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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 

教師培訓研究計劃簡介 

研究背景 

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der, ASD)對幼兒的社交溝通、情緒、行為、學習

等方面有長遠的影響，所以及早為他們提供支援非常重要。許多研究顯示早期介入與訓

練能有效地提升幼兒的社交能力，而越早介入，訓練的成效就越大 (Harris & Handleman, 

2000; Lovaas, 1987; Luiselli et al., 2000; Turner & Stone, 2007)。 
 
為了可以及早識別以儘早為有需要的幼兒提供適切的支援服務，香港大學心理學系榮譽

教授區潔芳教授、區浩慈博士及副教授沈嘉敏博士的研究團隊研發了一個簡單且方便學

前教育工作者使用的《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Au et al., 2021; Shum et al., 2022）。為

更一步推廣此量表，明愛康復服務與香港大學心理學系研究團隊合作，開展《幼兒社交

課堂觀察量表》教師培訓研究計劃。團隊希望透過教師培訓，有效地提升教師對自閉症

的認識和運用《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作及早識別的能力，從而讓幼兒得到適切的支

援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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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人員 

主要研究員： 

沈嘉敏博士（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鄧偉茵女士（明愛康復服務教育心理學家及博士研究生） 
 
明愛康復服務人員： 

陸潔玲女士（總主任） 

古惠英女士（高級督導主任） 

鄭惠芯女士（教育心理學家） 

王雅琪女士（教育心理學家） 

黃萱然女士（教育心理學家） 

周侍會女士（高級特殊幼兒導師）  

余淑敏女士（高級特殊幼兒導師） 

何寶兒女士（特殊幼兒導師） 

施  蕾女士（特殊幼兒導師） 

劉嘉欣女士（特殊幼兒導師） 

梁詩韻女士（特殊幼兒導師） 

黃思敏女士（特殊幼兒導師） 

李曉琳女士（福利工作員） 

黎潁延女士（福利工作員） 
 
香港大學人員： 

王潤佳（心理學系研究助理） 

吳凱珊（心理學系學生助理） 

王颽萸（心理學系學生助理） 

陳圓維（心理學系學生助理） 

陳星宏（心理學系學生助理） 
 
特別嗚謝： 

標誌設計 -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景盛幼稚園陳蔚雯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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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謝 

是次研究計劃得以順利完成，有賴下列十五間幼稚園/幼兒學校的參與。研究團隊衷心

感謝各校長和教師的支持，撥冗填寫量表和問卷，並協助我們邀請家長參加是次計劃。

另外，我們亦感謝參與計劃的家長填寫問卷並同意讓子女接受測試。 
 
參與學校 (排序依筆畫)  

天主教領報幼稚園 香港神託會培真幼稚園 

天主教聖伯多祿幼稚園 香港神託會培恩幼稚園 

明愛凌月仙幼稚園 神召會華人同工聯會景盛幼稚園 

明愛啟幼幼兒學校 基督教宣道會利東幼兒學校 

明愛聖方濟各幼稚園 聖安當幼稚園 

荃灣聖母幼稚園 禮賢會新蒲崗幼稚園 

荃灣商會鍾來幼稚園 觀塘浸信會彩明幼稚園 

香港東區婦女福利會幼兒園  

 
贊助機構 

鳴謝「優質教育基金」對《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教師培訓研究計劃的贊助。研究團

隊於 15 間學校為接近 200 名教師舉辦了共 30 多次的教師培訓工作坊及教師訪談，參

與計劃的幼兒超過 1,100 名。同時研究團隊還製作了教師培訓教材，以推廣《幼兒社交

課堂觀察量表》的使用，提升教師識別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幼兒的能力，讓幼兒在黃金發

展期得到適切的支援。 

 

 

 
 
 
 

《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 

教師培訓研究計劃團隊 

二零二三年八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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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隨著我們對自閉症譜系障礙的了解不斷增加，有越來越多研究證實了及早介入的成效。

建基於此，我們研發了《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以有效地識別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特

徵的幼兒，讓他們得到及早的支援。量表不但方便使用，更經過本地的研究證實具有良

好的信度和效度。教師可以透過使用《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評量幼兒在課室的社交

行為，從而更有效地識別需要進一步評估的幼兒。 
 
我們希望《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能夠成為學前教師的寶貴工具，幫助他們為有需要

的幼兒提供早期識別和支援，讓他們能充分地發揮潛能！ 
 
香港大學心理學系副教授 

 

沈嘉敏博士 
 
 
我們觀察到近年有不同特殊需要的幼兒越來越多。若我們能把握幼兒在學前迅速發展的

階段進行及早識別和支援，便能夠有效地提升他們在課室的適應與學習。有見及此，明

愛學前康復服務團隊不斷探索有效的工具和資源，為有特殊需要的幼兒提供及早識別以

及有質素的訓練。我們很高興能與香港大學心理學系研究團隊合作，在我們服務的學校

進行有關《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教師培訓研究計劃。我們希望透過是次計劃提升教

師對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認識及識別能力，從而讓教師更了解幼兒在社交方面的需要，並

運用適切的教學策略，提升學與教。 
 
我們相信透過為教師提供可靠和有效的識別工具以及有關的培訓，可以幫助有特殊需要

的幼兒得到適切的支援，進一步優化我們的服務！ 
 
明愛康復服務總主任 
 
 
 

陸潔玲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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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定義 

根據美國精神科學會的《神疾病診斷及統計手冊》(第五版)(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DSM-5)中，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屬其中一類神經發展障礙(Neurodevelopmental Disorders)。該障礙多在學齡前出

現，會導致幼兒在社交、學習或工作方面的能力受損。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診斷準則包括

持續的社交溝通及社交互動的困難，偏執或重複的行為及興趣，以及感官反應的異常。

這些困難一般會在社交、工作或其他功能領域上造成顯著的影響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根據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的自閉症和發展障礙監察網絡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Monitoring Network [ADDM]) 統計數據分析，在

2020 年有自閉症譜系障礙幼兒的比率約為 2.78%，對比 2018 年的 2.27%有上升的趨勢 

(Maenner et al., 2021)。香港的有關個案同樣不斷增加。根據教育局的數據，在公營普通

小學和中學就讀而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學生由 2017/18 年度的 8,710 到 2022/23 年度

逐年增加至 12,390 (教育局特殊教育分部，n.d.)。 
 

1.2 自閉症譜系障礙特徵 

一般較常見的自閉症譜系障礙特徵為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2013)： 

A. 社交溝通及社交互動持續缺損（需三項皆有） 

a) 社交和情感上缺乏互惠性 

例：以不合宜的方式與人互動、未能正常地持續對話、缺乏與人分享興趣和感

受、未能開展或回應社交的互動 

b) 在社交互動時未能使用非語言的溝通技巧 

例：未能整合語言和非語言訊息、缺乏眼神接觸、未能理解或使用手勢或肢體

動作、缺乏面部表情或非語言動作 

c) 在發展、維繫和理解人際關係有困難 

例：未能因應不同社交環境調節自己行為、對聯想及模仿式的遊戲和交友表現

困難、缺少對朋輩交流的興趣 

B. 偏執或重複的行為及興趣（至少出現兩項） 

a) 刻板或重覆性的肢體動作或說話，或使用某些物件的方法 

例：重覆做出同一動作、把玩具排成一列、拍動或揮動物件、鸚鵡式說話、獨

樹一格的說話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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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堅持千篇一律、呆板地跟從規律或把語言或非語言行為儀式化 

例：對小轉變極度不安、較難面對過渡階段、固執的思想模式、有特定的打招

呼儀式、需要每天走同一條路或吃同一種食物 

c) 異常地狹獈及固定的興趣 

例：對某些物件有強烈的依戀或精神上的投入、過份狹獈或固執的興趣 

d) 對外界刺激有過強或過弱的反應或對環境有異常的感官興趣 

例：明顯地對痛楚或溫度缺乏反應、對某些觸感或聲音有不尋常的反應、過度

觸摸或聞物件、愛看動態的物件或某些光線 

C. 症狀必須在早期發展階段出現(但症狀可能不會完全顯現，直到環境或情境中的社

交要求超出其有限的能力) 

D. 症狀造成日常生活功能的缺損 

E. 這些困擾無法以智能不足(智力障礙) 或整體發展遲緩作解釋。若智能不足與自閉症

譜系障礙症同時出現時，社交溝通能力應低於一般發展程度所預期的水平 
 

1.3 及早識別與介入 

自閉症譜系障礙的支援方式包括行為治療、言語治療、職業治療，以及對併發症的藥物

治療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 2022)。由於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

幼兒有不同程度的社交困難和特徵，他們獲得診斷及支援的時間亦有所不同。特徵較明

顯的幼兒能早在 2-3 歲被診斷，而特徵較輕微的則有機會在六歲以後才被診斷 (CDC, 

2012)。儘管每個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幼兒可能會面臨不同的挑戰，研究顯示早期介入

和支援能有效地幫助他們提升社交、認知與適應能力 (Shum et al., 2022)。除此之外，及

早識別亦能提升家長對幼兒行為問題的理解，減輕他們的擔憂，亦有助學校與家長合作

為幼兒提供支援 (Estes et al.,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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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設計背景 

由香港大學心理學系講座教授區潔芳教授帶領的研究團隊參考了有關幼兒發展心理學

的文獻及外國常用的識別工具，制定了《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於過去 5 年，研究

團隊在 4 所國際幼稚園及 9 所本地幼稚園，為超過 800 名幼兒以量表進行觀察，為量表

進行本地驗證研究 (Au et al., 2021; Shum et al., 2022)，並將量表由最初版本的 84 項觀

察項目縮減至 13 項。研究分析反映《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能有效地識別有自閉症

譜系障礙特徵的個案，讓有需要的幼兒得到及早的支援和訓練。 
 

2.2 統計特性 

2.2.1 信度 

內部一致性信度 (internal reliability) 量度一個測驗中不同項目的回答是否一致，反映測

驗工具的各項目是否在測量同一個概念。克隆巴赫系數 (Cronbach’s alpha) 是檢測內部

一致性信度的常用方法。克隆巴赫系數愈大，表示測驗工具的內部一致性愈高。克隆巴

赫係數達 0.80 以上一般反映測驗工具擁有良好的內部一致性信度。教師及研究者使用

本量表時的克隆巴赫係數達為 0.88-0.90，顯示本量表的測驗項目具有良好的一致性 (Au 

et al., 2021; Shum et al., 2022)。 
 
評分者間信度 (inter-rater reliability) 指不同評分者在使用同一個測驗工具時能否得出

一致的分數；再測信度 (test-retest reliability) 則指同一個評分者在不同時間使用同一個

測驗工具能否得出一致的分數。組內相關系數 (intraclass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是研究

中常用的信度測試方法。組內相關系數愈大，表示測驗工具的信度愈高。一般來説，組

內相關系數達 0.50 以上反映的測試工具擁有中等的信度，達 0.75 以上反映良好的信度

(Koo & Li, 2016)。當研究員使用本量表時，本量表評分者間信度的組內相關系數為 0.85

以上，而再測信度的組內相關系數爲 0.73，顯示本量表在不同研究員之間的分數，以及

研究員在不同時間使用量表時的分數皆擁有良好的一致性 (Au et al., 2021; Shum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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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效度 

聚合效度 (convergent validity) 指該測驗工具與其他概念相關的測驗工具之相關性。與

本量表概念相近的常用測驗工具有《自閉症診斷觀察量表第二版》(ADOS-2; Lord et al., 

2012) 與《社交反應量表第二版》(SRS-2; Constantino, 2012)。本量表與 ADOS-2 (研究

者： r=−0.37, p<.001) 和 SRS-2 (教師：r(157)=−0.67, p<.001；研究者：r(160)=−0.50, p<.001)

皆有顯著的相關性(Au et al., 2021)，顯示本量表和其他相關的測驗工具有高度的聚合效

度。 
 
預測效度(predictive validity)指測驗工具能夠準確預測受試者在未來的有關表現。研究團

隊在使用本量表測量幼兒社交行為的 18 個月後，再為幼兒使用標準化評估工具 ADOS-

2 進行測試以評估他們是否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結果顯示本量表達中等水平的預測效度 

(教師：AUC=0.76, p<.001；研究者：AUC=0.80, p<.001)，反映量表能有效區分有自閉症

譜系障礙特徵的幼兒(Au et al.,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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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研究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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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研究目的 

是次研究旨在推廣已驗證的《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從而達到以下目的： 

1. 更早識別有需要的幼兒  

目前，有特殊需要的幼兒輪候評估及學前康復服務的時間往往需要一年以上，以致

部分幼兒錯過了接受訓練的黃金期。透過培訓教師使用《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

觀察幼兒的課堂社交行為表現，可加強教師識別有自閉症特徵的幼兒，有助更早識

別有需要的幼兒，讓幼兒及早在識別後輪候服務及接受訓練。 

 

2. 協助教師識別及轉介 

《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是第一個經本地驗證，供教師使用的課堂行為觀察量表。

是次研究團隊透過教師培訓，協助教師掌握運用此量表的技巧，及運用量表項目分

析幼兒的行為表現，從而提升他們對自閉症譜系障礙的認識及識別的信心。同時，

教師除了觀察幼兒和與家長訪談外，也可以以此量表的結果作為依據，以作出識別

及轉介。 

 

3.2 教師培訓工作坊 

教育心理學家為是次參與研究學校的教師提供教師培訓工作坊，向教師講解有關量表設

計及自閉症譜系障礙的特徵 (可以參考 USB 內的教師培訓資料)。此外，教育心理學家

亦於工作坊與教師一同研習《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的使用方法，透過個案實例引導

教師討論量表的各個項目及評分，以提供相關練習。 

 

研究團隊希望教師在參與工作坊後，能夠掌握運用《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的技巧，

提升他們識別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幼兒及向家長建議轉介的信心，從而幫助有需要的幼

兒早日接受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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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數據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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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抽樣及數據收集 

4.1.1 第一階段 

研究團隊將參與研究的學校分為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組的學校參與由教育心理學家主

講的教師培訓工作坊，內容包括認識自閉症譜系障礙、深入講解量表的使用及個案研習；

對照組的學校則參與由教育心理學家主講的講座，內容只包括研究的流程以及量表的背

景。所有參與研究的教師均在工作坊的前後完成有關教學經驗的背景資料、對自閉症譜

系障礙的認識及教師效能的問卷。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教師於參與工作坊後的一個月內，

在課堂觀察幼兒的社交行為，為每位參與研究的幼兒填寫《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

其後，實驗組和對照組的學校分別提名 2 至 3 位教師參與聚焦小組，以了解教師對培訓

的意見。 
 

4.1.2 第二階段 

研究團隊為了驗證教師運用量表的準確性，抽樣為幼兒進行個別的社交測試作比對。研

究團隊分別在實驗組和對照組中抽出得分最低的 10%的幼兒，以及在餘下 90%的幼兒

中，隨機抽取 10%的幼兒，為他們進行個別測試。教育心理學家在個別測試中以《自閉

症診斷觀察量表第二版》(ADOS-2) 觀察幼兒的社交溝通互動並與家長進行訪談，以了

解幼兒的社交行為。另外，心理學家會按個別幼兒的需要向家長提供諮商及轉介。 
 

4.2 數據分析 

4.2.1 教師培訓 

4.2.1.1 掌握自閉症譜系障礙的知識 實驗組及對照組的教師在參與培訓後，均表

示對患有自閉症譜系障礙的幼兒有更多的認識。唯實驗組在掌握自閉症譜系障礙的知

識之評分顯著較對照組為高：t(147)=5.86, p<.001, d= 0.96（見圖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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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4.2.1.2 及早識別的重要性 實驗組和對照組的教師在參與培訓後，均更認同及早識

別之重要性。唯實驗組對認同及早識別之重要性的評分顯著較對照組為高：t(147)=3.98, 

p<.001, d= 0.65（見圖 2）。 
 

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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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識別比率 

接收者操作特徵曲線 (ROC) 分析評估了本量表在區分患有 ASD 和一般發展幼兒的有

效性（見圖 3）。ROC 曲線下面積（AUC）越大代表篩查準確性越好，AUC 大於 0.7 表

示至少具有中等準確性，而大於 0.8 則表示良好的準確性。實驗組和對照組的 AUC 分

別為 0.86（p < .001）和 0.71（p < .001），因此，兩組都有助於通過預測 ASD 診斷來識

別比同齡人更有可能患有 ASD的幼兒，但實驗組的準確性顯著較好 ( z=2.16, p=0.03)，

敏感度(sensitivity)和特異度 (specificity)分別為 80.85 和 83.64。 

圖 3 

 
 
 

 
 
 
 
 
 

AUC=0.856 
p<.001 



19 
使用者為學前教育工作者（如幼稚園/幼兒學校教師、社工、心理學家或學術研究人員） 

版權所有，不得翻印 
 
 

 
 
 
 
 
 
 
 
 
 
 
 
 
 
 

第五章：量表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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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量表介紹 

本量表包括三個範疇：第 1-10 項為朋輩互動，第 11 項為自我調控，第 12-13 項為侷

限和重覆的行為 (見表 2)。 

表 2 

《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項目 

項目內容 
1 自己獨處或自我作樂。 

2 主動指出周圍環境中的東西給其他小朋友或大人看。  
3 主動與其他小朋友傾談（有至少兩輪對答）。 

4 向其他小朋友做表情 （例如：微笑、作鬼臉）。 

5 對其他小朋友有同理心，會嘗試令他們好受些（例如：停止打擾同 學、

告訴教師有同學不安、安慰同學），而不是沒有反應或作出不當的反

應。 
6 與其他小朋友玩角色扮演或假想遊戲。  
7 拿東西給其他小朋友看（例如：玩具或動作；不包括大人）。 

8 主動與其他小朋友分享玩具或食物。  
9 適當並及時地模仿其他小朋友的行為（例如：動作、語言或表情）。 

10 留心其他小朋友的對話或說話。  
11 上課時，坐好在坐墊／座位上。  
12 胡亂碰摸物件（例如：轉／抓／摸東西，如頭髮、鞋扣、衫褲、坐 

墊等）。 
13 行為重覆或古怪（例如：玩手指、拍動雙手、用腳尖行走、跳動、 做

鬼臉、扭曲身體、射喱眼等）。 

*註：評分：1=非常少或沒有；2=比大部份學生少；3=和大部份學生相似；4=比大部份學生多一點；

5=比大部份學生多很多；第 1、12和 13 項為反向題 (reverse items)。 

5.2 使用資格 

本量表的使用者為學前教育工作者（如幼稚園/幼兒學校教師、社工、心理學家或學術研

究人員）。使用者應在正式使用量表前熟讀本手冊，充分掌握使用流程及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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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使用對象 

本量表測量的對象是幼稚園/幼兒學校的幼兒。教師應先觀察幼兒的行為表現，若幼兒

在社交方面有持續的困難，可先徵求家長同意，然後使用本量表觀察並進行初步識別。 
 

5.4 使用方法 

5.4.1 選擇填寫量表的時間 

幼兒的社交行為易受外界環境影響。為保證觀察的客觀性，建議教師在兩星期内選擇

3 天，至少 3 個活動作觀察，每個活動至少觀察 15 分鐘。選擇觀察的活動必須包括至

少一個特定幼兒與同學互動的活動，如玩玩具或模擬角。教師在選擇的活動中從旁觀

察特定幼兒與其同學的互動並及時記錄幼兒的表現。 

5.4.2 填寫量表時的注意事項 

為確保量表的準確性和客觀性，填表者應留意以下幾點： 

 觀察期間盡量不介入所觀察的幼兒正進行的活動中 

 觀察期間及時記錄幼兒的表現 

 觀察期間盡量以已觀察到的項目作評分，而未觀察到的項目可以留待下次觀察

時段填寫 

 觀察期間按行為出現頻率與朋輩比較作評分，儘量不根據印象評分 

 所有觀察項目必須評分作總分計算 
 

5.5 計分方法 

在填寫量表時，填表者應用以下的標準為幼兒行為的頻繁度評分（1 – 13 題）。 

1 = 非常少或沒有   

2 = 比大部份學生少   

3 = 和大部份學生相似   

4 = 比大部份學生多一點   

5 = 比大部份學生多很多  
 
當完成量表後，填表者需為項目 1、12、13 進行分數轉換（「1 分」→「5 分」，「2 分」

→「4 分」，「3 分」=「3 分」，「4 分」→「2 分」，「5 分」→「1 分」）。最後，填表者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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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每題所得的分數加起以計算總分。若幼兒所得的總分等於或少於 25 分，顯示幼兒在

社交溝通方面有困難，教師及家長需要加以關注，作進一步轉介及評估。若幼兒所得的

總分多於 25 分，即暫未顯示幼兒在社交有困難。但由於幼兒的成長和發展具有不確定

性，本量表中的結果和建議僅供當前使用。如教師留意到幼兒在社交方面持續出現困難，

可以再次使用此觀察量表作觀察。 

 

 

 

 

 

 

 

 

 

 

 

 

 

 

 

 

 

 

 

  



  
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 

 

學 校： XXX幼稚園 填表者： 張XX老師 填表日期: 2022年11月1、4、8日 

       

學生姓名： 陳大文 班 別： K2B 性別：男/女 出生日期： 2018年10月19日 

 

觀察次數 觀察日期 觀察時段 觀察活動 

I 2022年11月1日 9：15am-9:30am 大肌肉活動 

II 2022年11月4日 10:00pm-10:30pm 分組活動 

III 2022年11月8日 11:00am-11:15am 模擬角 

請用以下的標準為學生的下列行為有多頻繁評分（1-13 題）： 
1 = 非常少或沒有； 

2 = 比大部份學生少； 

3 = 和大部份學生相似； 

4 = 比大部份學生多一點； 

5 = 比大部份學生多很多 
計分 

* 1. 自己獨處或自我作樂 15 24 33 42 51 3 

 2. 主動指出周圍環境中的東西給其他小朋友或大人看 1 2 3 4 5 2 

 3. 主動與其他小朋友傾談（有至少 2 輪對答） 1 2 3 4 5 1 

 4. 向其他小朋友做表情 （例如：微笑、 作鬼臉） 1 2 3 4 5 2 

 5. 對其他小朋友有同理心，會嘗試令他們好受些（例如：停止打擾同
學、告訴老師有同學不安、安慰同學），而不是沒有反應或作出不 

當的反應 

 

1 

 

2 

 

3 

 

4 

 

5 

 

1 

 6. 與其他小朋友玩角色扮演或假想遊戲 1 2 3 4 5 2 

 7. 拿東西給其他小朋友看（例如：玩具或動作；不包括大人） 1 2 3 4 5 2 

 8. 主動與其他小朋友分享玩具或食物 1 2 3 4 5 1 

 9. 適當並及時地模仿其他小朋友的行為（例如：動作、語言或表情） 1 2 3 4 5 2 

 10. 留心其他小朋友的對話或說話 1 2 3 4 5 1 

 11. 上課時，坐好在坐墊/座位上 1 2 3 4 5 3 

* 12. 胡亂碰摸物件（例如：轉／抓／摸東西，如頭髮、鞋扣、衫褲、 

坐墊等） 
15 24 33 42 51 1 

* 13. 行為重覆或古怪（例如：玩手指、拍動雙手、用腳尖行走、跳動、 
做鬼臉、扭曲身體、射喱眼等） 

15 24 33 42 51 2 

總分： 23 

* 需為項目 1、12、13 進行分數轉換（「1 分」→「5 分」，「2 分」→「4 分」，「3 分」=「3 分」，「4 分」→「2 分」， 
「5 分」→「1 分」） 

結果 

顯示幼兒在社交方面有溝通困難: 

□ 是（等於或少於 25 分），教師及家長需要加以關注，作進一步轉介及評估 
□ 否（多於25分）#  
#由於幼兒的成長和發展具有不確定性，本量表中的結果和建議僅供當前使用。如教師留意到幼兒在社交方面持續
出現困難，可以再次使用此觀察量表作觀察。 
參考文獻： 

Au, A. H. C., Shum, K. K. M., Cheng, Y. T., Tse, M. Y., Wong, R. M. F., Li, J., & Au, T. K. (2021).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creening in 
preschools. Autism, 25(2), 516-528.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20967529 

Shum, K. K. M., Wong, R. M. F., Au, A. H. C., & Au, T. K. (2022).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screening in Chinese-language preschools. Autism, 
26(2),545-551.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211039373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20967529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211039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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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關於轉介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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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轉介評估建議 

若教師使用《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對幼兒進行識別後發現幼兒有特別需

要，應建議家長到區內所屬的母嬰健康院預約面見。母嬰健康院收到轉介後，

會主動聯絡家長，盡早安排孩子到母嬰健康院接受初步評估，以幫助有需要的

幼兒及早轉介至幼兒體能智力測驗服務作進一步的評估或相應的支援服務。家

長亦可考慮選擇私人或非牟利機構的評估服務。 
 
目前，教育局、衛生署、社會福利署及其他非牟利機構出版或於網站上提供了

相關資源，讓學前教育工作者及家長更清晰了解轉介的流程，為有特殊需要的

幼兒提供及時的幫助。 
 
6.1.1 向家長建議轉介的注意事項 

家長對於子女有轉介需要的接受程度各有不相同，所以教師向家長提出建議時

應留意家長的態度，善用措詞及溝通技巧。 
 
1. 建立良好關係  

教師首先可以了解幼兒的家庭背景，在課餘的時間多與家長溝通，建立互相信

任的關係，讓家長更願意聆聽幼兒的情況，保持持續溝通 (張宗義，2011; 教育

局，2020)。 
 
2. 以幼兒觀察量表/行為觀察作切入點 

當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關係之後，教師可以用《幼兒社交課堂觀察量表》記錄幼

兒在課堂上的社交行為和表現。教師與家長溝通時，可由幼兒的優點和長處講

起，再延伸到所觀察的行為，向家長解釋同齡幼兒的發展進程 (CDC, 2022)。 
 
3. 注意言語用詞  

教師應直接描述幼兒情況，避免主觀評價或直接比較。同時亦要使用淺易、常

用的字眼，令家長容易理解 (CDC, 2022; 張宗義，2011; 蔡君萍，2018)。 

➢ 例子:「我觀察到希希比較喜歡自己玩，較少主動跟同學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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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強調共同基礎 

教師可欣賞家長對幼兒的付出，讓家長知道教師的出發點也是為了讓幼兒有更好

的成長與學習，而非標籤他們 (CDC, 2022; 張宗義，2011)。 

➢ 例子: 「其實教師們和陳太你一樣都很關心希希，希望他健康快樂地成長。

我們希望了解他的需要，看看如何幫助他。」 
 
5. 尊重與同理心 

教師可以多聆聽和了解家長的觀點，給予家長時間了解幼兒的情況。家長在了

解的過程中可能感到擔心或出現抗拒等的情緒。教師可以運用同理心理解家長

面對幼兒問題的心情和困難，給予幫助。切記要保持開放的態度，避免強迫對

方同意作轉介。最後亦應為家長提供相關的資料，釋除他們的顧慮 (CDC, 

2022; 教育局，2020)。 
 
6.1.2 如何面對家長的不同反應  

情境一：未察覺問題 (教育局，2020) 

有部份家長未有意識到幼兒的困難，低估問題的嚴重性，因而拒絕轉介。 

教師可以： 

1. 提升家長對幼兒問題的意識 

2. 鼓勵家長觀察幼兒的情況，了解同齡幼兒的發展進程 

3. 讓家長明白及早識別和接受服務的重要性 

4. 提供有關資料給家長 (例如： 轉介流程） 
 
情境二：否認問題 (CDC, 2017; 教育局，2020) 

有部份家長一時間未能接受幼兒的問題，或未有清楚了解情況，因而否認幼兒

的需要。 

教師可以： 

1. 給予時間和耐性與家長傾談，了解家長的顧慮 

2. 與家長建立正面及互信的關係，讓家長明白教師都是想幫助幼兒的 

3. 不要強迫家長即時接受轉介，讓家長慢慢適應和接受 
 
情境三：過份擔憂 (CDC, 2017; 教育局，2020) 

有部份家長在得知幼兒的情況後，會感到過分擔憂或是責備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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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可以： 

1. 聆聽家長想法和感受，提供情緒上的支援 

2. 讓家長知道教師在學校會盡量關注和協助幼兒，與家長一起面對困難 
            
情境四：害怕標籤 (CDC, 2023) 

有部份家長聽到幼兒需要評估時，會害怕他們被標籤；他們或會認為教師標籤

幼兒為有問題學生。 

教師可以： 

1. 運用同理心理解家長的心情和困難 

2. 解釋評估目的是幫助教師和家長了解幼兒的發展需要，適時輪候支援

服務 

3. 讓家長知道教師在學校會盡量關注和協助幼兒，與家長一起面對困難 
 
若想了解更多有關教師和家長的回應例子，請觀看《如何向家長建議轉介》短

片 
 

6.2 相關資源 
6.2.1 有關幼兒發展及有關服務的資源 

a.《幼兒成長及發展》 

 衛生署幼兒體能智力測驗服務健康資訊 
https://www.dhcas.gov.hk/tc/growth_normal_development.html 
 
b. 《幼兒身心全面發展服務(0 - 5 歲)》 

   教育局手冊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
development-service/index.html 
 
c. 《幼兒發展-基本原則》 

   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13032.pdf 
 
d.《學前幼兒發展及行為處理─ 幼師參考資料套》 

   衛生署家庭健康服務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
development-service/index.html#Reference 

https://www.dhcas.gov.hk/tc/growth_normal_development.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index.html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index.html
https://www.fhs.gov.hk/tc_chi/health_info/child/13032.pdf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index.html#Reference
https://www.edb.gov.hk/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index.html#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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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自閉症譜系障礙》 

   衛生署幼兒體能智力測驗服務健康資訊 
https://www.dhcas.gov.hk/file/LongFactsheet/Chi_Trd_PDF/ASD-Longversion-A5-
TC-op.pdf 
 
6.2.2 有關轉介的資源 

《學前幼兒發展及行為處理- 幼師參考資料套》 

   如何向家長建議轉介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
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5_Chapter%20IV-
c%2020200726.pdf 
 
  

https://www.dhcas.gov.hk/file/LongFactsheet/Chi_Trd_PDF/ASD-Longversion-A5-TC-op.pdf
https://www.dhcas.gov.hk/file/LongFactsheet/Chi_Trd_PDF/ASD-Longversion-A5-TC-op.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5_Chapter%20IV-c%202020072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5_Chapter%20IV-c%2020200726.pdf
https://www.edb.gov.hk/attachment/tc/edu-system/preprimary-kindergarten/comprehensive-child-development-service/5_Chapter%20IV-c%202020072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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