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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文章 

國際賽金牌得主陳漢昇，其成長溝通之路 

陳漢昇、李桂芬、陳茂璋、林麗英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電子工程系學生陳

漢昇，於去年(民國105年)在法國舉辦的第九

屆「國際展能節」職業技能競賽榮獲金牌。

這是每四年一度舉辦國際身障技職競賽(類

似體奧的技奧)開辦三十六年來，台灣首度

取得金牌。其實漢昇在1歲半被診斷出自閉

症，成長過程中遇到非常多的困難與挫折。

即使到現在，他仍然很努力地學習溝通，朝

著未來當一位工程師的目標前進。 

受訪過程中，漢昇會主動看採訪的語言

治療師，有適當的眼神接觸、適切地打招呼和笑容，也能夠侃侃而談有關於治療師的提

問。採訪的治療師在訪談的前幾分鐘，真的不覺得這位侃侃而談的帥哥是自閉症，而且

甚至認為他比一般的大學生更溫暖更願意溝通。後來漢昇的媽媽主動幫漢昇補充說明，

而漢昇利用仿說來修正表達，採訪的治療師才感受到他和一般人真的有點不太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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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從什麼時候開始自覺表達溝通有明顯進步？ 

自從在國內得到第13屆身障職業技藝競賽第一名、國際展能節正取國手獎項以及於

105年1月接受新聞採訪之後。那時候自認為說話雖然有點結巴，但是已經能將整個邏輯

表達清楚。105年3月去法國參賽，住在選手村裡面，覺得那裡好漂亮好浪漫，浪漫的感

覺被勾引出來，想要用語言表達分享出去。因此在社群網站練習表達自己內心的感受，

語言表達也越來越好。 

 

後來我將這種濃烈的情感持續到線上遊戲蓋沙堡，在這遊戲當中，我運用程式語言

專業進入後台模組，自己設定光線顏色，感覺非常舒服，在這樣的情緒之下，跟別人對

戰，非常開心。 

 

在這之前，溝通的路好像被堵住。後來就讀高職以及參加比賽，對於專業有成就感

並且產生興趣，因此溝通對象也慢慢擴大，內心也越來越快樂。在學校有比較談得來的

同學，我主動告訴同學，我有自閉症以及自己的自閉症特質，同學也能夠接納。 

 

 請您說說看，從小到現在，不同階段的溝通及人際互動。 

國小階段過著封閉的生活，對外界無特別感覺。小學三年級開始遭受同學語言及肢

體的霸凌。我想跟同學玩，同學卻拿球丟我。我打同學，同學就去跟老師告狀。但是我

無法向老師說明事件發生的過程。在學校被老師處罰，回到家又被媽媽罵。壓力及情緒

累積越來越多，無法宣洩。有一次終於大爆發，出手打同學。媽媽剛好看到這一幕非常

生氣。還好旁觀的同學幫我向媽媽說明，才洗刷冤屈。 

  

國中階段被孤立，沒有聊天的朋友。只有一位同學喜歡黏著我。這位同學個性跋扈，

人緣不佳，我也不喜歡他。和他相處有一種灰暗的感覺。國二之後，我想要跟成績好的

同學做朋友，所以想把原本這位朋友趕走。 

 

我想要主動交朋友，但是卻用了錯誤的方法接近女同學。這些奇怪的舉動不但沒讓

我結交到朋友，反而讓女同學向老師告狀。例如，我學其他男同學對女同學講黃色笑話，

結果不好笑而且很尷尬。 

 

 媽媽是陪伴你成長的重要人物，你認為媽媽給你甚麼樣的幫忙？ 

我念大學時期，必須同時兼顧台科大的作業和國手栽培。過程中難免有功課無法跟

上進度和比賽練習也做不好，兩邊不能兼顧的挫折。情緒低落沒有動力。這時媽媽會跟

我聊天，我學習向媽媽訴說心裡的感受，告訴媽媽想要擺脫這個困境。在跟媽媽談話的

過程與次數的增加，我的語言能力也慢慢進步了。 

 

 除了媽媽及老師教導人際互動，是否還有運用其他方式來增進人際互動？ 

我很崇拜希特勒，認為自己跟希特勒的個性很像，以為自己最好最厲害，但是也看

到希特勒為人類帶來大災難，所以也記取希特勒失敗及個性上的缺點，希望自己改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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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重蹈覆轍。 

 

 採訪漢昇的媽媽 

我帶著兒童時期的漢昇時的感覺，就像他在沒有窗戶、也沒有門的玻璃屋裡，我向

他招手，跟他說話，我看得到他，他卻好像看不到我。漢昇回想那段時間，他說他自己

小時候跟最親密的媽媽互動的感覺：「我有點像是住在山谷裡小村莊的小孩，我聽得見媽

媽的聲音，但看不到她，我就像困在山谷裡，而媽媽在好遠的山頂上，只有一小點，困

難橫在中間無路可通…」。 

 

 媽媽如何看待漢昇的語言溝通？ 

漢昇開始學說話像鸚鵡模仿一樣，學媽媽說話，但是不懂那句話的意思。 

 

他從小很喜歡數字，小一的時候，同學數數還要用手指頭算進位，他一看就知道，

老師還以為我有先教他。他最大的問題是文字敘述的部分。因為無法理解題意，所以常

常計算題都對，應用題卻全錯。這也使我發現漢昇即便是邏輯上可能沒有太大的問題，

但是在語言的表達上居然是一張「白紙」？！未來我要前進的路上可能會有很多難以想

像的巨石阻礙；要建構的工程也會因為無從得到漢昇語言回饋的資訊而有更多摸索與錯

誤的白工。 

 

 媽媽認為漢昇的語言溝通能力是如何進步的？ 

語言需要主動，這個能力在高職申請學校前是比較缺乏的。後來漢昇說這是因為自

己沒有信心所以不敢開口。申請保送的過程當中，漢昇因為固執不發問而導致申請程序

錯誤而落榜。這讓漢昇感到非常挫折，以為無法順利進入自己想要念的學校，非常懊悔，

時時警惕自己要改變習性，凡事再度確認並努力發問。我也藉由這次事件給予的教訓告

誡他，「不發問，就搞砸！」成為他的耳提面命，要經常溝通及適時發問。還好，後來漢

昇改以技優甄審順利進入台科大電子工程系。 

 

後來漢昇身為國手而被要求寫訓練日誌並且回傳給導師、教授及裁判長批改，自此

才有真正較多的磨練及加強表達訓練。訓練過程中，我藉由引導他學習抒發自己的情緒，

將自己的感受一步步更精準的表達出來，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過程。 

 

 媽媽如何陪伴漢昇從小到大？ 

漢昇入國小前，我先跟心智科醫師談過，知道漢昇上小學會很辛苦。語言是傳遞知

識的媒介，在現行以文字與符號測驗的智能表現上面，漢昇聽不懂，那就和智障沒有太

大差別，因此我開始了在漢昇小學階段陪讀的歲月，希望能輔導漢昇在學習功課部分更

充實。 

 

小三時的導師比較注重成語記憶、背誦以及數學架構，將大量字彙辭意囫圇吞棗地

塞進腦袋裡，對他反而有很大的幫助。雖然一開始看不出來有甚麼進步，但時間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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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發現語言連結的火花偶爾發生。 

 

後來班上發生一些問題導致我不能繼續陪讀，接著發生一連串漢昇被霸凌的事件。

本來漢昇是溫和乖巧的孩子，但為了還擊同學而開始打人，甚至勒別人的脖子。我一開

始不明究裡的責怪漢昇，後來了解真相之後，為了保護自己的孩子而變得很強勢，直接

進入學校，繼續陪讀以安撫並且穩定他的情緒。 

 

漢昇的畫圖技巧很差，沒有美感，但是小五小六的班導是美術系畢業的，對於全班

同學培養美術的要求非常嚴格，包括漢昇。當時，班導師要求他們每天要寫小日記和彩

色插圖，每周還有閱讀學習單，畫不好就退件，這對漢昇來說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我

一方鼓勵他盡量完成，一方跟導師商量學習單減量。一開始他連小日記都要呆坐30分鐘

仍無法動筆，持續訓練一段時間之後，10分鐘就可以瞎掰完成了，不過圖還是亂畫，哈

哈~。他到現在只會畫黑白迷宮圖。 

 

漢昇也很沒有音感，小四的音樂程度不好，但又遇到很嚴格的音樂老師，而使漢昇

畏懼。漢昇每次在打鐘時就說要上廁所，藉以逃避音樂課。這個舉動讓老師更不高興了。

我只好委託特教個管老師去溝通，漢昇可以隨便交差了事而得到音樂成績。我知道他不

是不喜歡音樂，最後在資源班音樂社團老師的引導下，重拾對音樂的欣賞與喜愛。 

  

還有一個價值觀的小插曲。班導規定學生在學校不能玩遊戲王卡。有一次漢昇在小

日記說出實情，因此某些同學被老師沒收卡片，這些成績很好的優秀同學發現是漢昇寫

日記造成曝光，這些同學就霸凌漢昇，而老師的處理方式也有所不妥。這事件使漢昇感

到困惑，他問我：「媽媽，我錯了嗎？」，使我非常難過。難過的是，現在孩子的價值偏

差，難道雖然看到事實，但為了自保必須隱瞞真相嗎？我後來插手去處理，希望老師藉

此讓其他孩子知道，自己犯了錯被處罰，自己要反省，不能反過來怪別人。 

 

 請您給其他自閉症孩子的家長提供建議？ 

因為自閉症的表徵因人而異，我只能提供自己的感想給大家。 

 

漢昇自認為是打不倒的小巨人，學習慢，遇到的困難多，但是他有一顆堅強的心，

我一直不斷的告訴他：「別人一目十行，我們可以用百目去補足；別人是兔子在休息，我

們就做小烏龜不停的努力。盡量採取正向思考，那是一股強大的力量，我們要培養轉念

想的能力」。例如，他在模擬賽的時候拿零分，非常沮喪，他其實做得很好，只是因為太

執著，沒有掌握好時間，以至於沒有在時間內完成最後的步驟，最後的成果沒有呈現所

以只能拿零分。我幫他分析這個原因，鼓勵他修正步驟，引導他轉念，告訴他還好事發

生在國內模擬而不是真正出賽，不要那麼執著於要求全部完成才填寫結果。還好後來第

二次模擬考測出好成績，讓他重拾信心。指導老師的鼓勵讓他再度奮起。 

 

他要上小學一年級的時候，由於原先醫生所下的「結論」，讓不認輸的我決定抓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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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學習進度。每天很辛苦地重複書寫作業，並確認他真正學會。但是語言真的是他的弱

勢，教完國語就已經筋疲力盡了，還要面對英文。 

 

有一次他的橡皮擦不見了，我左問右問怎麼也問不出來，他言語邏輯是塞住且片段，

我根本連猜都猜不出來。我累積多時的情緒終於整個失控，大吼：「你連話都講不清楚了，

還念甚麼書！」接著就把他的英文課本扔到牆角去。一向動作慢慢的他，突然迅速的爬

過去撿起被摔破的課本，噙著淚卻還怯怯地遞給我，艱難的吐出一句話：「不…要…放…

棄…我…」,這讓我徹底震撼了！我到底對這個孩子做了什麼？他只有我，他只依賴我，他

只相信我，而我居然這樣會傷害他？我怎麼會這麼殘忍的對待他？由此，我也驚訝地發

現他小小的心靈裡，原來懂很多。原先我以為他什麼都不懂，可是這次他卻強烈的表達

出他的掙扎。他還這麼小，就有這麼強大不認輸的能量。既是如此，我又怎能放棄他？ 

 

也因為如此，我一直告訴自己一定要正向思考。不僅自己要走出來，孩子也困在他

自己的身軀裡需要我們幫助他。我們只能陪伴他，幫助他，相信自己，堅持下去，「你因

為我相信你，所以相信自己（一定能做到）；我因為你相信我，所以相信自己（永不認輸）」。

當他有幾次想要逃避，不想面對挫折的感覺，我告訴他：「自閉症不能成為你的藉口。」

而我相信他做得到，要求他，培養他，訓練他，鼓勵他。在法國即將比賽的時候，他仍

然認為自閉症是他的自卑。我告訴他：「要發揮你的最高特質，心無旁鶩進入你的世界，

所有的人都不能影響你做出最完美的作品！」終於，他能夠克服當場緊張的心態，平穩

的發揮長久以來辛苦訓練的全部能力！ 

 

一直以來我跟其他特殊生的父母的想法一樣，只希望未來有一天，小孩可以生活自

理，有能力養活自己。我從來都不是想培養一個天才，而且我一直不認為他是天才，如

果要說他有天才，只能說他是個克服困難的天才！ 

 

 採訪松山工農陳茂璋老師 

陳漢昇學習的轉捩點在松山工農，其指導老師陳茂璋老師是他的啟蒙老師，是他讓

漢昇發展長才、培養興趣、建立信心以及提升溝通能力。 

 

 請問您在指導漢昇時遇到什麼樣的困難？您怎麼去處理？ 

漢昇在學習上有很多問題，他不知道要怎麼問。他回答問題，老師也聽不懂。高一

的時候，因為師生溝通障礙，我只能要求他去做，看他是否能做到。他有很多奇怪的行

為，我會先問媽媽，我跟媽媽有很多的溝通。例如：漢昇會咬著吸管走來走去，我就問

媽媽是怎麼回事？  

        

 您會因為他是自閉症，而對他的要求及引導方式跟一般生不同嗎？ 

我們都會鼓勵同學參加比賽。他同時也參加了儲訓選手訓練，所以我把他當成一般

生一樣的要求，更何況他的記憶比一般生更好。我會罵他，他對我也有所敬畏。北區比

賽沒得獎，他很挫折，很有情緒，我就鼓勵他走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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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您對漢昇較熟悉之後，如何跟他溝通？如何引導他的學習？ 

專業和實習是漢昇最強的部份，我只看他這方面的完成度。溝通只是過程，能達到

目的即可。媽媽、我、漢昇和輔導老師的溝通很密切。 

 

媽媽對他的幫助很大。一開始媽媽擔心他的國文和英文，想要抽離式上國文和英文，

但是我建議由小論文比賽來加強他的語文溝通能力，同時提升作文能力。在這過程中，

我跟他有很多的溝通，對他也越來越熟悉。他表達得不是很好，我會知道他的想法，我

會了解他的情緒和感受。他自己很努力，也拿到名次，再次得到信心。 

 

高二的時候他開始展現天賦。他的表現比同學好，同學也會向他請教。雖然他的表

達能力不佳，但是他還是會盡力回答同學，這時候他開始有信心。 

 

 您如何協助漢昇和同學之間的溝通互動？ 

高三的時候，同學之間的影響很重要。同學會請教他，會依賴他。我鼓勵他上台解

說，我也要求其他同學要認真聽，要有耐心。他就越來越有信心，甚至還會主動要求上

台。 

 

同學肯定他的專業，但是一般私底下的邀約不會主動邀請他。他得到名次拿到獎金

之後，我跟媽媽和他溝通，用這筆獎金的一部分請同學喝飲料。我引導他感謝同學，拉

近跟同學之間的距離。 

 

有一次，我知道漢昇媽媽的生日快到了，我問漢昇知不知道媽媽喜歡甚麼東西，並

且和漢昇一起討論準備媽媽的生日禮物，幫媽媽慶祝生日。媽媽生日那天，感動了好多

人。 

我希望透過這些方式，讓漢昇跟環境的互動能夠更健全。 

 

 請您總結，老師應如何引導類似漢昇的特殊學生？ 

 

學生能夠成功，除了本身的努力之外，還有許多運氣好的原因。 

 

松山工農也有很多老師幫忙。我會告訴老師們，他們如果太兇的話，漢昇會有情緒

反應。所以我請其他老師扮白臉，我扮黑臉跟漢昇溝通。 

 

我也請我以前帶的學生回來，他是亞斯伯格症，他們母子來跟漢昇母子做經驗分享。

這位學長送漢昇一本書『如何生活』，這是一本教人如何應對進退的書。 

 

漢昇在台科大的指導老師是林淵翔副教授，他剛好是我以前的學生。我就先跟他溝

通，讓他很快地知道漢昇的學習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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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山工農特教組長湯于毅老師，他結合了亞斯伯格症的學生及漢昇的例子，完成一

篇碩士論文，題目是：『我們班有特教生---高職導師經營融合班之個案研究』，可以供老

師們參考。 

 

 採訪心路發展中心林麗英老師 

 

 請您以漢昇的例子，談談語言治療師如何幫助自閉症兒童？ 

 

漢昇在學齡前是典型的自閉症兒童，人際互動及溝通困難。但每個孩子特質皆不同，

無法一概而論。漢昇本身情緒穩定，他的母親引導及互動也很穩定。母親沒有苛刻要求

或是變來變去。母親積極參與家長座談了解怎麼帶這樣的特殊孩子，母親因此看到孩子

的優勢並且讓他得以發揮。 

 

我們對於3-6歲孩子的服務以促進孩子整體發展為目的。我們會蒐集他的氣質量表及

家長諮詢等資料，給予啟蒙。教導日常生活自理，加強認知功能。孩子進入國高中之後

才會發展其長處。這個階段的家長，一開始徬徨不定，但是若他有早療的概念，他的心

就會安定下來。漢昇媽媽也是因為來聽我的親職講座，來發展中心之後，心才安定下來。 

 

在早療階段應該補強孩子的弱勢能力並且發展其優勢能力。在醫院的語言治療缺乏

語用情境，可能徒增孩子的挫折感，因為在那樣不自然的情境之下，孩子很難按照我們

的計畫和要求去做他不願意做的事。 

 

發展中心或是幼兒園是比較更適合引導孩子的環境。但現實的狀況是，大多數自閉

症孩子和家長還是會以跑醫院療育為主。發展中心或特教班的語言治療師以巡迴服務為

主，無論抽離直接治療或入班觀察間接治療，其思維仍以醫院醫療的模式為主，其實是

不是恰當的。未來，我們語言治療師還有很多進步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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