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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探討自閉症學生情緒行為問題與因應策略。透過課程及環境調整、正

向行為支持計畫、藥物治療等方式改善情緒行為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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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美國 CDC 的統計每 44 人就有

一名自閉症（CDC, 2022）。我國自閉症

者共有 17,987 人，輕度者 13,318 人（佔

74%）（衛生福利部統計處，2022）。自

閉症類群兒童合併焦慮症和憂鬱症比率

為 10-40%，成人 60-70%（King, et al., 

2014）。陳世鐘（2017）指出自閉症共病

現象 多依序為注意力缺陷過動症、智

能障礙、發展遲緩與癲癇。自閉症學生

因對外界變動不敏感，在學習時常偏好

某個主題不易轉移，對不感興趣的科目

常放空，選擇性注意力問題造成接收資

訊不完整或錯誤解讀訊息，易造成學習

與人際問題。 

因融合教育浪潮及多數自閉症為輕

度，安置在普通班接受特教服務已是主

流。自閉症核心問題為「社會互動及溝

通困難」及「固定而有限之行為模式及

興趣」，當其情緒調節功能出現適應不良，

常會以嚴重干擾行為呈現，如尖叫、扔

東西、自傷與攻擊等。蘇恆瑤與顧德璉

（2021）指出目前並無藥物可以緩解自

閉症所有核心症狀，但非典型抗精神病

藥物可以協助緩解自閉症的易怒、過動

及刻板行為。所以，除藥物外需配合不

同的行為處理策略及創造友善環境來減

少自閉症學生問題行為。本文就自閉症

常見情緒行為問題及介入方式進行討

論。 

貳、自閉症學生常見的情緒行為問題 

情緒行為問題是跨各種障別都有可

能發生，江秋樺與鍾惠媄（2018）指出

若固著行為無法改變，當原來的生活習

慣改變時，會造成異常的情緒反應如焦

慮或暴躁。以下討論自閉症診斷標準及

常見的情緒行為問題： 

一、自閉症診斷標準 

美國精神醫學會出版（2015）

《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Diagnosis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5th edition, 簡

稱 DSM-5）自閉症診斷標準如下：

多種情境中，社交互動與溝通能力

的缺損；侷限且重複的行為、興趣

與活動模式。核心症狀包含在語言

及眼神、手勢等非語言的溝通能力

發展皆較差，且對於社交溝通缺乏

主動無法與他人進行眼神接觸等。

行為方面包含刻板的動作與生活模

式。運動能力缺損與情緒異常，包

含怪異的姿勢與行為、用腳趾走路、

易怒、自傷等。 

二、自閉症學生問題行為類型 

張正芬（2000）將自閉症學生

行為問題分為攻擊行為、不服從行

為、不當社會行為、退縮行為、固

執行為、怪異行為、自我傷害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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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不穩行為。郭又方、林坤燦與

林育辰（2015）將自閉症學生行為

問題分為：自我刺激行為、攻擊行

為、過度活動行為及不當社會行為。

學校常見問題行為如下： 

（一）干擾行為 

1.上課中未經教師同意

或舉手即擅自提問或

回應問題、頂撞老師、

不聽指令、和同學講

話等。 

2.固著行為如發出聲音、

搖晃身體、玩弄手或

身體、自傷行為（撞

頭、打頭、拔頭髮、

抓身體、摳手等）、搖

晃桌椅等。 

3.注意力缺陷如分心、

不交功課、不專心上

課、插話、離座或跑

不見等。 

（二）攻擊行為 

1.言語攻擊同學、駡髒

話、爭辯等。 

2.身體攻擊同學如打人、

推人或咬人等 

3.破壞行為如破壞東西、

摔桌子、摔椅子。 

問題行為產生原因可能是不想

做事、發洩情緒、自我感官刺激、

生理需求、獲取他人注意、家裏或

學校環境引起心情波動、獲得某項

事物或逃避。 

三、情緒問題類型 

自閉症常見的情緒問題包含注

意力缺陷過動症、憂鬱症、焦慮症

與強迫症。相關的診斷標準可以參

考 DSM-5 並由精神科醫生判斷給

予相關認知行為治療或藥物治療。 

參、自閉症學生情緒及問題行為因應策

略 

胡永崇（2018）避免同儕受到傷害

是普通班家長接受特殊生的重要因素，

因此，針對有攻擊、破壞及暴力行為要

優先處理，同時要教導同儕相關的應變

方式。 

預防問題行為的前事控制可以從安

排接納與支持的班級導師，營造友善的

班級氣氛開始。教師除安排適當的座位，

安排同儕在不同課程給予事前提醒，事

先安排分組配合組員，並提供視覺提示

及口頭提示事先告知行程，避免因情境

轉換造成問題行為。 

以下就自閉症學生情緒行為問題的

因應策略進行討論： 

一、課程與環境調整 

協助學生學校適應如自我適應、

同儕關係、課業壓力與師生關係等，

可從考量學生教育需求安排適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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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評量與環境調整開始。教師

可以透過學習內容調整、學習歷程

調整、學習評量調整、及學習環境

調整等協助學生適應學校環境降低

問題行為。調整方式如下： 

（一）學習內容調整：盧台華

（2003）學習內容得採

「簡化」、「減量」、「分解」、

「替代」、「加深」、「加廣」

的方式調整。視學生程度

給予適合其學習的內容

可以避免因內容太難或

太 簡 單 而 產 生 問 題 行

為。 

（二）學習歷程調整：提供適

合學生的教學方法，如

多感官學習、示範、教

學媒體、工作分析、視

覺提示、圖片兌換溝通

系統、角色扮演、直接

教學、合作教學、合作

學習、同儕引導介入、

科技輔助介入、提供各

種線索及提示如組織圖

協助自閉症學生了解課

程內容。教師也可以透

過影片示範教學、虛擬

實境科技與社會故事進

行教學。 

（三）學習評量調整：以多元

評量的方式進行評量調

整。視學生狀況可以提

供個人或少數人考場，

讓其提早入場或延長測

驗 時 間 來 降 低 考 試 焦

慮。 

（四）學習環境調整：以結構

化教學安排學習環境包

含：物理環境結構化、

時間表、工作系統及視

覺線索。物理空間結構

化可以減少自閉症學生

在聽覺與視覺上的干擾

（ Mesibov & Howley, 

2003／2010）。在環境中

安排冷靜角，當情緒來

時有地方可以冷靜平復

心情。 

二、正向行為支持 

傳統上以嫌惡刺激罰站、罰寫、

愛校服務、記過等方式來抑制問題

行為。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第九條

將「情緒與行為問題特殊生所需之

行為功能介入方案及行政支援」列

入個別化教育計畫執行重點項目之

一（特殊教育法施行細則，2020）。

「正向行為支持」即透過瞭解行為

問題發生的原因，根據個案所處的

生態環境，提出適合個案個別需求

的因應策略，減少或解決問題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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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發生（林惠芬，2008）。透過功能

性評量了解行為問題功能是要逃避

或是要獲得內在刺激（如焦慮、挫

折、感官自我刺激等）、外在刺激（如

注意、獲取物品、處罰、不舒服環

境、關愛等）。 

學校需優先處理影響人身安全

的情緒行為，學校教師團隊透過功

能性評量了解行為背後的原因，擬

定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包含環境調整、

前事控制、行為訓練策略、後果處

理策略來改善問題行為（鈕文英，

2016）。Sugai 與 Horner（2002）提

出多層級的全校性正向行為支持系

統模式，將學生的問題行為分成三

個層次：初級層次的預防、次級層

次處理及三級介入。 

洪儷瑜、鳳華、何美慧、張蓓

莉與翁素珍（2018）認為全校性支

持網絡除預防特殊生的問題行為也

協助建立適當行為，提升社會適應

能力與功能性技能。透過正向行為

支持介入方案可以降低行為問題協

助特殊生順利就學。研究顯示正向

行為支持能改善普通班有特殊需求

學生問題行為（劉志堯，2021；蘇

怡宸，2020）。 

三、藥物治療注意事項 

身心科常見藥物包含抗精神病

藥物、抗憂鬱藥物、情緒穩定劑、

抗焦慮、鎮靜、安眠藥物與抗副作

用藥物等，這些藥物的副作用可從

藥師及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

健保用藥品項查詢。 

學生使用藥物治療時，教師與

家長需注意以下事項：1.記錄服藥

後狀況，如情緒、副作用及對情緒

行為症狀改善情形，協助醫生判斷

藥效及是否需要調藥。2.家長與教

師需提醒學生確實服藥，不良的服

藥習慣，如忘記帶藥去學校、没有

服用、没按劑量服用及漏服藥等，

將影響藥物效果。3.妥善保管藥物，

避免學生大量吞食或給予他人。4.

需與醫生討論用藥情形，切勿私自

停藥或增加藥量。5.家長或教師需

持續陪伴就醫，了解醫院評估狀

況。 

肆、結語 

每個行為背後可能有不同的目的，

以團隊的方式依學生個別狀況擬定適合

的正向行為支持計畫，共同選定目標行

為、執行與評估成效。當有情緒與行為

問題時，給予學生冷靜與平復心情的空

間與時間。透過陪伴接受她/他，讓學校

及家庭成為支持與協助她/他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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