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背 著 書 包

服、背著書服、背著書包才剛要回家。我常在想：這些
孩子真的快樂嗎？他們真的能達到大人們所預期的成效
嗎？ 
    我會在班上留了很多的「自我學習時間」，讓班上
孩子們在這段時間內規劃自己的學習素材與進度。我發
現當孩子們沉浸在認真學習的氛圍裡時，他們自己都會
大嘆時間怎麼過得那麼快？ 
    在家裡，父母們也應該要留給孩子一段「自我學習
時間」，讓他們可以寫作、閱讀、算數學、學英語……
寫作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寫作能夠訓練孩子深層的思考，  
整合思緒，將語文能力融會貫通；閱讀，能加深、加廣
孩子的語文能力，激發創造力；數學，是每天需要投注
時間去學習的，得靠孩子每天去和它親近，別人幫不了
他們……孩子光只是每天把這些事情做好，就得花去好
多的時間，塞進再多的學習他們也負荷不了了。 
    這讓我想起最近和家中務農的同事聊天，他告訴我
他家在平地也可以種出香甜的水蜜桃來。除了品種及栽
種技術是獨家祕方外，更重要的要經過「疏枝」的過程：
大刀闊斧的摘掉多餘果實，在枝頭上只留下固定數量的
果實，如此水蜜桃才能有足夠的空間與營養，長得又大
又香甜。 

對待我們的孩子，也應該是這樣「疏枝」的態度。
我們必須留給孩子足夠的空間與時間，讓他們能夠自由
的生長、自在的呼吸。如此，他們才會在適切的時機裡，
開出芳香的花朵、結出充滿智慧的果實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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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讓孩子看很多電視，有助於他的學習。 

 
 

第七十四期 
發行人：傅肇箕 
發行單位：輔導室 

  
     寫信給父母 自閉兒花 2 天敲出    

                             【聯合報╱記者郭宣彣／秀水報導】 

      秀水鄉 20 歲青年吳拓樸是重度自閉症患者，幾乎沒有語言能力，
但母親李麗秋從不放棄，鼓勵兒子不斷學習，去年 3 月吳拓樸學會「打
字」，他最近花了兩天敲出第一封信，「希望爸爸、媽媽可以休息，不
要再為我煩惱」兒子的貼心，讓李麗秋感動落淚。 

吳拓樸 2 歲還不會說話，且情緒很不穩定，李麗秋帶他就醫後，
被診斷出智能障礙和自閉症狀。他因情緒不穩，常破壞物品、亂跑，讓
李麗秋得隨時照料，但她堅信兒子症狀能夠好轉，仍帶他學習溝通、識
字，甚至四處求診，但都沒有改善。 

李麗秋是教師，有 2 個女兒，吳拓樸是小兒子，他常把姊姊的課
本撕破，不是搞破壞，就是發脾氣，但家人無法與他溝通，都很傷腦筋。 

李麗秋說，她是老師不斷重複教兒子，但兒子總沒進步，「怎麼教
都教不會」，她曾經沮喪，但為了兒子，她一定要堅強。 

去年 3 月李麗秋接觸精神科醫師黃雅芬，透過她的協助，教導吳
拓樸學習打字，他終於能傳達自己的想法。黃雅芬說，吳拓樸屬於「低
口 

□正確  ■錯誤 

二、愛孩子就要讓孩子學習做家事。 

    ■正確  □錯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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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自閉症」無法表達內心想法、情緒感受，現在透過拼音符號板以及
打字鍵盤，可以讓他們學習到外界溝通的技巧。 

雖然吳拓樸打字很慢也很辛苦，但最近他終於打出第一封信，「媽
媽辛苦了、不要哭，一切都過去了」。106 個字，吳拓樸花了兩天時
間才敲出來， 他感謝爸爸媽媽的照顧，「我有很多問題行為困擾你們，
我常控制不了，我希望你們能幫助我，我會努力」，吳拓樸用文字展
現內心世界，也道出他的無奈。 

「我有正常靈魂，但卻有一個不受控制的身體」吳拓樸透過文字
說，他會認真學習寫作，未來要當作家，也希望爸爸、媽媽可以休息，
不要再為他煩惱。 

 

 

和爸媽的 10 個約定(Ⅱ)  親子天下第 39 期 作者：老蘇老師 

4. 不愛讀書、行為出現偏差，大多是因為孩子沒有規律的作息。教孩  
   子訂定專屬於他自己的每日學習作息表，溫柔的重建他們的生活作 
   息！ 
    我有幾位不愛寫作業的孩子，他們的理由經常是：因為前一晚跟
爸媽的朋友在外面吃飯、喝酒到很晚，所以回家後沒時間寫作業。看
著這些孩子臉上委屈的表情，於是責備的話又吞回肚子裡。 

    很多這類的孩子，剛開始是沒時間寫作業，到後來
是因為積欠太多作業、被唸到臭頭了，乾脆懶得寫。孩
子需要擁有規律的生活作息，這是孩子心性穩定的重要
因素之一，我們大人要以身作則，千萬別任意破壞了這
些規律。 

 
 
 
 
     去年一整年，我們為了培養小姪女規律的生活作

息，一起擬定了一張「每日學習作息表」。這張表格洋
洋灑灑的列了一大串：什麼時間點小姪女該完成什麼
事。不過很快的我們就發現這張作息表問題多多：第一，
這張作息表是從我們大人的角度來擬定的，而非孩子心
裡想要的作息表；第二，項目太多，時間被切割得太細
碎，很難每一項都做完；第三，動作很慢的小姪女，光
是寫完學校功課就花了好久時間，如果當天晚上又有英
語補習，根本就是三更半夜才能上床睡覺。 

 
 
 

意見交流 

 

 

 
 
 

 
 

 
     所以比較好的做法應該是：這張「每日學習作息表」

必須是從孩子的出發點來擬定的，必須和孩子討論過、
達成共識後，孩子才會認定這是他自己訂出的作息表，
才是比較容易落實的計畫。 
    作息表訂定好了，務必讓孩子按照計畫執行。剛開
始執行總是格外的辛苦，所以父母親的鼓勵與正增強絕
對是關鍵。在父母親溫柔的堅持中，時間一拉長，孩子
才能將這些表格上的文字，真正內化成日常生活中的一
部分。 
5. 寫作很重要，閱讀很重要，算數學也很重要。所以每  
   天要留給孩子一段「自我學習時間」，千萬別把孩子 
   放學後的時間塞得喘不過氣來！  
    我常在晚上九點多，還看到好多孩子仍身著學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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