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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自閉症大專生需要系統性支援？ 

中大研究發現他們從大專學業到生活均面臨挑戰 

 

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教育心理學系林宇軒教授獲平等機會委員會資助，與本地康復服

務非牟利機構香港耀能協會合作，進行了一項探討「自閉症大專生的經歷和需要」的研

究，結果發現本港自閉症譜系障礙（下稱自閉症）大專生從學業到校園生活等各方面均

遇到不少困難。研究團隊建議建立一個系統性的跨院校支援框架，以改善此情況。 

 

面對學業、社交和情緒等的困難  

 

研究團隊以深入訪談形式，成功訪問了 30 名來自本港不同院校並願意講述其經歷的自閉

症大專生，以及他們的親友。 

 

研究顯示，自閉症大專生形容他們的大專學習經驗為抽象、無結構，缺少清晰具體的學

習指引和策略。由於他們普遍有執行功能的困難，如時間管理和理解抽象認知概念較弱，

使他們對大專學習倍感吃力。此外，如自閉症大專生習以為常的學習生活被突然擾亂，

例如社會事件和新冠病毒疫情的影響，他們會比一般學生更難以適應這些事件所帶來的

變化。 

 

學業以外，社交生活同樣對自閉症大專生帶來很大挑戰，隱晦和複雜的社交潛規則使他

們難以辨別和理解當中含義。一名受訪自閉症大專生將社交溝通比喻為「下棋」：「下

棋時，我需要不假思索地決定下一步怎麼走；同樣地，當與人交流時我亦要立即作出反

應，這對我而言很有難度，因為我必須停一停去思考如何反應。」溝通的落差和誤解，

使他們容易在學習（如分組課業）或社交場合（如宿舍生活和參與學生組織事務），受

到不公平的待遇、被排斥或欺凌。 

 

研究亦發現，面對大專校園生活所帶來的壓力(如課程較高的學術要求和編排上課時間

表)、社會事件及新冠病毒疫情等，容易引起自閉症大專生強烈的情緒反應，這是他人未

必能察覺或估計到的。過度的感官刺激和需要大量社交互動的場景（如迎新活動）亦容

易牽動他們的負面情緒。 

 

面對誤解及支援不足 

 

自閉症大專生經常被定型、冠上負面標籤，如「自我封閉」、「巴士迷」、「奇怪」、

「不需要朋友」、「等同弱智」等。研究亦發現自閉症大專生同時被視為「與普通人無

別」，認為他們「欺騙資源」、「容易得到優待」是「不公道」。這些形象容易導致他



 

人對自閉症大專生有偏頗甚至惡意的態度，令他們有時需要「扮成正常人」，甚至矯枉

過正。 

 

長期面對誤解，自閉症大專生會選擇不去披露自己的自閉症或特殊教育需要的情況，認

為披露了亦「沒什麼幫助」或害怕「受傷」、被視作「裝可憐」和「弱者」。此外，一

些受訪者亦指出不透明和不友善的大專政策，窒礙了他們申報的意願。即使對於申報了

的受訪者，現行的學習調適過於籠統，其成效和質素也未有系統性的評估或檢討。 

 

團隊提出建議以改善現時情況 

 

研究團隊就是次研究的結果提出以下建議： 

1. 建立一個系統性的跨院校支援框架，清楚描述大專院校不同持分者的角色和責任，

提高服務的透明度和協調度，使自閉症大專生能更容易獲得適切的支援，並使院

校間的溝通更順暢。另外，增強大專院校與學校和非政府機構的合作，以改善中

學過渡至大專期間的銜接服務和大專畢業往後的服務延伸。 

2. 提供更多有關特殊學習需要（特別是自閉症）的培訓和專業發展予大專院校的教

學和支援人員。大專的教學支援應加強使用能惠及所有學生（包括有特殊學習需

要和一般學生的需要）的通用策略，並採用優勢為本的方法和提供貼近現實生活

的支援，從而幫助自閉症大專生的全面發展。 

3. 提升大專院校和社會大眾對自閉症的認識和理解，對營造一個自閉症友好的環境

和促進社會共融是極為重要。 

 

關於受訪者 

 

是次研究深入訪問了 30 名自閉症大專生，他們於本港不同的教資會資助大學、自資院校

和公立專上學院攻讀文憑、副學士、學士及研究生課程，主修學科涵蓋不同專業，而自

閉症特徵亦各不相同。另外，其他受訪者包括八名自閉症大專生家長，及有接觸自閉症

大專生經驗的十名大專教職員、八名專業支援人員，和九名一般大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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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媒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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