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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陽佩婷/何修瑜譯, P.55 

「工具性互動」與「經驗分享互動」的區別 

互動類型 
特徵 

工具性互動 經驗分享 

最終結果的具

體性與可預測

性 

期待高度可預測而具體的

結果。若無法達成該互動

目的，會導致互動雙方感

到失望，甚至憤怒。 

意料之外的結果所產生的

刺激，才是從事該互動的

主要原因。我們從事這類

互動是為了獲取不一樣的

經驗。 

互動搭檔的角

色 

參與互動者的目的是想從

對方身上獲取想要的東

西。如果可以不需互動就

能使他達到目的，即使沒

有互動也不會有損失。 

參與互動者的目的是想與

搭檔共同創造一段獨特而

共同的經驗，而這類互動

是無法靠獨自一人複製的

經驗。 

互動對象的可

替換性 

儘管與互動對象間有共同

的過去經驗，但只要另有

他人具備必要的互動技巧

與知識，這個互動對象是

可以隨時換人的。 

與互動對象的過去共同經

驗，能增加未來持續互動

的滿意度，互動雙方會因

為過去的共同情感經驗而

更加重視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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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預測的社交

劇本、規則與

固定角色行為

的依賴程度 

完全依賴僵化的劇本、規

則以及角色行為，雙方都

期待對方能照順序一步步

從事這類互動行為。 

只部分依賴社會規範與角

色行為，大部分需根據互

動雙方持續的觀察與即時

的反應，來維持對互動對

象的了解與配合。 

情感溝通的需

求程度 

對於與互動對象間的情感

聯繫，絲毫沒有想要觀察

或體驗的意願與需求。 

需要持續觀察、評估，並

且體驗與互動對象間的情

感聯繫程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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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際發展介入的最終成果是什麼？ 

 他會交到真正欣賞他的朋友。 

 他的溝通方式和幽默感會比較不會依賴腳本，會比較有創意。 

 他會接受更多同儕的邀請，並會更想要接受這些邀請。 

 他會變成一個良好的合作者以及一個受到重視的隊友。 

 他會對其他人的生活做出更有意義的貢獻。 

 教他的時候，他會變得更有趣。 

 他會覺得自己比較不像是一件「物品」，他會把你當人看待。 

 他的行動比較不會受到腳本和規則所控制，而是受到他身旁

的人的需要和感受的影響。 

 

他的想法會改變： 

 他會用更加靈活的方式行動，更容易接受改變和轉換。 

 他會對探索自身世界的新特色更更加好奇。 

 他會更加有創意。 

 他會針對問題考慮更多其他的解決方式。 

 他會用相對的方式思考，不再是「只有對錯、非黑即白」

的方式。 

 他會尋找並且重視其他的觀點和意見。 

 他會對自己獨特的身分更加自覺。 

 

人際發展介入的適用對象是誰？ 

 人際發展介入是針對所有程度的亞斯伯格症、廣泛性發展障礙、

自閉症患者所設計，發展功能從低到高的孩童和青少年都有。 

 這個課程也可以用在沒有亞斯伯格症或自閉症孩童身上。他們具

有人際關係方面的問題，像是注意力缺陷過動症、躁鬱症、妥瑞

氏症、學習障礙等問題。課程中較高的級數對於一般典型的孩童

來說，也是一套相當棒的人際關係發展課程。 

 我們呈現的活動對於年齡兩歲以上的孩童都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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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分享互動」的六級 

Steven E. Gutstein 著  

歐陽佩婷、何修瑜譯, 2005, P.57-60)(久周文化出版) 

 

工具性互動與經驗分享互動之間的區別(P.55) 

1. 最終結果的具體性與可預測性 

2. 互動搭檔的角色 

3. 互動對象的可替換性 

4. 可預測的社交劇本/規則/角色 

5. 情感溝通的需求程度 

 

第一級：(出生)調諧 

● 情感協調：與成人面對面的情感交流，是此階段嬰兒的注意力中心。「當

我們的臉孔相對時，我們覺得彼此像同一個人。」 

● 社會參照：觀察成人的臉部表情，來取得認同與安全感。「媽咪與爹地

的臉孔當我理解如何去感受事物。」 

● 刺激分享：從父母引進的新奇刺激中獲得大量興奮。「看著人們做各式

各樣的新鮮事兒是最棒的表演。」 

● 簡易遊戲：了解與享受簡單的社交遊戲規則。「我懂這個遊戲，因此感

到興奮，甚至還沒完就已經很開心了。」 

5                                   2005-11-11 



九十四年度高中職社區化建構適性學習社區-學習障礙、自閉症暨復健知能研習 

楊宗仁教授  自閉症學生的人際關係訓練 

第二級：(六個月大)學習互動舞步 

● 架構：喜歡一步步學習經驗分享活動的規則與角色。「我正在學習了解

基礎的舞步。」 

● 變化與趣味：此時的幼兒最喜歡大人在社交活動中加入各種有趣的變

化。「當我爸媽加入新舞步的時候，感覺更好玩了。」 

● 互動舞步課程：在同步的活動中，扮演搭檔的角色。「你先踩你的舞步，

接下來換我。」 

● 一起動作：仔細觀察，控制自己的動作，配合搭檔。「我們做引導與跟

隨的動作。」 

 

第三級：(十二個月大/一歲)即興與共同創造 

● 不斷地共同加入變化：在流暢協調的活動中，喜歡雙方共同加入的新奇

變化。「這種樂趣在於我們加入了新舞步。」 

● 流暢的過度轉換：以搭檔的角色，享受並參與將一連串的活動轉換成流

暢的動作流程。「我們這場舞跳到那一場舞，都沒有停過。」 

● 即興動作：參與活動，與搭檔一起不斷地調整規則、轉換角色，繼續保

持雙方配合的流暢。「我們可以隨便跳自己都說不出名字的舞蹈。反正

就是把各種舞蹈的舞步混在一起，跳得開心就好啦！」 

● 共同創作：發展新的活動，雙方一起公平地制定主題、規則。「從我們

的即興創作中，會激發出一些新的想法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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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級：(十八個月大/一歲半)分享外在世界 

● 分享知覺：隨著共同對某個外在刺激的知覺，喜歡藉著視覺和語言分享

情感。「你看我看到什麼了！」 

● 取替觀點：主動尋求比較、對照不同的認知。「我們看到的可能是不同

的東西，你如果不來我這裡的話，就看不到我看到的東西囉！」 

● 獨特的反應：分享獨特的反應共同矚目的經驗焦點。「我覺得這看起來

好大耶！你覺得它看起來大嗎？」 

● 添加想像：分享額外的想像元素，詳細說明感受到的事物，成為共同矚

目的經驗焦點。「我覺得那片雲看起來像座城堡，你覺得它像什麼？」 

 

第五級：(三十個月大/兩歲半)發掘內在世界 

● 分享想法：透過與社交搭檔間的想法結合，從中獲得樂趣。「只要有我

們兩個臭皮匠的頭腦，就能一起完成任務囉！」 

● 欣賞差異：社交搭檔在遊戲或對話中加入不同的想法與主題，增加刺

激。「知道這件事情能用不同的角度來思考真好。」 

● 內在與外在世界：能分辨內在與外在世界的不同，以及了解內在的反應

比外在的更加重要。「你可以嘴巴這麼說，但是心裡的感覺是另一回事。」 

● 把心靈放在最首位：能了解思考方式、感受與想法是經驗分享的重要元

素。「重要的是內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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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六級：(四十八個月大/四歲)連結自己與他人 

● 獨特的自我：為了更清楚的定義出自我的輪廓，將自己與他人做聯想。

「我的某些部分跟你很像，某些部分卻跟你不一樣。」 

● 團體的歸屬感：具備不同團體的成員資格成為自我認同的重要部分。「我

所屬的團體，造就了某部分現在的我。」 

● 伙伴與玩伴：基於共同的興趣、活動與過去經驗，珍惜友伴的情誼。「我

要怎麼做才能讓你更想和我玩呢？我們喜歡做一樣的事情。」 

● 歷久不衰的友誼：重視建立在互相信任與照顧的親密友誼。「我們有段

特別的過去，我們的未來也會把我們緊緊地繫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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