洗菜、洗米、執拾等。 

  乘港鐵，以身作則，教幼子讓座給老弱；我也曾佯作忘路，叫幼子自行找路

出站，考他記性，同時讓他學習照顧自己。此外，專家提議我採用不同路線，不

同交通工具，於是照辦，也去乘公共汽車，一時坐上層，一時坐下層，又給幼子

講解沿途所見，目的是給他多見識，多接觸，打破固定框框。 

  上述一切，都是家庭教育一部份，栽培幼子自理能力。事實上，政府的兒童

早期教育中心的部份課程，也是教孩子自理的。不管長子資優，幼子患亞氏保加

症，在這環節，我一視同仁，都同樣教，同樣堅持，分别只在時間。長子早熟，

三、四歲便學做這些，幼子則到五歲才開始，因應他們的學習能力。 

  在家中，常與幼子一同閱讀，他起初只喜知識性的書，尤其恐龍書。向心理

專家請教，才明白這是亞氏保加症患童常有的毛病，專家建議多讀故事書，起初

幼子抗拒，唯一例外是《湯馬士小火車》系列故事書，我便先順著他，配少量其

他故事書，若他不喜，便去圖書館另借。曾有一年光景，每星期去圖書館一次，

集全家借書證，大量借閱，日子有功，幼子從專注知識性的書，逐漸改變，也開

始喜歡故事書，不過範圍仍是狹窄。他現在六歲，我估計他已閱讀超過八百、九

百本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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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讀知識書，拖慢幼子吸收科學知識，我不無感慨，但改讀故事，多明白人

與人關係，社交，輔導品德栽培，是必須的，是擺脫自閉症、亞氏保加症應做的。 

  唯一奇怪，幼子總偏愛英文故事。我在言語治療一章寫過了，不重述。 

  「想法解讀」。大約在幼子五歲三個月，我才首次聽聞「想法解讀」(Theory 

of Mind)。我認為這重要，故在家為幼子做了不少訓練。亞氏保加症患童這方面

十分弱，會有下列困難。 

一．未能辨認别人的表情，喜、怒、哀、樂。 

二．未能跟蹤别人視線。 

三．未能明白什麼是說謊、欺騙。 

四．未能明白别人的情緒、感受、進而體諒别人的心情和處境。 

五．只明白字面意義，缺乏聯想力，不明暗示、譏諷、說笑和弦外之音。 

六．未能分辨現實和想像的世界。 

七．不懂猜測别人行為動機，沒有推斷别人企圖的能力。 

  當幼子五歲時，他有齊上述所有困難。很多有關「想法解讀」的訓練，都可

在家進行，例如「認臉譜」、「讀圖卡」。 

  「認臉譜」是教幼子辨認别人喜、樂、哀、愁的模樣。臉譜有卡通化的，也

有真人相片的，不難找，很多有關自閉症訓練書皆見，公共圖書館可借閱，訓練

機構也提供。我在家與幼子認面譜，前後持續約兩月，但真正訓練時間卻短，因

為「認臉譜」頗沉悶，難引發他的興趣，每次訓練都是十多分鐘便完，又不可以

天天做，迫幼子死記不是好辦法，我會隔一段長時間才再取臉譜練習。 

  另一活動是「讀圖卡」。兒童早期教育中心，曾借給我很多圖卡，或稱「情

境卡」，給幼子在家閱讀。圖卡通常是一套六或八張，組成一件事。透過解釋、

閱讀，教孩子學習社交和人際關係。亞氏保加症或自閉症的患童，一般對文字和

圖像的吸收能力，遠勝聲音和講話。我和內子便藉情境卡來教幼子，前後近一年。

圖卡有淺有深，都是導師介紹，通常在家讀二、三遍，幼子便明白，也能覆述，

大致無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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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00八年初，我從香港痙攣協會(現稱香港耀能協會)購入《社交故事手冊」》，

共一百個故事，為訓練自閉症和亞氏保加症患童學習社交，我以此與幼子同讀。

起初他很樂意，但讀了約兩個月，完成約四十個故事後，便漸失興趣。可能我買

這套手冊晚了，幼子又已經歷了不少訓練，手冊的課程對他是淺了一點。 

  「想法解讀」十分重要，我自己年輕時，也是聽不出笑話、譏諷和反話。成

年後，在社會工作時碰釘、鬧笑話。我不希望幼子有相同遭遇，但不知怎樣教！

我相信「認臉譜」、「讀圖卡」、「社交故事」，以至大量閱讀故事書，都有很大幫

助，雖不可能完全解決困難，但一定加快他對「想法解讀」的了解。幼子五歲八

個月，社署的導師為他做一個「想法解讀」的測試。當時我在場，估計幼子做得

不差，結果收到成績時，比想像還好。我非常肯定在家做的訓練，扶了他一把。

我曾要求臨床心理學家為我寫信，方便我為幼子報讀「蕊展計劃」1，但看完成

績，心理學家微笑着對我說：「不用費神，『蕊展』太淺了。」那時，我休假已完，

復工才一月，聽到這評語，更加肯定休假沒白費，驚喜交集，心中飄飄然。 

  我很重視栽培幼子的自信心。五歲半，幼子晚上還有尿牀，一星期約一至二

次，很少量。幼子心中不快，羞於啟齒。我想這影響他自信，就每晚抱他去小便。

很易，他十時就寢，我大約十一時半，就抱他上廁所，不必喚醒他，是抱他，通

常成功，他能自行小便，洗手，再回房睡。整個過程，他沒有記憶，渾不知曾發

生。我選用這做法，有兩個原因，第一，幼子在日中也間中遺尿，很少發生，往

往是一尿急，便忍不住，我估計是他機能發展未夠好，相信長大一點就可以。第

二，我曾用此法於長子身上，約在他三歲時，為期半年，成功協助長子過渡。希

望再過一年半載，幼子身體成熟，不再尿牀，否則，我便帶他看醫生。 

  幼子就讀坑口某幼稚園，我很滿意，肯定適合幼子，對他有幫助。 

  第一、校舍環境優美，不是在商場一角的幼稚園。獨立校園建築，與天主堂

相連，花圃、人工瀑布，在香港是極罕有，我一見難忘，立刻喜歡。 

  第二、園方每三個月做一次評估，報告足六頁，不單詳盡易明，最重要是，

我第一眼就覺熟悉。報告部份內容，非常接近各間訓練中心所作的智能測驗和感

覺統合測驗的報告，園內老師，或多或少具備這些專業知識。 

                                                
1 在香港，兒童早期教育中心只為小學以下的幼兒服務。若孩子已升上小學，仍希望參與由政府

資助的訓練，便要轉為參與「蕊展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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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內子和臨床心理學家曾到學校探訪、觀課。園方十分合作，給予協助，

我心存感激。 

第四、園方頗多校外活動，例如去旅行、公園，乘港鐵，甚至探訪老人中心，

都為孩子擴闊生活接觸，對打破「亞氏保加症」的行為框架有幫助。 

第五、 商討幼子學習進度時，老師顯得關心，誠懇地表示曾教過亞氏保加

症患童，這又令我放心多一些。 

第六、園內有一「資源角」，內藏很多書藉，我曾借閱數本不錯的書。 

  我十分肯定，選對了幼稚園，幼子上學是開心的，沒有壓力的。 

  在家，我為幼子建立一個檔案，收集與幼子有關的資料，包括他所繪的畫，

報讀各課程的簡介等。此外，每次與專家相談、檢討之前，我會寫下該段日子的

觀察所得及問題。會面後，我把這些筆記、會面記錄、收到的評核報告和幼稚園

的成績單，全部都收蔵於這檔案內。這檔案不單讓我温故知新，也提供我寫此書

的資料。 

  毫無疑問，長子幫了忙，協助幼子擺脫亞氏保加症。我沒有絲毫特别要求，

只是讓長子和幼子隨意地玩樂、遊戲，砌沙堆、摺飛機、玩紙牌，甚至簡單的舞

手弄腳，就此而矣。兩兄弟自然的玩，甚至爭執，皆是溝通，體會社交。這孩童

間的溝通、玩耍、追逐，絶非父母可以代替。非常肯定，有長子在家，平添幼子

學習社交無數機會。我家有幸，育兩子；若幼子是獨子，就永遠無法彌補不存在

的兄弟情。 

許多導師，臨牀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都對我忠告：「常常與幼子在一起，

給他愛，給他不同的學習經驗，擴闊他生活圈子、視野和接觸，不斷嘗試新事物，

是打破自閉框框的最佳辦法。」我對此深刻體會。自己所做的一切，都循此方向。

獨立看任何一項，都不難，但合起來，長期執行，時時動腦筋，覓法改良，永不

鬆懈，就要有強大如「愚公移山」般的毅力。基本上，在我休假的六個月，我無

時無刻不在動腦筋、在做訓練、教育及陪伴幼子。而我起初，純是靠一股信念，

勇往直前。家長們，你願做「愚公」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