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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歲的希希，經常笑容滿臉，剛升上小一時，同學都主動跟他交往，可惜升讀二年級時，卻無
法與同學好好相處，原因是嬉皮笑臉的他很貪玩，又易忽略別人的感受，不知不覺間常激怒或冒犯
了同學而不自知。另希希也有固執的時候，最愛搶當第一，否則便會憤憤不平，甚至跟同學吵架。
有時亦過分執 別人對他的戲言，以致情緒過激。

希希過分自我中心，與人溝通、相處的技巧十分拙劣，這令父母最為憂心，擔心他將來難以融入社
會與人共處。「社交認知」是一種能力，當中的認知是指思考過程及理解，主要是在社交場合中，
透過辨識他人的面部表情、說話聲量語調、身體動作等，估計別人的情緒、理解其想法及意圖，從
而作出相對的回應。

減少自我中心
社交認知能力較弱的孩子會有以下問題：難以理解別人表情裏的暗示，以致激怒別人後仍懵然不
知，或別人不快時不懂作出安慰等。他們很難判斷別人說話裏的含意，要人「畫公仔畫出腸」才會
明白。他們會錯誤地理解別人行為背後的原因，經常妄下判斷、誤解他人，例如別人不跟他打招
呼，便一定代表對方討厭自己。同學竊竊私語時，一定是在說自己壞話等。他們難以站在別人的立
場理解真相，以致常不明白別人的動機，因而感到困惑。

患自閉症、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及有讀寫障礙等孩子的社交認知能力較弱，但後天的引導及培育
可有效改善。父母可教孩子代入別人的角色，以減低出現自我中心的情況。他們做得正確時要鼓
勵，以強化其合適的社交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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