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藏筆露：社交認知的解讀

「點解佢木無表情 佢梗係唔滿意我，發緊我脾氣！我只係向佢交代一 工作上 做乜要咁對
我？」阿儀越想越不開心，更擔心這個同事會向其他人說她不是。對此，她一直耿耿於懷，並對同
事的說話十分敏感，相處時亦會有避忌。

其實類似這個社交情境或許我們也曾經遇過，但正常的社交認知功能會讓我們較準確地估計他人的
情緒及想法。若留意到對方嘴巴的肌肉是放鬆，便不似是憤怒。我們亦會考慮到同事可能是睡眠不
足，以致較少面部表情，而不會一口咬定他是對自己不滿，並會先觀察一下才作判斷。

「社交認知」是指人們在社交情境中對自己及他人的理解，包括對情緒、想法、動機或事情起因的
詮釋。在這方面有障礙的人士，會難以從面部表情對他人的情緒作出正確的判斷，及理解對方說話
背後的意思，亦傾向將負面的事情歸咎於他人和過早下定論。

誤判他人情緒礙工作
不少思覺失調的患者會因病患的影響，有不同程度的社交認知功能障礙。他們不太懂得看別人的
「眉頭眼額」，要對方「畫公仔畫出腸」，因而大大影響了工作和日常生活。

近年發展的社交認知訓練，能有助改善思覺失調患者的社交認知功能。職業治療師會透過訓練，讓
他們了解到自己的問題，學習觀察別人的面部表情及作多角度的思考，更會以日常生活的例子作練
習，在改善社交認知功能的同時，也協助他們重投生活上不同的角色，活出燦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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