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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課程簡介 

1.1 課程的背景和目的 

自閉症是個複雜的大腦機能障礙，它影響兒童多方面的能力和表現，尤其在社交和溝

通方面的發展，即使自閉症兒童的智力正常 (不包括語言部分)，也不例外。除此之外，

他們的行為常常會一成不變，更喜歡遵循慣例，再加上專注偏狹的興趣和愛好，使他

們在社交和與人溝通這兩方面，遇到更大的困難。 
 
自閉症這個謎雖然引發了學者大量的研究，但是我們還不清楚它的成因。遺傳因素無

疑佔有重要的席位，可是直至目前為止，我們仍未發現遺傳機制的哪一個部分與它有

關。目前，較有效的教學方法，一般而言多建基於行為改變的學說，只能夠改善某些

與自閉症有關的徵狀，但要幫助他們整體上克服社交及溝通方面的障礙，卻較難奏效。

本課程正是針對導致社交及溝通問題的核心障礙而訂立。 
 

1.2 對改善社交和溝通問題教學方法的回顧 
針對自閉症人士的社交和溝通問題的方法繁多，有藥物療法、食物療法、音樂療法等，

其中 成功的是那些具有高度結構性，且以發展適切社交和溝通技能為主的教學方

法。學者的研究顯示，藉著朋輩 (非自閉症者) 的協助 (Schuler, 1989) 和減輕自閉症

人士情緒焦慮的一些方法，亦可改善他們的社交行為 (Taras, 1988)。此外，透過角色

扮演和戲劇方法讓他們學習社交技巧，或通過錄影觀看個人表現，也可減少盯視他人、

做出古怪表情、或發出怪聲怪氣等等不符合社交禮儀的行為 (Howlin & Rutter, 1987)。 
 
但上述的教學方法有其局限之處，譬如說： 

 自閉症人士不能將所學類化於不同的場合； 
 他們理解社交行為的能力未能因學習而獲得改善，說話時亦難以學到同時輔以

一些非語言的表達技巧，例如視線接觸、微笑和手勢等； 
 只能消除某項問題行為。 

 
因此，與其意圖改變自閉症人士在某情形下的某一個行為，不如將教學方法的重點，

改為提高他們對社交行為的理解能力，也就是說讓他們更能明白一般人社交群處時為

什麼會這樣做，也許會有助於他們作出適當的社交行為。既然如此，我們先要找出哪

些基本認知範疇能影響理解社交行為能力的發展。近年對一般幼童所做的研究，很著

重他們如何發展「想法解讀」(Theory of Mind) 的能力，我們認為這也應該是研究教

導自閉症兒童方法的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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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想法解讀」的理論 
「想法解讀」的定義是指推測別人想法 (mental states) 的能力，並同時運用這能力來

理解別人的說話或行為背後的用意，和預計他們下一步的行動。(註：想法包括了所有

腦袋裏想的東西，如感受、信念、需要、意願等等。) 
 

1.4 兒童「想法解讀」能力的發展 

要理解一個人的行為， 容易的方法莫如知道他的想法。想法可說是理解一般人行為

的主要途徑。試想像下述的一個電影情節：觀眾見到主角躡手躡腳進入自己的住宅單

位裏，多半會猜想主角這樣做，是因為知道家中來了一個不速之客，而不想被他發現。 
我們知道，構成想法的其他要素，除了前面提到的信念、需要、意願等等外，還有情

緒 (emotion) 和假想 (pretence)。 
 
以下讓我們看看一般兒童理解想法的各個發展階段： 

1.4.1 情緒的理解 

嬰兒很早開始已能分辨開心、不開心、憤怒和害怕的表情 (Meltzoff & Moore, 
1977 & 1992)。到了三歲，兒童就能夠預測遭遇會如何影響個人的感受，四歲

時則可以根據別人的需要和想法去預計別人因而會有的感受，例如他會知道：

國良想要一本新書，但國良以為花紙包著的禮物是另一件東西，因而感到不開

心。 
 

1.4.2 想法的理解 

 十八至三十個月大的幼兒在說話中已包括了很多想法的字彙，如「覺得」、「希

望」、「以為」、「想」、「夢見」、「假扮」等等 (Wellman, 1990)； 
 兩歲的幼兒能夠推斷別人看到什麼 (Flavell, Shipstead & Croft, 1978)，例如要他

們拿一件東西放在別人的視線之內或外，他們均可以做到。此外，他們也很清

楚了解願望的涵義 (Wellman, 1990) 。所謂「恐怖的兩歲」這個形容詞，意思

是指幼兒在這時期開始知道自己和父母的意願有所不同，因而產生挫敗感和連

帶做出反抗的行為； 
 到了三歲，兒童已知道「所看構成所知」這個概念 (Pratt & Bryant, 1990)，例

如有兩個人在一起，一個彎身去看桶內有什麼，一個只用手去觸摸桶的外面，

三歲的兒童已知道只有彎身去看桶內的那個人才會知道桶裏放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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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四歲，兒童已知道其他人可以有「錯誤」 (指不符合實際情況) 的想法

(Wimmer & Perner, 1983) 。什麼是「錯誤想法」呢？舉例來說，如果讓某個小

孩知道錢是藏在花瓶裏，但賊人卻以為它放在桌子的抽屜內，再問小孩賊人應

往哪裏尋找，小孩會答是抽屜，也就是錯誤的位置，這就顯示了小孩知道他人 
(指賊人) 可以有不同的 (錯誤的) 想法。 

 

1.4.3 假想的理解 

嬰兒早在十至十八個月大時開始有假想遊戲的行為 (Bates, 1979)，而剛懂得對

答的幼兒也知道真實與假扮之分 (Wellman, 1990)，譬如說他們也許會拿著一根

香蕉扮作聽電話，卻很清楚知道兩者真正的用途並不一樣。 
 

但是，自閉症的兒童卻欠缺了上述「情緒」、「想法」和「假想」的理解

能力，或者只有在年齡較長時方有同樣的表現，這顯示了他們在「想法

解讀」能力的發展階段出現了障礙，因而造成種種社交和溝通的問題。 

 

1.5 「想法解讀」的用途 

1.5.1 有助理解一般人的社交行為 

心理學家 Dennett (1978) 早指出，「想法解讀」是理解人類世界的一個重要途

徑。理解人類的世界，也就是為他人的行為找出原因和預計他下一步會怎麼做，

其中 容易的方法莫如去「想」他要什麼，「想」他會怎樣想，或「想」他會

怎樣做。 
 

日常生活中，每天我們身邊發生無數的事，都會涉及理解他人的想法，譬如：

我們駕著車子在高速公路上騁馳，每每需要預計其他駕車人士的想法、意願和

僻好。在推斷我們的預期是否可靠的同時，我們其實押上了生命的賭注，由此

可見「想法解讀」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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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有助語言及非語言的溝通 

我們在理解別人的說話時， 重要的是要猜想別人說話的用意。如果一個警察

向著賊人大叫：「丟掉它！」 賊人會馬上理解「它」是指他手上的鎗，也理解

警察知道他會這樣想。 
 

在語言藝術方面，當說話者說出含有反諷、諷刺、幽默意味或隱喻的說話時，

並不希望聆聽者只留意字面的意思，而期待他明白說話中別有的含意，這才是

他真正要傳達的訊息。所以，在聆聽的時候，我們其實往往超越了聽到的說話，

我們會從多方面去猜測說話者背後的用意。 
 

此外，非語言的溝通也是一樣。例如：阿甲伸長手臂、張開手心指向門口，阿

乙即意會到阿甲在請他從門口進去，也意會阿甲知道他會明白這動作的含意。

由此可見，「想法解讀」在溝通時有助我們了解對方的意圖，它的重要性可見一

斑。 
 

溝通的另一個重要元素，是要知道聆聽者中途所知有多少、還需要什麼資料、

以及理解的程度，從而達到溝通的目的。所以，人與人的對話不單是各自各說

幾句話，連普通的談話基本上也離不了「想法解讀」的應用。 
 

1.5.3 運用於日常生活的其他層面 

 理解欺騙。欺騙的行動其實需要預計別人的想法，繼而利用這想法做一些事令

別人犯錯； 
 代入別人的感受。意思是能夠想像別人如何去理解一件事與及可能產生的反

應； 
 建立自我意識、反思個人想法。「我原先猜它…我可能錯了。」「我知道今天是

阿珍的生日，因為是媽媽說的。」一個四歲的兒童有了這能力後，想法就會從

「當下」 (此時此地) 的反應變得從個人的角度出發，於是在解決難題的時候，

會首先思考各項方案的可行性：「如果我這樣做某件事，可行嗎？」； 
 教導別人或透過遊說去改變別人的想法。 

 

1.6 欠缺「想法解讀」能力的行為表現 
自閉症兒童自小欠缺了「想法解讀」的能力，在成長期間，直至成人階段，都會碰到

種種人際關係和溝通方面的問題，甚或遇到被人拒絕、疏離、誤會和欺負的情況，下

面是一些真實的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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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對別人的感受反應遲鈍 

一對緊張的父母，一直非常擔心他們十二歲的兒子不能融入當地的中學，果然

在上課第一週的早會中，男孩竟然走去告訴主任老師，他的臉上長了多少顆斑

點。 
 

1.6.2  談話時從不考慮別人所知有多少 

一個能幹的青年，在電腦公司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可是他總不知道每個人都有

不同的經歷。他和同事在討論問題時，往往並不提供必要的背景資料，自顧自

說些別人一無所知的事情。 
 

1.6.3 結識朋友時不能理解別人的用意和反應 

一個初到主流學校就讀的十歲女孩，在父母仔細地教曉了她如何正確地說出自

已的名字和地址後，她一心以為單靠這樣就可以「結交」朋友。當她大踏步走

到一群同學面前，很正經地報上自已的名字和地址，而別人卻沒有即時邀請她

加入一起玩耍時，她就馬上伸手打同學。 
 

1.6.4 不懂得要留意聆聽者的興趣和反應 

一個在主流學校就讀的十二歲男孩，碰到別人時只會談論他喜愛的三件事，包

括雷諾汽車的氣缸容量、西芬大橋的結構和白化病。然而，老師和同學對這些

偏狹的話題卻亳無興趣，被他滔滔不絕的說話煩得要死，可是他卻懵然不覺。 
 

1.6.5  對語言的理解停留在字面意思 

上美術課時，十四歲的男孩聽到老師說要繪畫鄰座的同學，他就真的把色彩往

旁邊女同學的身上塗，把她氣得不知所措。 
另外，一個當文員的青年，每逢做錯了事，聽到對方氣憤地說：「若你再來一

次，…」時，他就真的將激怒人的事重做一遍。其實，他的回應與說話者的用

意剛好相反。 
 

1.6.6  不知道別人會根據自己的行為來衡量自己 

有一個年輕人，在他十多歲時，每逢遇到陌生人，就會告訴別人自己的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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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個人的生理狀況、家庭生活的隱私等等。另外，他不管場合，只要感到天氣 
炎熱，就會脫衣服，而且毫不感到尷尬。後來年紀大了，這些問題也改善了不

少。可是，當他在一間電腦公司覓得一份工作後不久，就遇上了麻煩，因為他 
老是不曉得和別人保持適當的距離。他經常倚在女同事的辦公桌上，把身體湊

得很近她們，在電梯裏或排隊時又挨著她們。幾個星期後，一群秘書要求他離

職，原因是性騷擾。 
 

1.6.7  不理解誤會的發生 

一個青年被指毆打衣帽間職員，因而被辭退，可是他並不懊悔自己拿雨傘打人，

反而覺得那個女職員不應弄錯他寄存衣物的票根。由於他自已是個做事小心的

人，因此不能明白別人會犯錯。這件事過了很久以後，他還是不明白為什麼是

自己，而不是衣帽間的女職員丟了工作。 
 

1.6.8  不明白欺騙是什麼 

一個在珠寶店工作的青年，大家都知道他非常誠實，所以讓他隨便拿取夾萬鑰

匙。可是亦由於太老實了，他給新來的護衛員隨便一問，就雙手奉上了鑰匙。

後來，夾萬的財物被洗劫一空，他也被警方控為同謀，雖然沒有被定罪，以後

卻也不能擔當同樣重要的職務了。 
 

1.6.9 不能理解別人的行為有背後的理由 

一個智商正常、但行為古怪的青年，他的叔叔僱用了他，並考慮到他的情況，

把他安置在會計部的一個清靜的角落。可是他不但不感激，反而怪他叔叔不讓

他當董事長，數天後還辭職不幹了，此後更對他那滿懷善意的叔叔非常痛恨。 
 

1.6.10   不懂社交禁忌 

一名青年和朋友相處，總是不懂得如何去打開話題。在社交和談話技巧訓練課

程裏，導師教他可以嘗試稱讚對方的外表。他從第一次舞會回來後，很是洋洋

自得，告訴導師他和一個年輕女士談了很久。導師不禁有點奇怪，一問之下，

原來他先是稱讚對方漂亮，跟著說很喜歡她裙子的紅色，因為和她的牙肉顏色

配襯極了。 

  第一章：課程簡介  



  

 7 

1.7 「想法解讀」能不能教？ 

一般兒童的「想法解讀」能力是與生俱來的，自閉症兒童卻天生缺乏了這能力，如果

集中地教導，也許能另闢途徑，重新培育他們這種了解別人想法的能力，從而可望改

善他們的社交和溝通技巧。 近有一些研究報告指出，自閉症兒童可以藉著學習去理

解想法的某些範疇，這些研究內容如下： 
 

 教導兒童怎樣從行為或情緒方面的線索去理解錯誤想法 (Bowler et al., 1993)；  
 利用教授個別例子方式來教導兒童分辨外表和實質 (Starr, 1993)。 

 
差不多所有接受測試的兒童經過教導之後都能完成學習課業，有些並能保留所學達到

兩個月或更長時間，可是，他們仍然未能將所學完全運用於新的同類型課業中。 
 

1.7.1 類化的問題 

研究指出教導一些概念的原則比教導單一的行為更為有效 (Perry, 1991)，所以

在這課程內，我們會用特定的形式，去表達一些兒童在成長過程中自然意會的

想法構成原則，務求令它們顯得明確和突出。我們會運用密集的課程、眾多的

例子、不同的活動 (如玩偶故事、角色扮演、圖畫故事等)，引導性地教授這些

原則。 
 

1.7.2  想法的某些基本原則舉例 

如何知道某些事：「所見構成所知」 
例子：白雪公主沒有看見女巫下毒，所以不知道蘋果有毒。 

 想法由願望構成：願望因做某些事或得到某些東西而滿足，人也會因此感到開心。 
例子：小孩想去公園玩，媽媽如能帶他去玩，他就開心了，要是帶他去看醫生，

他就不開心了。 
 想法由假想構成：假裝包含了物件替代或違背常規的情況。 

例子：一個幼兒拿起香蕉放近耳邊，扮作打電話。 
 

1.8 課程的介紹 
本課程分為「情緒」、「知識/想法」和「假想遊戲」三個部分，每一個部分分為五級，

程度由低至高。除了課業的內容外，每一級還設有： 
 評估及設立教學基線的方法； 
 教學所需材料說明； 
 教授程序舉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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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的內容 

 
 

情緒 知識/想法 假想遊戲 

第一級 從相片辨認面部表情 
(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 

簡單的視覺角度練習 感官肌能性 

第二級 從簡單的繪圖辨認面部表情 
(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 

複雜的視覺角度練習 功能性初期 

第三級 辨認與處境有關的感受 
(開心/不開心) 

「所看構成所知」練習 
(個人/他人) 

功能性定型 

第四級 辨認與願望有關的感受 
(開心/不開心) 

對的想法與行為的關係 
練習 

假想性初期 

第五級 辨認與想法有關的感受 
(開心/不開心) 

錯誤想法練習 假想性定型 

 

1.8.1 情緒 

第一級：從相片辨認面部表情 (共十六幅相片) 
第二級：從簡單的繪圖辨認面部表情 (共十六幅圖片) 
第三級：辨認與處境有關的感受 (共四十八組圖畫) 
第四級：辨認與願望有關的感受 (分開心、不開心兩類，每類二十四組圖畫，共四十

八組圖畫。) 
第五級：辨認與想法有關的感受 (分對的想法/願望得到滿足、對的想法/願望得不到滿

足、錯的想法/願望得到滿足、錯的想法/願望得不到滿足四類，每類十二組

圖畫，共四十八組圖畫。) 
 

1.8.2 知識/想法 

第一級：用多組圖畫卡，進行簡單的視覺角度練習 
第二級：用多幅圖畫卡，進行複雜的視覺角度練習 
第三級：用一個洋娃娃或玩偶及多個容器、不同體積或顏色的小物件，進行個人及他

人「所看構成所知」練習 

  第一章：課程簡介  



  

 9 

 
 

第四級：用一座玩具屋、洋娃娃或玩偶、玩具家具、小物件，進行對的想法 (符合實 
際情況) 與行為的關係練習  

第五級：運用與第四級相同的材料，進行錯誤想法 (不符合實際情況，包括意料不到

的位置轉移、意料不到的內藏物件) 練習 
 
(以上練習的多寡可由教師自行決定。) 

 

1.8.3 假想遊戲 

第一級：感官肌能性 
兒童只會拍打、揮舞、吸吮玩具，或把它排列成一行，或按體積或顏色分類，

做出一些刻板、重複性的動作。 
第二級：功能性初期 

兒童用一般方法把玩玩具，當中並沒有假想成分，例如把杯子放在碟子上、

把玩具車推來推去。評估的指標是兒童在十分鐘記錄時間內，有一或兩次這

樣的行為。 
第三級：功能性定型 

評估的指標是兒童在十分鐘記錄時間內， 少有三次功能性初期的行為。 
第四級：(1) 假想性初期，包括： 

(i) 物件替代：以一個物件代替另一個物件，例如兒童把積木當作汽

車。 
(ii) 賦予物件虛假性質，例如兒童揩拭洋娃娃的面孔，假裝它髒了。 
(iii) 運用想像的物件/設計想像的情景，例如：拿著空的杯子喝茶、將

玩具車擺放如一宗交通意外等。 
評估的指標是兒童在十分鐘記錄時間內，有一或兩次這樣自發性的行為。 
(2) 真實與假扮的分辨 

教師作出一個假裝的行為，問學童他是真的在做，還是在假扮。  
第五級：假想性定型 

評估的指標是兒童在十分鐘記錄時間內，自發地 少有三次假想性初期的行 
為。 
 

這種五級分法乃遵照一般兒童的想法理解發展階段而訂定 (Wellman, 

1990)，所用的材料須盡量迎合學童的喜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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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課程的原則 
 教師教授時，須將內容分成多個小步驟，複雜的技巧可因而逐步學曉； 
 一般兒童的發展階段能顯示自閉症兒童學習某些技巧的速度，一些發展階段早

期的技巧應比後期的學得更快； 
 教學方法的運用須顧及學童身處的環境、興趣和技能，並盡量在自然的環境中

進行； 
 獎勵的方法須清晰有序，同時適當地運用外在獎勵 (稱讚) 與內在獎勵 (令學

童從學習中取得樂趣或成功感)； 
 主張「無誤學習」(盡量減少出錯的機會)； 
 課程的重點應放於原則概念，而不是簡單地直接教授個別行為，使學童所學能

類化至其他場合。 
 

1.10 教學對象 
教學對象是五至十三歲的學童，他們須具有五歲的語言理解能力 (因一般四歲兒童在

這時候，已清楚地顯示出擁有「想法解讀」的能力)。 
 

1.11 運用課程的要點 
在課程的每個階段，學童的合作必須予以表揚。此外，有助學童完成學習課業的因

素還包括： 
 每一節課均由學童熟習的活動開始； 
 有趣的教學材料； 
 教師積極投入的態度； 
 正確答案得到表揚或獎勵； 
 教師經常給予回饋和協助，絕不讓學童胡亂去做，如有錯誤，馬上提示正確答

案； 
 每一節課完結時給予額外獎勵 (讓學童做一些他喜歡做的事，這些事情不一定

與課程有關。)； 
 獎勵必須要投學童所「好」，有時可能是讓他獨處、或從事他有專注興趣的活動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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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教學指引 

除上述的課程運用要點外，以下是一些實際教學經驗的總結：  

 上課的師生比例宜一對一，教師則可較易監控課程的進度。 

 教學的環境要清靜，沒有外界的干擾，以免學童的注意力受到影響。 

 教學的地點也要固定，方能令學童安心地上課。如須轉換地點，則及早通知學

童，讓他有足夠的心理準備。 

 上課前，將每節課準備教的內容，如問題、圖畫、卡片抽起疊好，以免桌面有

太多材料，令學童的注意力分散。 

 本課程屬於密集式，教師教學時一方面要保持輕鬆自然的氣氛，方能配合課程

的旨意；另方面也要留意課室節奏的緊湊性，使到學童的注意力不致散渙。 

 教授「情緒」部分的時候，教師須加強語氣和情緒的表達，輔以表情或身體語

言，描繪處境時也可加少許枝節，以協助學童了解，但教學語言須清晰簡單，

保持前後一致，並跟隨課程提供的提問模式。此外，也要留意避免運用學童不

明白的用語，如比喻、成語等，所以較理想的做法是先行備課，考慮如何加進

戲劇效果，和運用適當的語言，令學童充分感受到教師要傳遞的情緒訊息。 

 由於課程的內容經常提供了一定的提問模式，使學童也許會不願思考，只是依

據慣例來回答，所以教師提問時要經常改變語序、句序和將不同答案的問題摻

雜來教。 

 本課程的 主要目的是教授「情緒」、「想法」、「假想」的概念，語言訓練只屬

次要，故無須要求學童運用完整句子作答，以免課程囿於語言學習而停滯或變

得沉悶。 

 本課程要教授的一個主要概念是「他人有不同的想法」，所以在教授「情緒」

部分時，不應以學童代入故事中的人物身分，這無助學童學習「他人」的概念，

也可能因為人物的愛好和習慣跟他不同，而令他感到混淆。 

 此外，由於故事中人物的願望或者感到開心的事可能與學童個人的愛好非常不

同，教師必須強調這些是人物的願望或愛好，令到學童挑選答案有所依據，這

也有助他理解「他人可以有不同想法」的概念。 

 「情緒」部分有很多故事描繪同一個主角在差不多的處境中不同的愛好，如教

師希望突顯人物的不同感受，而故意將這些故事編排一起教授，則需要加添更

多故事的枝節，如不同的時態等，方能令學童容易明白人物愛好的轉變。 

 「情緒」部分的第三級，「不開心」、「害怕」、「憤怒」的三組問題，也許有兩

個答案，須視乎教師的表達方式，也視乎學童本身的經歷，教師可自行決定學

童的解釋是否合理來評分。 

 課程的內容，尤其是「情緒」部分，可能包含了學童從未體會的生活經驗，他

因此可能胡亂作答，教師須耐心地找出學童答錯的原因。 

 教授「情緒」部分第五級時，學童可能對於分辨願望和想法感到困難，故有關

部分的課程內容採用了某些特定的問答模式，以供教師參考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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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課程的局限 
我們為自閉症兒童訂立教學程序時，須採用很多不同的策略和方法，還要顧及他們個

別的技能、興趣和弱點，方能取得成效。要解除自閉症的基本障礙，沒有什麼簡單的

「處方」能夠一劑奏效。這個課程教導自閉症兒童「情緒」、「想法」和「假想」的三

個有關範疇，亦不能涵蓋自閉症徵狀的種種障礙。 
 
能理解他人的感受，並作出適當的反應，所牽涉的能力，不會單靠辨認相片或卡通面

孔的幾個簡單的表情就能做到。就處境而言，把它理解為開心、不開心、還是令人害

怕、或者憤怒，不能單看即時的情況，也要視乎當事人的過往經歷。再者，面部表情

也不一定能反映一個人的真正感受，譬如說，微笑可能是強裝出來的，用以遮掩內心

的悲傷或是肉體的痛楚。就算真的教曉了自閉症兒童去辨認一些明顯的感受，也不保

証他們能完全理解或處理自己的情緒反應，尤其是他們的感受可能與一般人有異。聖

誕聯歡會、生日會、學校假期，全都可能令自閉症兒童產生極大的焦慮，與一般兒童

的開心反應剛好相反。 
 
遊戲也是一樣，它包含的不單是適當地運用玩具的能力，一旦加入了其他兒童，在與

朋輩相處方面，經已需要很多不同層次的社交和認知技巧。 
 
以上所說的種種複雜情況，並非拿一些現成的教材來教導學童就可以令他們明白，如

果學童的能力到達了較高層次，教師需要為他度身訂造一套較深入的教學方法。可是，

在學習這些技巧的早期階段，簡單的材料和教學方法能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個課

程，正是為了那些處於理解「想法」、「情緒」、「假想」初階的兒童或青少年而訂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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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情緒 

 

2.1 第一級：從相片辨認面部表情 

表情是情緒的外在線索，所以這部分首先教導學童從相片中辨認開心、不開心、害怕、

憤怒四種面部表情。 
 
 

材料 

 
材料方面，包括四幅流露開心、不開心、害怕、憤怒四種面部表情的人物相片，及十

二張有類似表情的相片，供學童配對使用。 
 
 
 
 
 
 
 

     開心                不開心             害怕                憤怒 
 
 

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教師向學童出示上述的四幅相片，並口述四種表情之一，然後請學童指向相片作答或

口頭作答。 
 
教師 ：現在讓我們看看一些人的相片，這些人的面孔可以告訴我們他們的感受。 
感受題：你能指出哪張臉是開心/不開心/害怕/憤怒的表情嗎？ 
提示 ：那個開心/不開心/害怕/憤怒的人在哪兒？ 

 
如學童不能辨認四種表情中任何一種，就從這級開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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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程序 

 
教師先將自己用的整套相片放在桌子上，跟著說出每張相片的表情感受，讓學童逐一

辨認相片中的四種表情，然後請學童將派給他的相片和桌子上的相片配對。 
 

教師：我將四幅相片放在這裏。這些人的表情有開心、有不開心、有的害怕、有的憤 
怒。現在，我再給你看另一些相片，哪張臉和這些人的表情是一樣的呢？你能 
配對嗎？這張臉很害怕，該放在哪個人的相片上呢？ 

 
學童答錯時的講解： 
一個人害怕的時候，他的眼睛會睜大、眉毛升高，嘴巴也會張開想呼喊，有時甚至面

容扭曲，整個人呆了，不知怎做才好。 

 
由於教師首先示範了活動的程序，即把相片放在桌子上，跟著說出每張相片的表情感

受，學童應較易完成這項學習活動。如學童做錯了，教師須馬上告訴他正確的答案。 
 
 

2.2 第二級：從簡單的繪圖辨認面部表情 
學童可以從人物相片辨認表情後，跟著教導他從較抽象的卡通面孔中辨認開心、不開

心、害怕和憤怒四種面部表情，方法同上。 
 
 
 
 
 
 
 
     開心               不開心               害怕                憤怒 
 
 

材料 

 
材料方面，包括四張流露開心、不開心、害怕、憤怒四種表情的卡通面孔圖片，及學

童配對使用的十二張有類似表情的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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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教師向學童出示上述的四幅卡通面孔圖片。 
 
教師 ：現在讓我們看看一些卡通面孔，它們可以告訴我們別人的感受。 
感受題 ：你能指出哪個是開心/不開心/害怕/憤怒的表情嗎？  

 
如學童不能辨認四種表情中任何一種，就從這級開始教授。 
 
 

教授程序 

 
教師先將自己用的整套圖片放在桌子上，跟著說出每張圖片的表情感受，讓學童逐一

辨認圖片中的四種表情，然後請學童將派給他的圖片和桌子上的圖片配對。 
 

教師：我將四幅圖片放在這裏。它們的表情有開心、有不開心、有的害怕、有的憤怒。 
      現在，我再給你看看另一些圖片，哪張面孔和這個表情是一樣的呢？你能配對 

嗎？這張面孔很憤怒，該放在哪張圖片上呢？ 
 
學童答錯時的講解： 
一個人憤怒的時候，眼睛瞪著對方，眼神像要傷害人。他的眉毛也會豎起，嘴巴用力

閉著或者咬牙切齒。 

 
由於教師首先示範了活動的程序，即把圖片放在桌子上，跟著說出每張圖片的表情感

受，學童應較易完成這項學習活動。如學童做錯了，教師須馬上告訴他正確的答案。 
 
 

2.3 第三級：辨認與處境有關的感受 
經過學習情緒的外在表現後，這部分重點在教導學童感受可以因外在環境而引發，例

如在某個處境中，因意外瀕臨所產生的恐懼感。在這部分，學童知道圖中處境所蘊含

的情緒後，應能推斷圖中人物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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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 

 
材料方面，有上述一組四幅的卡通面孔圖片和四十八組圖畫 (每種感受均有十二組圖

畫)：編號為 ES1 - 48。學童先要理解圖中處境所描繪的人物關係和蘊含的情緒，從而

推斷圖中人物的情緒反應。這些處境引發開心、不開心、害怕和憤怒四種感受。答案

有時不止一個，教師可自行判定學童的答案是否合理來評分。 
 

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教師從四種感受中各揀取一個故事 (共四個) 進行測試，程序如下： 
 
圖 ES11：令人害怕的處境 
處境：莉莉住的大廈發生火警。 
(教師出示圖畫。) 
教師：大廈起火了，莉莉連忙走到窗口，等待消防員爬上來救她。 
感受題：莉莉在窗邊等候的期間，會感到怎樣？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 

害怕呢？ 
(教師逐一指向卡通面孔。) 
(學童口頭作答或指向一張卡通面孔作答。) 
教師：看，莉莉很害怕啊！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害怕呢？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如學童在沒有提示下，答錯了四種感受中任何一條感受題或解釋題，就從這級開始教

授。 

教授程序 

    
程序與上述例子相同，每種感受均有十二組圖畫，共四十八組。 
教師向學童出示圖畫，並解釋圖中發生的事情，跟著問學童圖中人物的感受，同時提

示可能會有的四種反應，(如：他會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然後鼓勵學

童口頭作答或指向卡通面孔作答。 
 
如學童答對了感受題，教師應獎勵或稱讚他，及問他為什麼會有該種感受，以加強他

的理解。如他答錯了，教師須立即告訴他正確的答案和解釋原因。教師可以說：「讓我

們看看莉莉的反應，看，她很害怕啊！」 並同時向他解釋，如：「因為火快要燒到她

的家了，她怕被火燒死，所以很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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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子： 
圖 ES22：令人開心的處境 
處境：國安去看馬戲，看到了小丑的表演。 
(教師向學童出示圖畫。)  
教師：看！國安去看馬戲，小丑的表演很有趣，很逗人笑。 
感受題：國安看到了小丑滑稽的表演，會感到怎樣？ 
(教師逐一指向卡通面孔) 
提示：他會感到不開心、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教師須不時轉換語序。) 
(學童口頭作答或指向一張卡通面孔作答。) 
教師：看，國安很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國安會感到開心呢？ 
 
學童答錯感受題時的教授程序： 
感受題：讓我們看看國安的感受。 
看！他很開心。(指向圖中國安的臉。) 
他開心是因為看到了小丑。(指向小丑。) 
國安感到開心是因為他去看馬戲，看到了小丑滑稽的表演。(指向國安。) 
一個人做一件好玩的事，就會感到開心。 

 
 

這一部分須教授的原則概念 

 
不管學童答對與否，教師須經常告訴他一些引發不同感受的原則： 
 

如有人送一些好東西給你/如你做一件好玩的事，你會很開心。 

如你見到一些恐怖的事，你會害怕，想跑開或躲起來。 

如有些不好的事意外地發生了/如熟人離去之類，你會不開心。 

如有人故意對你不好，你會感到憤怒。 

 

   第二章：情緒  



  

 18 

 

ES1-12：令人害怕的處境 

 
教師向學童描述圖畫的內容，請他口頭作答或指向卡通面孔作答。 
 
圖 ES1：國雄在路上走著的時候，聽到背後傳來很嘈吵的狗吠聲，原來有隻大狗 

正在追趕過來，他便馬上跑開。 
感受題：被大狗追趕，國雄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國雄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2：在郊野公園裏，民光正準備吃三文治，看見有條大蛇向著他爬過來。 
感受題：民光見到大蛇快要爬到他的腳邊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害怕、開心、不開心、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民光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3：小靜到廚房拿水喝，看見桌上有隻老鼠，便馬上跑開。 
感受題：小靜躲避老鼠的時候，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小靜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在課室內，小珊看見一隻大蜘蛛爬過來，就連忙站到椅子上。 
感受題：小珊看見大蜘蛛爬過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小珊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5：民健睡覺的時候，望見牆上的影子，覺得它好像一隻怪獸。 
感受題：民健看見牆上巨大的影子，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害怕、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民健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6：碧琪一個人在樹林裏玩，怎知迷了路，而天卻快要黑了。 
感受題：碧琪發現自己在樹林裏迷了路，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害怕、不開心、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碧琪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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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S7：媽媽帶加加到超級市場買東西，加加竟到處亂跑，後來與媽媽失散了。 
感受題：加加發現媽媽不見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害怕、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加加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8：美玲回到家裏，屋子裏沒有人，燈也未開，暗得很。 
感受題：美玲見到屋子裏沒有人，又暗得很，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害怕、開心、不開心、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美玲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9：麗珍爬到樹上，卻不知道該怎樣爬下來，她支持不住，快要掉下來了。 
感受題：麗珍蹲在樹上，不知道怎樣爬下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憤怒、害怕、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麗珍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10：小波獨個兒過馬路，怎知有輛大貨車向著他衝過來。 
感受題：小波看見大貨車衝向自己，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害怕、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小波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11：大廈起火了，莉莉連忙走到窗口，等待消防員爬上來救她。 
感受題：莉莉在窗邊等候的期間，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莉莉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12：美珍乘坐的車子忽然壞了，卡在路軌上，不巧一列輕鐵正好駛過來。 
感受題：美珍看見輕鐵向著自己乘坐的車子駛過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美珍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ES13-24：令人開心的處境 

 
圖 ES13：下午茶的時候，爸爸給了麗麗很多小蛋糕吃。 
感受題：麗麗看見很多小蛋糕，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麗麗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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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S14：柏森的媽媽買了一大盒水彩給他畫畫。 
感受題：柏森收到一大盒水彩，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柏森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15：美美收到祖母送的生日禮物，是一隻玩具熊。 
感受題：美美打開盒子，看見玩具熊，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憤怒、開心、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美美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16：志高的爸爸知道他喜歡吃朱古力雪糕，所以買了一個甜筒給他。 
感受題：志高看見爸爸買了一個朱古力甜筒給他，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害怕、開心、不開心、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志高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17：小權的哥哥知道他喜歡模型飛機，挑選了一架模型飛機送給他。 
感受題：小權收到模型飛機的時候，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小權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18：淑貞的姊姊知道她愛花，所以送了一幅畫有鮮花的圖畫給她。 
感受題：淑貞收到鮮花圖畫的時候，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憤怒、害怕、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淑貞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19：貞貞 喜歡在公園盪鞦韆，但自己盪不高，於是小莉在背後推她，幫她盪 

得更高。 
感受題：貞貞盪著鞦韆的時候，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憤怒、開心、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貞貞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20：小芬和月麗一起慶祝生日。 
感受題：在生日會中，小芬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憤怒、開心、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 
解釋題：為什麼小芬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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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S21：國民正想去超級市場，剛好媽媽叫他騎單車去超級市場買東西。 
感受題：國民到了超級市場後，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國民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22：國安去看馬戲，小丑的表演很有趣，很逗人笑。 
感受題：國安看到了小丑滑稽的表演，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國安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23：嘉琪在海邊玩，網到了一條大魚。 
感受題：嘉琪看見網上來的大魚，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憤怒、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嘉琪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24：家華到遊樂場玩，他 喜歡騎木馬。 
感受題：家華騎著木馬團團地轉，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害怕、開心、不開心、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家華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ES25-36：令人不開心的處境 

 
圖 ES25：綺雯到公園玩，很想盪鞦韆，卻看見鞦韆的繩子斷了，不能盪了。 
感受題：綺雯看見鞦韆的繩子斷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綺雯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26：瑪莉要騎三輪車，但三輪車的把手和座位都鬆脫了，不能再騎了。 
感受題：瑪莉看見三輪車壞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瑪莉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27：家俊跌倒時，把玩具車也摔壞了。 
感受題：家俊看見玩具車摔壞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憤怒、開心、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家俊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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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S28：小華不小心丟了拿著的果汁，玻璃杯子也摔破了。 
感受題：小華打破了杯子、弄瀉了果汁，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害怕、開心、不開心、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小華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29：秀明的爸爸要到外地工作，秀明好一段日子會見不到爸爸了。 
感受題：秀明看見爸爸出門工作，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秀明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30：明民病了，不能和媽媽上街買東西。 
感受題：明民被逼留在家中、躺在床上休息，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憤怒、害怕、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明民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31：祖父不能陪小強，他要返回自己的家了。 
感受題：小強看見祖父要走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小強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32：安宜第一天上學，上課時候到了，媽媽要離開了。 
感受題：安宜看見媽媽要走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憤怒、害怕、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安宜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33：媽媽剛買給莎莉的大汽球，被風吹走了。 
感受題：莎莉看見汽球飄走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憤怒、開心、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莎莉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34：波浪把玉芳辛苦地用沙堆成的堡壘沖走了。 
感受題：玉芳看見沙堆的堡壘坍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玉芳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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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S35：法光拿著畫好的圖畫回家，竟遇上大雨把畫淋濕了。 
感受題：法光看見圖畫的顏色化開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法光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36：小濤帶狗兒散步，狗兒掙脫了帶子，自己跑掉了。 
感受題：小濤看見狗兒不理他，自己跑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害怕、開心、不開心、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小濤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ES37-48：令人憤怒的處境 

 
圖 ES37：惠珍畫好了圖畫，正準備交給老師，小文卻故意把它塗花了。 
感受題：惠珍被小文塗花了她畫好的圖畫，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惠珍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38：慧嫻砌得高高的積木，被美蘭走過來一手推倒了。 
感受題：慧嫻砌的積木模型被美蘭推倒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憤怒、開心、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慧嫻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39：大衛拿著玩具劍來練習劍術，綺莉卻把他的劍大力地踢斷了。 
感受題：大衛看見綺莉連續地踢自己的玩具劍，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害怕、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大衛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0：成德發脾氣，把小駒的玩具車連踏數次，把它弄破了。 
感受題：小駒看見成德用力地踏自已的玩具車，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憤怒、開心、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小駒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1：信敏搶了偉明的波板糖，他怎樣也不能討回來。 
感受題：偉明正在吃的波板糖給信敏搶了，她還將糖舉高使他拿不回來，偉明會感到 

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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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偉明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2：小標搶了加明的皮球，不讓他玩，他怎樣也不能討回來。 
感受題：加明正在拍的皮球給小標搶了，加明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憤怒、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加明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3：健儀搶了寶婷的玩具熊，然後拿著它跑開了。 
感受題：寶婷被健儀一手搶走她的玩具熊，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憤怒、開心、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寶婷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4：淑儀用心地畫畫，卻被嘉倫搶了她的筆，她不能繼續畫了。 
感受題：淑儀正在用的筆給嘉倫搶了，淑儀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害怕、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淑儀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5：快到終點的時候，小立推跌建豪，害他在賽跑中輸了。 
感受題： 建豪已差不多跑到終點，卻被小立推跌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 建豪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6：上課的時候到了，國泰擋著門口，不准愛麗進入課室。 
感受題：愛麗被國泰阻攔，不能進入課室，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憤怒、不開心、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愛麗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7：學華砌積木，玩得很開心，但是媽媽說：「不要玩了，上床睡覺的時間到了。」 
感受題：媽媽不准學華繼續玩，他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害怕、還是憤怒呢？ 
解釋題：為什麼學華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圖 ES48：外面下著大雨，麗莎要到公園玩，被媽媽罵了一頓。 
感受題：麗莎給媽媽制止到外面玩，還被她罵了一頓，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還是害怕呢？ 
解釋題：為什麼麗莎會感到開心/不開心/憤怒/害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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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第四級：辨認與願望有關的感受 

從外在的環境因素，學童進一步學習一些內在因素也會引發感受。這一部分教導學童

開心或不開心的感受，會因為個人內在的願望得到滿足與否而引發。學童應可憑此來

判斷圖中人物的感受。 
 
 

材料 

 
材料方面，由兩張卡通面孔圖片 (開心和不開心) 和四十八組處境圖畫：編號為

EDA1-24 和 EDB1 - 24 組成。學童先要理解圖中處境所描繪的人物關係和蘊含的情

緒，從而推斷人物應有開心或不開心的反應。 
 
 

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從 EDA 組 (開心)、EDB 組 (不開心) 中各揀取兩個故事進行測試，程序如下： 
 
圖 EDA16 ：願望得到滿足 
這是麗麗，她有點兒餓，希望在下午茶時候吃小蛋糕。到了下午茶的時候，麗麗的爸

爸真的給了她很多小蛋糕吃。 
圖一：這幅圖告訴我們麗麗的願望，她希望在下午茶時候吃小蛋糕。 
圖二：下午茶的時候，麗麗的爸爸回來了，真的給了她很多小蛋糕吃。 
願望題：麗麗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麗麗要吃的東西。 (教師指著圖一內的小願望圖。) 

麗麗希望吃什麼呢？ 
感受題：麗麗看見小蛋糕時，感到怎樣？你可以挑選一張卡通面孔告訴我嗎？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教師逐一指向兩張卡通面孔，提示時教師須不時轉換「開心」和「不開心」的語序。) 
如學童不回答或答錯了，教師 (顯示答案)：看！麗麗很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麗麗會感到開心呢？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如學童在揀取的四個故事中答錯了其中一個，就從這級開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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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程序 

 
教師首先向學童解釋第一幅圖畫 (圖一) 的內容 (圖中人物的願望)，然後描述第二幅

圖畫 (圖二) 出現的結果 (實際發生的事)。 
 
教師跟著問圖中人物要什麼，他感到怎樣，提示學童從「開心」或「不開心」兩個答

案中挑選，然後讓學童作答。教師隨而顯示圖畫背頁的答案。 
 
如學童答對了感受題，教師應獎勵或稱讚他，問他為什麼圖中人物會感到「開心」或

「不開心」，以增強他的理解。如他答錯了，教師須立即告訴他正確的答案，並解釋原

因。 
 

例子： 
圖 EDB7：願望得不到滿足 
這是繼恩，他剛開始搜集貝殼。 
圖一：這幅圖告訴我們繼恩的願望，今天他希望去海灘拾貝殼和游泳。 
圖二：姊姊帶繼恩去泳池游泳。 
願望題：繼恩希望去哪裏？ 
提示：這幅圖告訴你繼恩要去的地方。(教師指著圖一內的小願望圖。) 
感受題：繼恩到了泳池後，感到怎樣？ 
提示：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教師逐一指向卡通面孔。) 
繼恩會感到怎樣？ 
(學童口頭作答或指向一張卡通面孔作答。) 
看，繼恩感到不開心。(教師顯示答案。)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不開心呢？ 
 
學童答錯感受題時的教授程序： 
讓我們看看繼恩的感受。 
看！他不開心。(指向圖中繼恩的臉。) 
他不開心是因為他希望去海灘玩。(指向海灘。) 
但姊姊帶了他去泳池游泳。(指向繼恩。) 
一個人得不到想要的東西，就會感到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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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部分須教授的原則概念 

 
不管學童答對與否，教師要經常告訴他下面的原則： 
 

你想要的東西得到了，你會感到開心。 

你想要的東西得不到，你會感到不開心。 

 

EDA1-24：與願望有關的開心感受 

 
教師先向學童說明圖中人物的願望 (圖一)，然後說出結果 (圖二)。教師須肯定學童明

白圖中人物的願望，方才問他感受題，學童可口頭作答或指向卡通面孔作答。 
 
圖 EDA1：這是志力，他和爸爸準備去圖書館。 
圖一願望：這幅圖畫告訴我們志力的願望，志力希望乘坐地鐵。 
圖二結果：志力和爸爸往乘地鐵去。 
 
願望題：志力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力想做的事。 
感受題：志力上地鐵列車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2：這是翠兒，她喜歡在晚飯後吃水果。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的願望，翠兒希望晚飯後吃蘋果。 
圖二結果：媽媽給了翠兒一個蘋果。 
 
願望題：翠兒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翠兒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翠兒拿著蘋果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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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DA3：這是偉圖，早餐時他喜歡喝點熱的東西。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的願望，偉圖希望喝熱朱古力。 
圖二結果：爸爸給偉圖弄了一杯熱朱古力。 
 
願望題：偉圖希望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偉圖要喝的東西。 
感受題：偉圖有熱朱古力喝，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4：這是國偉，他去海洋公園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偉的願望，國偉希望去海洋公園看海豚表演。 
圖二結果：國偉看到了海豚的表演。 
 
願望題：國偉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偉想做的事。 
感受題：國偉看到了海豚的表演，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5：這是志成，他在街上看見一種新的糖果。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志成的願望，志成希望吃這種糖。 
圖二結果：媽媽買了一包志成想要的糖果給他。 
 
願望題：志成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成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志成有他想要的糖果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6：這是健生，他和爸爸去公園。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健生的願望，健生希望玩模型船。 
圖二結果：健生和爸爸在公園玩模型船。 
 
願望題：健生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健生想做的事。 

  第二章：情緒  



  

 29 

感受題：健生可以玩模型船，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7：這是繼恩，每一個星期天他都會外出遊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繼恩的願望，繼恩希望去泳池游泳。 
圖二結果：姊姊帶繼恩去泳池游泳。 
 
願望題：繼恩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繼恩想做的事。 
感受題：繼恩可以去泳池游泳，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8：這是綺雯，她到郊外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綺雯的願望，綺雯希望放風箏。 
圖二結果：小蘭拿自已的風箏給綺雯放。 
 
願望題：綺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綺雯放風箏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9：這是如珍，她和媽媽上街。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如珍的願望，如珍希望去看狗兒。 
圖二結果：媽媽帶如珍去寵物店看狗兒。 
 
願望題：如珍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想做的事。 
感受題：如珍看見了狗兒，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10：這是蓓英，她有一件圓點雨衣。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蓓英的願望，蓓英希望有一把雨傘。 
圖二結果：媽媽買了一把雨傘給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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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蓓英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蓓英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蓓英拿著雨傘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11：這是永文，他喜歡汽車。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永文的願望，永文希望有一本關於汽車的書。 
圖二結果：永文的媽媽買了一本《汽車》雜誌給他。 
 
願望題：永文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永文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永文拿著《汽車》雜誌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12：這是保羅，他和姊姊到公園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保羅的願望，保羅希望玩滑梯。 
圖二結果：姊姊在背後推保羅，幫他從滑梯上滑下來。 
 
願望題：保羅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保羅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保羅從滑梯上滑下來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13：這是嘉琪，她在海邊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嘉琪的願望，嘉琪希望捉條大魚。 
圖二結果：嘉琪在海裏真的網到了一條大魚。 
 
願望題：嘉琪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嘉琪想做的事。 
感受題：嘉琪看見網上來的大魚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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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DA14：這是柏森，他喜歡畫畫。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柏森的願望，柏森希望有一盒水彩。 
圖二結果：媽媽買了一大盒水彩給柏森。 
 
願望題：柏森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柏森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柏森有了水彩，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15：這是家華，他到遊樂場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家華的願望，家華希望騎木馬。 
圖二結果：家華騎著木馬轉了一圈又一圈。 
 
願望題：家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家華要玩的遊戲。 
感受題：家華騎著木馬轉圈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16：這是麗麗，她有點兒餓了。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麗麗的願望，麗麗希望在下午茶時候吃小蛋糕。 
圖二結果：爸爸真的買了很多小蛋糕給麗麗吃。 
 
願望題：麗麗希望吃什麼？ 
提示：這幅圖告訴你麗麗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麗麗看見小蛋糕時，感到怎樣？ 
提示：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17：這是國安，他知道有著名的馬戲團來到香港演出。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安的願望，國安希望去看馬戲團的小丑表演。 
圖二結果：國安去了看馬戲團的小丑表演。 
 
願望題：國安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安想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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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題：國安看到了馬戲團的小丑表演，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18：這是志高，他有點餓了。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志高的願望，志高希望吃朱古力甜筒。 
圖二結果：爸爸買了一個朱古力甜筒給志高。 
 
願望題：志高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高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志高有朱古力甜筒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19：這是貞貞，她喜歡盪鞦韆，但不懂得盪高。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貞貞的願望，貞貞希望小莉從背後推她，讓她盪得更高。 
圖二結果：小莉從背後推貞貞，幫她盪鞦韆。 
 
願望題：貞貞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貞貞希望的事。 
感受題：貞貞被小莉推她盪鞦韆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20：這是小芬，今天是她的生日。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小芬的願望，小芬希望月麗來參加她的生日會。 
圖二結果：月麗和小芬慶祝生日。 
 
願望題：小芬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希望的事。 
感受題：月麗來到生日會和小芬慶祝生日，小芬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21：這是國民，他從電視廣告看到一種新的糖果。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國民的願望，國民希望去超級市場買這種糖果。 
圖二結果：媽媽剛好吩咐國民騎單車到超級市場替她買點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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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國民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民想做的事。 
感受題：國民騎單車到了超級市場後，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22：這是淑貞，她喜歡花。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淑貞的願望，淑貞希望有一幅畫有鮮花的圖畫。 
圖二結果：姊姊買了一幅畫有鮮花的圖畫給淑貞。 
 
願望題：淑貞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淑貞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淑貞拿著畫有鮮花的圖畫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23：這是小權，他喜歡砌模型。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小權的願望，小權希望有一架模型飛機。 
圖二結果：哥哥買了一架模型飛機送給小權。 
 
願望題：小權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小權拿著模型飛機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A24：這是美美，她的九歲生日到了。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美美的願望，美美希望收到一隻玩具熊禮物。 
圖二結果：祖母送了一隻玩具熊給美美，作為生日禮物。 
 
願望題：美美希望收到什麼禮物？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美美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美美打開盒子，看見玩具熊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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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B1-24：與願望有關的不開心感受 

 
圖 EDB1：這是志力，他喜歡汽車。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志力的願望，志力希望乘坐的士。 
圖二結果：志力和爸爸往乘地鐵去。 
 
願望題：志力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力想做的事。 
感受題：志力上地鐵列車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2：這是翠兒，她有點兒餓。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的願望，翠兒希望吃香蕉。 
圖二結果：媽媽給了翠兒一個蘋果。 
 
願望題：翠兒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翠兒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翠兒拿著蘋果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3：這是偉圖，他很口渴。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的願望，偉圖希望喝橙汁。 
圖二結果：爸爸給偉圖弄了一杯熱朱古力。 
 
願望題：偉圖希望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偉圖要喝的東西。 
感受題：偉圖喝著熱朱古力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4：這是國偉，他去海洋公園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偉的願望，國偉希望去海族館看鯊魚。 
圖二結果：海族館休息了，國偉去了看海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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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國偉希望看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偉要看的東西。 
感受題：國偉在看海豚表演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5：這是志成，他和媽媽去買零食。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志成的願望，志成希望吃薯片。 
圖二結果：媽媽買了一包糖果給志成。 
 
願望題：志成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成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志成看見糖果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6：這是健生，他和爸爸去公園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健生的願望，今天健生希望去公園餵鴨子。 
圖二結果：健生和爸爸去了玩模型船。 
 
願望題：健生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健生想做的事。 
感受題：健生玩模型船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7：這是繼恩，他剛開始搜集貝殼。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繼恩的願望，今天繼恩希望去海灘拾貝殼和游泳。 
圖二結果：姊姊帶繼恩去泳池游泳。 
 
願望題：繼恩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繼恩要去的地方。 
感受題：繼恩到了泳池後，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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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DB8：這是綺雯，她到公園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綺雯的願望，綺雯希望盪鞦韆。 
圖二結果：小蘭要去洗手間，請綺雯幫她拿著風箏一會兒。 
 
願望題：綺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綺雯拿著風箏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9：這是如珍，她覺得芭蕾舞很美。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如珍的願望，如珍希望參加芭蕾舞班。 
圖二結果：媽媽帶如珍去參加游泳班。 
 
願望題：如珍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想做的事。 
感受題：如珍到了泳池後，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10：這是蓓英，她有一件圓點雨衣。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蓓英的願望，蓓英希望有一頂和雨衣相襯的雨帽。 
圖二結果：媽媽買了一把雨傘給蓓英。 
 
願望題：蓓英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蓓英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蓓英拿著雨傘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11：這是永文，他 新的愛好是火車。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永文的願望，永文希望有一本關於火車的書。 
圖二結果：永文的媽媽買了一本《汽車》雜誌給他。 
 
願望題：永文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永文想要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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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題：永文拿著這本《汽車》雜誌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12：這是保羅，他和姊姊到公園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保羅希望做的事，保羅覺得公園周圍的環境很優美，想坐 

在滑梯的頂部看風景。 
圖二結果：姊姊在背後推保羅，使他從滑梯上滑下來。 
 
願望題：保羅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保羅希望做的事。 
感受題：保羅從滑梯上滑下來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13：這是嘉琪，她和家人到養蝦場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嘉琪的願望，嘉琪希望網到一隻大蝦。 
圖二結果：嘉琪網到了一條魚。 
 
願望題：嘉琪希望網到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嘉琪希望網到的東西。 
感受題：嘉琪看見網上來的魚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14：這是柏森，他約了朋友一起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柏森的願望，柏森希望有一部四驅車。 
圖二結果：媽媽買了一大盒水彩給柏森，叫他好好兒畫畫。 
 
願望題：柏森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柏森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柏森拿著水彩畫畫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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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DB15：這是家華，他到遊樂場玩耍，剛騎過木馬。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家華的願望，家華希望玩摩天輪。 
圖二結果：排隊玩摩天輪的人太多了，家華騎著木馬轉了一圈又一圈。 
 
願望題：家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家華要玩的遊戲。 
感受題：家華騎著木馬轉圈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16：這是麗麗，茶點的時候到了，她不覺得餓，只想吃零食。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麗麗的願望，麗麗希望吃 喱。 
圖二結果：爸爸買了很多小蛋糕給麗麗吃。 
 
願望題：麗麗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麗麗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麗麗看見小蛋糕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17：這是國安，他知道有著名的馬戲團來到香港演出。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安的願望，國安希望去看獅子表演。 
圖二結果：馬戲團的獅子病了，國安去了看小丑表演。 
 
願望題：國安希望看什麼表演？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安要看的表演。 
感受題：國安在看馬戲團的小丑表演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18：這是志高，他 近愛上了雲呢拿雪糕。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志高的願望，志高希望吃雲呢拿甜筒。 
圖二結果：爸爸買了一個朱古力甜筒給志高。 
 
願望題：志高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高要吃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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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題：志高拿著朱古力甜筒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19：這是貞貞，她和小莉在公園玩。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貞貞的願望，貞貞希望玩搖搖板。 
圖二結果：小莉不喜歡玩搖搖板，她喜歡推貞貞盪鞦韆。 
 
願望題：貞貞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貞貞要玩的遊戲。 
感受題：貞貞被小莉推她盪鞦韆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20：這是小芬，她和月麗 近鬧翻了。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小芬的願望，小芬希望月麗留在家中，不要來她的生日會。 
圖二結果：月麗來慶祝小芬的生日。 
 
願望題：小芬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希望的事。 
感受題：小芬看見月麗來參加她的生日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21：這是國民，他剛做完了功課。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國民的願望，國民希望去公園玩滑梯。 
圖二結果：媽媽吩咐國民騎單車到超級市場替她買菜。 
 
願望題：國民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民想做的事。 
感受題：國民去到超級市場後，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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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DB22：這是淑貞，她 近養了一隻小花貓。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淑貞的願望，淑貞希望有一幅畫有小貓的圖畫。 
圖二結果：姊姊買了一幅畫有鮮花的圖畫給淑貞。 
 
願望題：淑貞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淑貞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淑貞看見畫有鮮花的圖畫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23：這是小權，他 新的愛好是模型火車。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小權的願望，小權希望有一列模型火車。 
圖二結果：哥哥送了一架模型飛機給小權。 
 
願望題：小權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小權拿著模型飛機時，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DB24：這是美美，她的十歲生日到了。 
圖一願望：這幅圖告訴我們美美希望收到的禮物，美美希望收到一個洋娃娃。 
圖二結果：祖母送了一隻玩具熊給美美，作為生日禮物。 
 
願望題：美美希望收到什麼禮物？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美美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美美打開禮物盒子，看見玩具熊時，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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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第五級：辨認與想法有關的感受 
從簡單的內在願望，學童進一步學習單是想法也會觸發感受。這部分教導學童開心或

不開心的感受可以來自想法，儘管這個想法也許與實際情況不符。首先，教師告訴學

童實際出現的情況 (圖一)，然後讓他看一組顯示人物的願望和想法的圖畫 (圖二)，學

童要循圖中人物的角度，來推斷人物認為他的願望得到滿足與否所會引發開心或不開

心的感受， 後學童須憑人物的的願望是否與想法相符來推斷他應有的情緒反應 (圖
三)。 
 
 

材料及評估程序 

 
材料方面，用一組 (共三幅) 圖畫描繪一個與想法有關的小故事。圖一顯示實際情 ，

圖二顯示圖中人物的願望和想法 (以小插圖表達)，圖三顯示結果，一共有四十八組圖

畫：編號為 EBA1 - 12，EBB1 - 12，EBC1 - 12，EBD1 - 12。 
圖二及圖三的人物 初給學童看時是沒有表情的，學童須指向兩張卡通面孔 (開心/不
開心) 挑選其一作為答案，或口頭作答。 
學童需知道圖中處境所描繪的人際關係和蘊含的情緒，從而推斷人物的情緒反應。這

些處境可能令人「開心」、或是「不開心」，人物的反應隨著他的：  
(1) 想法；或  
(2) 願望是否與想法相符而引發。 
 
例子： 
1. 圖 EBA1：對的想法/願望得到滿足  
實際情況 (圖一) 願望 (圖二、左小) 想法 (圖二、右小) 結果 (圖三) 
麗麗的爸爸買了很

多小蛋糕。 
 
 
下午茶的時候，爸

爸給了麗麗很多小

蛋糕吃。 

麗麗希望下午茶時

候有小蛋糕吃。 
麗麗猜想 — 今天

下午茶時候有小蛋

糕吃。 
 
感受：開心 

麗麗會感到… 
 
 
 
結果：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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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圖 EBB5：對的想法/願望得不到滿足  
實際情況 (圖一) 願望 (圖二、左小) 想法 (圖二、右小) 結果 (圖三) 
綺雯的鞦韆繩子斷

了。 
 
 
綺雯不能盪鞦韆

了。 

綺雯希望盪鞦韆。 綺雯猜想 — 鞦韆

繩子斷了，不能盪

了。 
 
感受：不開心 

綺雯會感到… 
 
 
 
結果：不開心 

 
3. 圖 EBC5：錯的想法/願望得到滿足 
實際情況 (圖一) 願望 (圖二、左小) 想法 (圖二、右小) 結果 (圖三) 
永文的媽媽買了一

本《汽車》雜誌給

永文。 
 
 
 
永文的媽媽把《汽

車》雜誌給他。 

永文希望有一本關

於汽車的書。 
永文不知道媽媽買

了一本《汽車》雜

誌給他，他以為媽

媽買了一本關於火

車的書。 
 
感受：不開心 

永文會感到… 
 
 
 
 
 
結果：開心 

 
4. 圖 EBD5：錯的想法/願望得不到滿足  
實際情況 (圖一) 願望 (圖二、左小) 想法 (圖二、右小) 結果 (圖三) 
媽媽留了一個蘋果

給翠兒。 
 
 
媽媽把蘋果給翠

兒。 

翠兒希望吃香蕉。 翠兒不知道媽媽留

了蘋果給她，她以

為媽媽買了香蕉。 
 
感受：開心 

翠兒會感到… 
 
 
 
結果：不開心 

 
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這部分的故事要求學童對圖中人物的感受，作開心或不開心的推斷。 
 
學童須注意的是： 
在第一條感受題中，人物並不知道結果，他的情緒反應只是基於個人的願望和想法。 

在第二條感受題中，人物的情緒反應是由出現的結果所引發。 

想法有對、有錯；願望可能得到或得不到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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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BA 部分的十二個故事裏，人物的想法是對的，符合實際情況，同時願望也得

到滿足。 
 EBB 部分的十二個故事裏，人物的想法是對的，符合實際情況，但願望得不到

滿足。 
 EBC 部分的十二個故事裏，人物的想法是錯的，不符合實際情況，但是願望意

外地得到滿足。 
 EBD 部分的十二個故事裏，人物的想法是錯的，不符合實際情況，而願望也得

不到滿足。 
 
教師先向學童解釋實際情況 (圖一)，跟著顯示人物的願望和想法 (圖二)，學童須循人

物的願望和想法，從「開心」或「不開心」兩個反應選擇其一 (可口頭作答或指向卡

通面孔作答)，教師隨而顯示圖畫背頁的答案 (圖二 A 人物有表情的圖畫)，期間不要

讓學童看到圖三的答案。教師然後繼續敘述故事的結果 (圖三)，再讓學童選擇因結果

所引發「開心」或「不開心」的反應 (可口頭作答或指向卡通面孔作答)，繼而教師顯

示 後的答案 (圖三 A 人物有表情的圖畫)。 
測試學童時，從 EBA、EBB、EBC、EBD 四個部分中各揀取一個故事，解釋實際情 
況後，問學童：他想要什麼？他以為會拿到什麼？他會感到怎樣？為什麼他會感到開

心/不開心？程序如下： 
 
圖 EBC8：錯的想法/願望得到滿足 
圖一 
實際情況：月麗正準備參加小芬的生日會。 
 
圖二：讓我們來看看，小芬希望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小芬的願望。小芬希望月麗 

來參加她的生日會。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她在想什麼。小 
芬猜想 — 唉…月麗病了，在家裏休息，不能來參加我的生日會了。 
(教師逐一指向圖畫。) 

 
願望題：小芬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希望的事。(教師指著圖二內的小願望圖)。她希望什麼呢？

她希望… 
想法題：小芬以為月麗能來她的生日會嗎？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同時在想什麼。(教師指著圖二內的小想法圖)。她想什麼呢 

？她以為… 
想法感受題(1)：小芬希望月麗來參加她的生日會，但她以為月麗病了，在家裏休息，

不能來參加她的生日會了。這時小芬感到怎樣？你可以挑選一張卡通

面孔告訴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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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她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教師逐一指向兩張卡通面孔。) 
(學童作答。) 
教師  ：讓我們看看小芬的感受。看！小芬並不開心。 
解釋題(1)：為什麼小芬感到［學童答案］呢？ 
 
圖三  ： 
看！月麗病好了，來慶祝小芬的生日。 
願望題：小芬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希望的事。 
結果感受題(2) ：月麗來慶祝小芬的生日，小芬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教師逐一指向兩張卡通面孔。)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如學童在揀取了的四個故事中有一個答錯了，就從這級開始教授。 
 
 

教授程序 

 
程序與上述例子相同，教師逐一向學童展示圖畫內容 (人物的願望和想法等)，提示學

童回答圖中人物希望有什麼、同時猜想什麼和感到怎樣，並要求學童解釋答案。如學

童答對了感受題，教師應獎勵或稱讚他，問他為什麼圖中人物會感到「開心」 或「不

開心」，以增強他的理解。如他答錯了，教師要立即告訴他正確的答案，並解釋圖中人

物感到「開心」 或「不開心」 的原因。 
 

例子： 
圖 EBD2：錯的想法/願望得不到滿足 
圖一 
實際情況：小權的哥哥買了一架模型飛機送給他。 
 
圖二：讓我們來看看，小權希望有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小權的願望。小權希望有一 

列模型火車，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小權在想什麼。小權猜 
想 — 哈…哥哥會買一列模型火車給我。 
(教師逐一指向圖畫。) 

 
願望題：小權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希望有的東西。 (教師指著圖二內的小願望圖。) 他要什

麼呢？他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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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題：小權以為哥哥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同時在想什麼。(教師指著圖二內的小想法圖。) 他猜哥哥

會買什麼給他呢？他以為… 
想法感受題(1)：小權希望有一列模型火車，他也以為哥哥會買一列模型火車給他，這

時小權感到怎樣？請你挑選一張卡通面孔告訴我，行嗎？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教師逐一指向兩張卡通面孔。) 
教師  ：讓我們看看小權的感受。(教師顯示答案。) 看！小權很開心。 
解釋題(1)：為什麼他感到［學童答案］呢？ 
 
圖三  ：看！哥哥把模型飛機送給小權。 
願望題：小權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希望有的東西。 
結果感受題(2) ：小權收到模型飛機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教師逐一指向兩張卡通面孔。) 
 
學童答錯感受題時的教授程序： 
讓我們看看小權感到怎樣，看，他並不開心！(指向圖中小權的臉。) 因為他希望有一 
列模型火車，但結果是哥哥買了一架模型飛機送給他。 
一個人希望的事沒有發生，就會不開心。 

 
 

這一部分須教授的原則概念 

 
不管學童答對與否，教師要經常告訴他： 
 

你希望的事真的發生了，你會感到開心。 

你想做的事不能做到，你會感到不開心。 

即使你收不到想要的東西，但當你以為會收到時，你也感到開心。 

即使你會收到想要的東西，但當你以為不會收到時，你也感到不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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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BA1-12：對的想法/願望得到滿足 

 
圖 EBA1 
圖一 
實際情況：爸爸買了很多小蛋糕給麗麗在下午茶時候吃。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麗麗要吃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麗麗的願望。 
願望：麗麗希望下午茶時候吃小蛋糕。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麗麗在想什麼。 
想法：麗麗猜想 — 哈…下午茶的時候，我會有小蛋糕吃。 
 
願望題：麗麗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麗麗要吃的東西。 
想法題：麗麗認為她會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麗麗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麗麗希望吃小蛋糕，她也在想 — 下午茶的時候，我會有小蛋糕吃。這時麗

麗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下午茶的時候，爸爸給了麗麗很多小蛋糕吃。 
願望題：麗麗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麗麗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爸爸把小蛋糕給麗麗時，她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A2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買了一大盒水彩給柏森。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柏森希望有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柏森的願望。 
願望：柏森希望有一盒水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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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柏森在想什麼。 
想法：柏森猜想 — 哈…媽媽會買一盒水彩給我。 
 
願望題：柏森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柏森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柏森認為媽媽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柏森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柏森希望有一盒水彩，同時他也在想 — 媽媽會買一盒水彩給我。這時柏森

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買了一大盒水彩給柏森畫畫。 
願望題：柏森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柏森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媽媽把水彩給柏森時，他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A3 
圖一 
實際情況：祖母買了一隻玩具熊，準備送給美美作為生日禮物。 
 
圖二 
讓我們看看，美美希望收到什麼生日禮物，這幅圖告訴我們美美的願望。 
願望：美美希望她的生日禮物是一隻玩具熊。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美美在想什麼。 
想法：美美猜想 — 哈…生日那天，祖母會買一隻玩具熊給我。 
 
願望題：美美希望收到什麼禮物？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美美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美美認為祖母會買什麼給她？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美美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美美希望收到一隻玩具熊，同時她也在想 — 祖母會買一隻玩具熊給我。這 

時美美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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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結果  ：祖母買了一隻玩具熊送給美美，作為生日禮物。 
願望題：美美希望收到什麼生日禮物？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美美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祖母把玩具熊送給美美時，她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A4 
圖一 
實際情況：小莉正準備推貞貞盪鞦韆。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貞貞要玩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貞貞的願望。 
願望：貞貞希望小莉推她盪鞦韆。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貞貞在想什麼。 
想法：貞貞猜想 — 哈…小莉會推我盪鞦韆。 
 
願望題：貞貞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貞貞要玩的東西。 
想法題：貞貞認為小莉會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貞貞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貞貞希望小莉推她盪鞦韆，同時她也在想 — 小莉會推我盪鞦韆。這時貞貞

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小莉從背後推貞貞，幫她盪鞦韆。 
願望題：貞貞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貞貞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貞貞坐在鞦韆上，被小莉推著一時盪高、一時盪低，她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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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BA5 
圖一 
實際情況：月麗正準備參加小芬的生日會。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小芬希望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小芬的願望。 
願望：小芬希望月麗來參加她的生日會。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小芬在想什麼。 
想法：小芬猜想 — 哈…月麗會來我的生日會。 
 
願望題：小芬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希望的事。 
想法題：小芬認為月麗會怎樣？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小芬希望月麗來參加她的生日會，同時她也在想 — 月麗會來我的生日會。

這時小芬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月麗來慶祝小芬的生日。 
願望題：小芬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希望的事。 
感受題：月麗來慶祝小芬的生日，小芬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A6 
圖一 
實際情況：志高的爸爸買了一個朱古力甜筒給他。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志高要吃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志高的願望。 
願望：志高希望吃朱古力甜筒。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志高在想什麼。 
想法：志高猜想 — 哈…爸爸會買一個朱古力甜筒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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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志高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高要吃的東西。 
想法題：志高認為爸爸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高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志高希望吃朱古力甜筒，同時他也在想 — 爸爸會買一個朱古力甜筒給我。

這時志高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爸爸買了一個朱古力甜筒給志高。 
願望題：志高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高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爸爸把朱古力甜筒給志高時，志高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A7 
圖一 
實際情況：早餐時，爸爸給偉圖弄了一杯熱朱古力。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偉圖要喝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的願望。 
願望：偉圖希望喝熱朱古力。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在想什麼。 
想法：偉圖猜想 — 哈…爸爸會弄一杯熱朱古力給我。 
 
願望題：偉圖希望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偉圖要喝的東西。 
想法題：偉圖認為爸爸會讓他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偉圖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偉圖希望喝熱朱古力，同時他也在想 — 爸爸會弄一杯熱朱古力給我。這時

偉圖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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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結果  ：爸爸給偉圖弄了一杯熱朱古力。 
願望題：偉圖希望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偉圖要喝的東西。 
感受題：爸爸把熱朱古力給偉圖時，偉圖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A8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買了一包糖果給志成。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志成要吃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志成的願望。 
願望：志成希望吃糖。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志成在想什麼。 
想法：志成猜想 — 哈…媽媽會買糖果給我。 
 
願望題：志成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成要吃的東西。 
想法題：志成認為媽媽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成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志成希望吃糖，同時他也在想 — 媽媽會買一包糖果給我。這時志成感到怎 

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買了一包糖果給志成。 
願望題：志成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成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媽媽把糖給志成時，他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A9 
圖一 
實際情況：小蘭拿著自已的風箏，準備給綺雯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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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綺雯要玩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綺雯的願望。 
願望：綺雯希望放風箏。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綺雯在想什麼。 
想法：綺雯猜想 — 哈…小蘭會讓我放她的風箏。 
 
願望題：綺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要玩的東西。 
想法題：綺雯認為小蘭會怎樣？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綺雯希望放風箏，同時她也在想 — 小蘭會讓我放她的風箏。這時綺雯感到 

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小蘭讓綺雯放自已的風箏。 
願望題：綺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綺雯放風箏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A10 
圖一 
實際情況：姊姊帶繼恩去泳池游泳。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繼恩要去哪裏，這幅圖告訴我們繼恩的願望。 
願望：繼恩希望去泳池游泳。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繼恩在想什麼。 
想法：繼恩猜想 — 哈…姊姊現在帶我去泳池游泳。 
 
願望題：繼恩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繼恩要去的地方。 
想法題：繼恩認為姊姊會帶他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繼恩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繼恩希望去泳池游泳，同時他也在想 — 姊姊現在帶我去泳池游泳。這時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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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姊姊帶繼恩去泳池游泳。 
願望題：繼恩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繼恩要去的地方。 
感受題：繼恩可以去泳池游泳，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A11 
圖一 
實際情況：志力和爸爸往乘地鐵去。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志力要做什麼，這幅圖畫告訴我們志力的願望。 
願望：志力希望乘坐地鐵。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畫告訴我們志力在想什麼。 
想法：志力猜想 — 哈…爸爸現在帶我去乘搭地鐵。 
 
願望題：志力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力想做的事。 
想法題：志力認為爸爸會帶他乘搭什麼交通工具？ 
提示  ：這幅圖畫告訴你志力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志力希望乘坐地鐵，同時他也在想 — 爸爸現在帶我去乘搭地鐵。這時志力 

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志力和爸爸往乘地鐵去。 
願望題：志力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力想做的事。 
感受題：志力上地鐵列車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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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BA12 
圖一 
實際情況：健生和爸爸在公園裏玩模型船。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健生要玩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健生的願望。 
願望：健生希望玩模型船。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健生在想什麼。 
想法：健生猜想 — 哈…爸爸會帶我去公園玩模型船。 
 
願望題：健生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健生要玩的東西。 
想法題：健生認為爸爸會和他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健生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健生希望玩模型船，同時他也在想 — 爸爸會帶我去公園玩模型船。這時健

生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健生和爸爸在公園裏玩模型船。 
願望題：健生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健生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爸爸說：「我們現在可以玩模型船了。」健生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BB1-12：對的想法/願望得不到滿足 

 
圖 EBB1 
圖一 
實際情況：哥哥買了一架模型飛機送給小權。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小權希望有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小權的願望。 
願望：小權希望有一列模型火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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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小權在想什麼。 
想法：小權猜想 — 唉…可是哥哥會買模型飛機送給我。 
 
願望題：小權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小權認為哥哥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小權希望有一列模型火車，但是他又在想 — 可是我猜哥哥會買模型飛 

機送給我。這時小權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哥哥把模型飛機送給小權。 
願望題：小權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小權拿著模型飛機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B2 
圖一 
實際情況：姊姊買了一幅畫有鮮花的圖畫送給淑貞。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淑貞希望收到什麼圖畫，這幅圖告訴我們淑貞的願望。 
願望：淑貞希望收到一幅畫有小貓的圖畫。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淑貞在想什麼。 
想法：淑貞猜想 — 唉…可是姊姊會買一幅畫有鮮花的圖畫送給我。 
 
願望題：淑貞希望收到什麼圖畫？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淑貞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淑貞認為姊姊會買什麼送給她？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淑貞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淑貞希望有一幅畫有小貓的圖畫，但是她又在想 — 可是我猜姊姊會買一幅

畫有鮮花的圖畫送給我。這時淑貞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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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結果  ：姊姊把畫有鮮花的圖畫送給淑貞。 
願望題：淑貞希望收到什麼圖畫？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淑貞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淑貞拿著畫有鮮花的圖畫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B3 
圖一 
實際情況：國安在馬戲團裏，看小丑的表演。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國安要看馬戲團的什麼表演，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安的願望。 
願望：國安希望去看馬戲團的獅子表演。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安在想什麼。 
想法：國安猜想 — 唉…獅子病了，但馬戲團裏有小丑，我會去看他的表演。 
 
願望題：國安希望去看馬戲團的什麼表演？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安要看的東西。 
想法題：國安認為他會看到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安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國安希望去看馬戲團的獅子表演，但是他又在想 — 獅子病了，可是馬戲團

裏有小丑，我會去看他的表演。這時國安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國安在馬戲團裏，看小丑的表演。 
願望題：國安希望看什麼表演？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安要看的東西。 
感受題：國安在看馬戲團小丑表演的時候，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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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BB4 
圖一 
實際情況：小強的祖父要離開，返回自己的家了。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小強希望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小強的願望。 
願望：小強希望祖父在家裏陪他。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小強在想什麼。 
想法：小強猜想 — 唉…祖父不能陪我了，他要回自己的家了。 
 
願望題：小強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強希望的事。 
想法題：小強認為祖父會怎樣？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強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小強希望祖父在家裏陪他，但是他又在想 — 祖父不能陪我了，他要回自己

的家了。這時小強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祖父和小強說再見，返回自己的家了。 
願望題：小強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強希望的事。 
感受題：小強看見祖父要走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B5 
圖一 
實際情況：綺雯的鞦韆繩子斷了。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綺雯要玩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綺雯的願望。 
願望：綺雯希望盪鞦韆。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綺雯在想什麼。 
想法：綺雯猜想 — 唉…可是鞦韆繩子斷了，不能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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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綺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要玩的東西。 
想法題：綺雯認為她可以盪鞦韆嗎？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綺雯希望盪鞦韆，但是她又在想 — 可是鞦韆繩子斷了，不能盪了。這時 

綺雯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綺雯不能盪鞦韆，因為繩子斷了。 
願望題：綺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綺雯看見鞦韆繩子斷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B6 
圖一 
實際情況：瑪莉三輪車的把手和座椅都鬆脫了。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瑪莉要玩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瑪莉的願望。 
願望：瑪莉希望踏三輪車。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瑪莉在想什麼。 
想法：瑪莉猜想 — 唉…可是三輪車的把手和座椅都鬆脫了。三輪車壞了，我不能 

踏了。 
 
願望題：瑪莉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瑪莉要玩的東西。 
想法題：瑪莉認為她可以踏三輪車嗎？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瑪莉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瑪莉希望踏三輪車，但是她又在想 — 可是三輪車的把手和座椅都鬆脫了。

三輪車壞了，我不能踏了。這時瑪莉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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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結果  ：瑪莉不能踏三輪車，因為三輪車的把手和座椅都鬆脫了。 
願望題：瑪莉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瑪莉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瑪莉看見壞了的三輪車，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B7 
圖一 
實際情況：下雨了，媽媽買了一把雨傘給蓓英。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蓓英希望有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蓓英的願望。 
願望：蓓英希望有一頂雨帽。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蓓英在想什麼。 
想法：蓓英猜想 — 唉…可是媽媽會買雨傘給我。 
 
願望題：蓓英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蓓英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蓓英認為媽媽會買什麼給她？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蓓英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蓓英希望有一頂雨帽，但是她又在想 — 可是我猜媽媽會買雨傘給我。這時

蓓英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把雨傘給蓓英，叫她馬上張開擋雨。 
願望題：蓓英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蓓英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蓓英拿著雨傘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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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BB8 
圖一 
實際情況：永文的媽媽買了一本《汽車》雜誌給他。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永文要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永文的願望。 
願望：永文希望有一本關於火車的書。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永文在想什麼。 
想法：永文猜想 — 唉…可是媽媽會買《汽車》雜誌給我。 
 
願望題：永文希望有一本什麼書？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永文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永文認為媽媽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永文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永文希望有一本關於火車的書，但是他又在想 — 可是我猜媽媽會買《汽車》

雜誌給我。這時永文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把一本《汽車》雜誌給永文。 
願望題：永文希望有一本什麼書？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永文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永文拿著這本《汽車》雜誌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B9 
圖一 
實際情況：國偉在海洋公園裏看海豚表演。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國偉要看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偉的願望。 
願望：國偉希望去看鯊魚。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偉在想什麼。 
想法：國偉猜想 — 唉…可是鯊魚搬走了，我只會看到海豚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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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國偉希望看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偉要要看的東西。 
想法題：國偉認為他會看到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偉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國偉希望去看鯊魚，但是他又在想 — 可是鯊魚搬走了，我只會看到海豚表

演。這時國偉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國偉在海洋公園裏看海豚表演。 
願望題：國偉希望看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偉要看的東西。 
感受題：國偉在看海豚表演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B10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正要給翠兒一個蘋果。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翠兒要吃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的願望。 
願望：翠兒希望吃香蕉。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在想什麼。 
想法：翠兒猜想 — 唉…可是香蕉吃光了，媽媽會給我蘋果。 
 
願望題：翠兒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翠兒要吃的東西。 
想法題：翠兒認為媽媽會讓她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翠兒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翠兒希望吃香蕉，但是她又在想 — 可是香蕉吃光了，我猜媽媽會給我蘋果。

這時翠兒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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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結果  ：媽媽把蘋果給翠兒。 
願望題：翠兒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翠兒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翠兒拿著蘋果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B11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正要帶如珍去游泳班。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如珍要去哪裏，這幅圖告訴我們如珍的願望。 
願望：如珍希望去芭蕾舞班。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如珍在想什麼。 
想法：如珍猜想 — 唉…可是媽媽會帶我去游泳班。 
 
願望題：如珍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希望去的地方。 
想法題：如珍認為媽媽會帶她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如珍希望去芭蕾舞班，但是她又在想 — 可是我猜媽媽會帶我去游泳班。這

時如珍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帶了如珍去游泳班。 
願望題：如珍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要去的地方。 
感受題：如珍到了泳池後，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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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BB12 
圖一 
實際情況：家華騎在團團轉的木馬上。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家華要玩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家華的願望。 
願望：家華希望玩摩天輪。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家華在想什麼。 
想法：家華猜想 — 唉…可是摩天輪會有很多人排隊，我只好去騎木馬。 
 
願望題：家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家華要玩的遊戲。 
想法題：家華認為他只能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家華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家華希望玩摩天輪，但是他又在想 — 可是摩天輪會有很多人排隊，我只好

去騎木馬。這時家華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家華騎著木馬轉了一圈又一圈。 
願望題：家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家華要玩的遊戲。 
感受題：家華騎著木馬轉圈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BC1-12：錯的想法/願望得到滿足 

 
圖 EBC1 
圖一 
實際情況：爸爸買了很多小蛋糕，給麗麗下午茶時候吃。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麗麗要吃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麗麗的願望。 
願望：麗麗希望下午茶時候吃小蛋糕。 

    第二章：情緒  



  

 64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麗麗在想什麼。 
想法：麗麗猜想 — 唉…可是媽媽會弄 喱給我吃。 
 
願望題：麗麗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麗麗要吃的東西。 
想法題：麗麗以為媽媽會讓她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麗麗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麗麗希望下午茶時候吃小蛋糕，但她以為媽媽會弄 喱給她吃。這時麗麗感

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爸爸下午茶的時候，給了麗麗很多小蛋糕吃。 
願望題：麗麗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麗麗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爸爸把小蛋糕給麗麗時，她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C2 
圖一 
實際情況：志高的爸爸買了一個朱古力甜筒給他。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志高要吃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志高的願望。 
願望：志高希望吃朱古力甜筒。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志高在想什麼。 
想法：志高猜想 — 唉…可是爸爸會買雲呢拿甜筒給我。 
 
願望題：志高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高要吃的東西。 
想法題：志高以為爸爸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高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志高希望吃朱古力甜筒，但他以為爸爸會買雲呢拿甜筒給他。這時志高 
        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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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結果  ：爸爸把朱古力甜筒給志高。 
願望題：志高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高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爸爸把朱古力甜筒給志高時，他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C3 
圖一 
實際情況：姊姊買了一幅畫有鮮花的圖畫送給淑貞。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淑貞希望收到什麼圖畫，這幅圖告訴我們淑貞的願望。 
願望：淑貞希望收到一幅畫有鮮花的圖畫。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淑貞在想什麼。 
想法：淑貞猜想 — 唉…可是姊姊會買一幅畫有小貓的圖畫送給我。 
 
願望題：淑貞希望收到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淑貞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淑貞以為姊姊會買什麼給她？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淑貞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淑貞希望收到一幅畫有鮮花的圖畫，但她以為姊姊會買一幅畫有小貓的圖畫

送給她。這時淑貞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姊姊把畫有鮮花的圖畫送給淑貞。 
願望題：淑貞希望收到什麼圖畫？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淑貞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淑貞收到畫有鮮花的圖畫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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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BC4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買了一包糖給志成。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志成要吃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志成的願望。 
願望：志成希望吃糖。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志成在想什麼。 
想法：志成猜想 — 唉…可是媽媽會買薯片給我吃。 
 
願望題：志成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成要吃的東西。 
想法題：志成以為媽媽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成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志成希望吃糖，但他以為媽媽會買薯片給他。這時志成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買了一包糖給志成。 
願望題：志成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成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媽媽把糖給志成時，他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C5 
圖一 
實際情況：永文的媽媽買了一本《汽車》雜誌給他。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永文希望有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永文的願望。 
願望：永文希望有一本關於汽車的書。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永文在想什麼。 
想法：永文猜想 — 唉…可是媽媽會買一本關於火車的書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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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永文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永文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永文以為媽媽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永文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永文希望有一本關於汽車的書，但他以為媽媽會買一本關於火車的書給他。

這時永文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把一本《汽車》雜誌給永文。 
願望題：永文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永文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永文拿著這本《汽車》雜誌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C6 
圖一 
實際情況：志力和爸爸往乘地鐵去。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志力要做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志力的願望。 
願望：志力希望乘搭地鐵去探望祖父母。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畫告訴我們志力在想什麼。 
想法：志力猜想 — 唉…爸爸一定會駕駛他的的士和我去。 
 
願望題：志力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力想做的事。 
想法題：志力以為爸爸會用什麼交通工具？ 
提示  ：這幅圖畫告訴我們志力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志力希望乘搭地鐵去探望祖父母，但他以為爸爸會駕駛的士和他去。這時志 

力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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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結果  ：志力和爸爸往乘地鐵去。 
願望題：志力希望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志力想做的事。 
感受題：志力上地鐵列車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C7 
圖一 
實際情況：國偉在海洋公園裏看海豚表演。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國偉要看什麼表演，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偉的願望。 
願望：國偉希望看海豚表演。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偉在想什麼。 
想法：國偉猜想 — 唉…海豚病了，我今天只會看到鯊魚。 
 
願望題：國偉希望看什麼表演？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偉要看的東西。 
想法題：國偉以為他只會看到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偉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國偉希望看海豚表演，但他以為海豚病了，今天只會看到鯊魚。這時國偉 

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國偉在海洋公園裏看海豚表演。 
願望題：國偉希望看什麼表演？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偉要看的東西。 
感受題：國偉在看海豚表演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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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BC8 
圖一 
實際情況：月麗正準備參加小芬的生日會。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小芬希望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小芬的願望。 
願望：小芬希望月麗來參加她的生日會。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她在想什麼。 
想法：小芬猜想 — 唉…月麗病了，在家裏休息，不能來參加我的生日會了。 
 
願望題：小芬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希望的事。 
想法題：小芬以為月麗能來她的生日會嗎？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小芬希望月麗來參加她的生日會，但她以為月麗病了，在家裏休息，不能來

參加她的生日會了。這時小芬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月麗病好了，來慶祝小芬的生日。 
願望題：小芬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芬希望的事。 
感受題：月麗來慶祝小芬的生日，小芬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C9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買了一盒水彩給柏森。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柏森希望有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柏森的願望。 
願望：柏森希望有一盒水彩。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柏森在想什麼。 
想法：柏森猜想 — 唉…媽媽會買玩具車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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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柏森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柏森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柏森以為媽媽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柏森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柏森希望有一盒水彩，但他以為媽媽會買玩具車給他。這時柏森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回家後，把水彩給柏森，讓他用來畫畫。 
願望題：柏森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柏森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柏森拿著水彩畫畫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C10 
圖一 
實際情況：早餐時，爸爸給偉圖弄了一杯熱朱古力。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偉圖要喝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的願望。 
願望：偉圖希望喝熱朱古力。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在想什麼。 
想法：偉圖猜想 — 唉…每天早餐，爸爸也會倒一杯鮮奶給我。 
 
願望題：偉圖希望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偉圖要喝的東西。 
想法題：偉圖以為爸爸會讓他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 偉圖希望喝熱朱古力，但他以為爸爸會倒一杯鮮奶給他。這時偉圖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爸爸給了偉圖一杯熱朱古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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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偉圖希望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偉圖要喝的東西。 
感受題：爸爸把熱朱古力給偉圖時，偉圖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C11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正要給翠兒一個蘋果。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翠兒要吃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的願望。 
願望：翠兒希望吃蘋果。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在想什麼。 
想法：翠兒猜想 — 唉…媽媽會讓我吃香蕉。 
 
願望題：翠兒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翠兒要吃的東西。 
想法題：翠兒以為媽媽會讓她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心裏怎樣想。 
感受題：翠兒希望吃蘋果，但她以為媽媽會給她香蕉。這時翠兒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買了蘋果，把蘋果給翠兒。 
願望題：翠兒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翠兒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翠兒拿著蘋果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C12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正要帶如珍去游泳班。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如珍要去哪裏，這幅圖告訴我們如珍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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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如珍學曉了游泳，希望今天去游泳班。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如珍在想什麼。 
想法：如珍猜想 — 唉…媽媽會帶我去芭蕾舞班。 
 
願望題：如珍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要去的地方。 
想法題：如珍以為媽媽會帶她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如珍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如珍希望去游泳班，但她以為媽媽會帶她去芭蕾舞班。這時如珍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帶了如珍去游泳班。 
願望題：如珍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要去的地方。 
感受題：如珍去到泳池後，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BD1-12：錯的想法/願望得不到滿足 

 
圖 EBD1 
圖一 
實際情況：祖母買了一隻玩具熊，準備送給美美作為生日禮物。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美美希望收到什麼生日禮物，這幅圖告訴我們美美的願望。 
願望：美美希望收到的生日禮物是一個洋娃娃。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美美在想什麼。 
想法：美美猜想 — 哈…生日那天，祖母會買一個洋娃娃送給我。 
 
願望題：美美希望收到什麼禮物？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美美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美美以為祖母會買什麼禮物給她？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美美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美美希望收到的生日禮物是一個洋娃娃，她也以為祖母會買一個洋娃娃送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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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這時美美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美美打開祖母送的生日禮物，原來是一隻玩具熊。 
願望題：美美希望收到什麼禮物？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美美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美美收到玩具熊時，她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2 
圖一 
實際情況：哥哥買了一架模型飛機送給小權。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小權要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小權的願望。 
願望：小權希望有一列模型火車。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小權在想什麼。 
想法：小權猜想 — 哈…哥哥會買一列模型火車給我。 
 
願望題：小權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小權以為哥哥會買什麼給他？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小權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小權希望有一列模型火車，他也以為哥哥會買一列模型火車給他。這時小權 

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哥哥把模型飛機送給小權。 
願望題：小權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權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小權收到模型飛機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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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EBD3 
圖一 
實際情況：早餐時，爸爸給偉圖弄了一杯熱朱古力。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偉圖要喝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的願望。 
願望：早餐時，偉圖希望喝橙汁。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在想什麼。 
想法：偉圖猜想 — 我 喜歡橙汁，哈…爸爸會倒一杯橙汁給我。 
 
願望題：偉圖希望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偉圖要喝的東西。 
想法題：偉圖以為爸爸會讓他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偉圖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早餐時，偉圖希望喝橙汁，他也以為爸爸會倒一杯橙汁給他。這時偉圖感到

怎樣？ 
提示  ：他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爸爸給偉圖弄了一杯熱朱古力。 
願望題：偉圖希望喝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偉圖要喝的東西。 
感受題：爸爸把熱朱古力給偉圖時，偉圖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4 
圖一 
實際情況：下雨天，媽媽買了一把雨傘給蓓英。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蓓英要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蓓英的願望。 
願望：蓓英希望有一頂雨帽。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蓓英在想什麼。 
想法：蓓英猜想 — 我的雨衣沒有帽子，哈…媽媽會買一頂雨帽給我。 
 
願望題：蓓英希望有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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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蓓英想要的東西。 
想法題：蓓英以為媽媽會買什麼給她？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蓓英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蓓英希望有一頂雨帽，她也以為媽媽會買雨帽給她。這時蓓英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買不到雨帽，買了一把雨傘給蓓英，叫她馬上張開擋雨。 
願望題：蓓英希望有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蓓英想要的東西。 
感受題：蓓英拿著雨傘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5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留了一個蘋果給翠兒。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翠兒要吃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的願望。 
願望：翠兒有點餓，希望吃香蕉。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在想什麼。 
想法：翠兒猜想 — 哈…媽媽會讓我吃香蕉。 
 
願望題：翠兒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翠兒要吃的東西。 
想法題：翠兒以為媽媽會讓她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翠兒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翠兒有點餓，希望吃香蕉，她也以為媽媽會讓她吃香蕉。這時翠兒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香蕉吃光了，媽媽把蘋果給翠兒。 
願望題：翠兒希望吃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翠兒要吃的東西。 
感受題：翠兒拿著蘋果時，會感到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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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6 
圖一 
實際情況：姊姊帶繼恩去泳池游泳。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繼恩要去哪裏，這幅圖告訴我們繼恩的願望。 
願望：繼恩希望去海灘玩。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繼恩在想什麼。 
想法：繼恩猜想 — 哈…姊姊會帶我去海灘。 
 
願望題：繼恩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繼恩要去的地方。 
想法題：繼恩以為姊姊會帶他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繼恩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繼恩希望去海灘玩，他也以為姊姊會帶他去海灘。這時繼恩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姊姊說海灘人太多了，帶了繼恩去泳池游泳。 
願望題：繼恩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繼恩要去的地方。 
感受題：繼恩到了泳池後，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7 
圖一 
實際情況：媽媽正要帶如珍去游泳班。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如珍希望去哪裏，這幅圖告訴我們如珍的願望。 
願望：如珍希望去芭蕾舞班。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如珍在想什麼。 
想法：如珍猜想 — 哈…媽媽會帶我去芭蕾舞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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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題：如珍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希望去的地方。 
想法題：如珍以為媽媽會帶她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 如珍希望去芭蕾舞班，她也以為媽媽會帶她去芭蕾舞班。這時如珍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媽媽說芭蕾舞班名額滿了，帶了如珍去游泳班。 
願望題：如珍希望去哪裏？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如珍希望去的地方。 
感受題：如珍到了泳池後，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8 
圖一 
實際情況：國安在馬戲團裏看小丑的表演。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國安要看馬戲團哪一種表演，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安的願望。 
願望：國安希望去看馬戲團的獅子表演。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安在想什麼。 
想法：國安猜想 — 哈…馬戲團一定有獅子的表演。 
 
願望題：國安希望去看馬戲團哪一種表演？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安要看的東西。 
想法題：國安以為他會看到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國安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國安希望去看馬戲團的獅子表演，他也以為馬戲團裏一定有獅子的表演。這

時國安感到怎樣？ 
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馬戲團的獅子病了，國安只好去看小丑表演。 
願望題：國安希望去看馬戲團哪一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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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國安要看的東西。 
感受題：國安在馬戲團裏看小丑表演時，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9 
圖一 
實際情況：綺雯的鞦韆繩子斷了。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綺雯要玩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綺雯的願望。 
願望：綺雯希望盪鞦韆。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綺雯在想什麼。 
想法：綺雯猜想 — 哈…爸爸修理好鞦韆的繩子，我可以玩了。 
 
願望題：綺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要玩的東西。 
想法題：綺雯以為爸爸做了什麼？她以為可以玩嗎？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綺雯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綺雯希望盪鞦韆，她也以為爸爸修理好鞦韆的繩子，可以讓她玩了。這時綺

雯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綺雯不能盪鞦韆，因為繩子斷了，爸爸還沒有把它修理好。 
願望題：綺雯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綺雯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綺雯看見鞦韆的繩子斷了，還沒有修理好，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10 
圖一 
實際情況：瑪莉三輪車的把手和座椅都鬆脫了。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瑪莉要玩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瑪莉的願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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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望：瑪莉希望踏三輪車。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瑪莉在想什麼。 
想法：瑪莉猜想 — 哈…爸爸修理好我的三輪車，我可以玩了。 
 
願望題：瑪莉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瑪莉要玩的東西。 
想法題：瑪莉以為爸爸做了什麼？她以為可以玩嗎？  
提示  ：這幅圖告訴我們瑪莉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瑪莉希望踏三輪車，她也以為爸爸修理好她的三輪車，可以讓她玩了。這時

瑪莉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瑪莉不能踏三輪車，因為三輪車的把手和座椅都鬆脫了，爸爸還沒有把它修 

理好。 
願望題：瑪莉希望玩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瑪莉要玩的東西。 
感受題：瑪莉看見壞了的三輪車，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11 
圖一 
實際情況：祖父離開小強，返回自己的家了。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小強希望的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小強的願望。 
願望：小強希望祖父在家裏陪他玩。 
同時，他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小強在想什麼。 
想法：小強猜想 — 哈…祖父來我家住，他會在家裏陪我玩。 
 
願望題：小強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強希望的事。 
想法題：小強以為祖父會怎樣？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強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小強希望祖父在家裏陪他玩，他也以為祖父會住在他家裏。這時小強感到怎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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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他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祖父和小強說再見，回自己的家了。 
願望題：小強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小強希望的事。 
感受題：小強看見祖父要走了，會感到怎樣？ 
提示  ：他會感到開心、還是不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他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 EBD12 
圖一 
實際情況：秀明的爸爸要到外地工作。 
 
圖二 
讓我們來看看，秀明希望什麼，這幅圖告訴我們秀明的願望。 
願望：秀明希望和爸爸一起去旅行。 
同時，她也在想一件事，這幅圖告訴我們秀明在想什麼。 
想法：秀明猜想 — 哈…爸爸執拾行李，準備和我旅行。 
 
願望題：秀明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秀明希望的事。 
想法題：秀明以為爸爸會做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秀明同時在想什麼。 
感受題：秀明希望和爸爸一起去旅行，她也以為爸爸執拾行李，是準備和她旅行。這

時秀明感到怎樣？ 
提示  ：她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圖三 
結果  ：爸爸要到外地工作，和秀明說再見。 
願望題：秀明希望什麼？ 
提示  ：這幅圖告訴你秀明希望的事。 
感受題：秀明看見爸爸出門，她會感到怎樣？ 
提示  ：她會感到不開心、還是開心呢？ 
解釋題：為什麼她會感到開心/不開心呢？ 

  第二章：情緒  



  

 81 

 

第三章：知識/想法 

 

3.1 第一級：簡單的視覺角度練習 

這部分教導學童不同的人見到的東西會是不同的。 
 
 

材料 

 
這一級用的是十二張圖畫卡，每張卡的前後貼上兩幅不同的圖畫，如雨傘/鑰匙、狗隻

/菠蘿、電話/香蕉等。 
 
 
 
 
 
 
 
 
 
 
 

學童一方所見                              教師一方所見 
 
 

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教師從上述圖畫卡中隨意挑一張，先讓學童看卡兩面的圖畫，然後把它放在自己和學

童中間，問學童：  
 
己方 (指學童一方) 所見題：你看見什麼？  
他方 (指教師一方) 所見題：我看見什麼？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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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回答自己一方及教師一方所顯示的不同物件。教師須不時轉換上述問題的次序，

避免學童不理解問題的內容而純靠猜測作答。如學童一連三條問題中答錯其中任何一

條，就從這級開始教授。 
 

教授程序 

 
教師挑一張圖畫卡，問學童在卡的兩方能看到的圖畫物件，程序如上述例子。 
 

例子： 
教師挑一張電話/香蕉圖畫卡，先讓學童看卡兩面的圖畫，然後放在自己和學童中間，

問學童： 
 
己方 (指學童一方) 所見題：你看見什麼？  
他方 (指教師一方) 所見題：我看見什麼？ (教師須不時改變「你」/「我」句序。) 
 
學童答錯他方所見題時的講解： 
(教師指向學童那方圖畫。) 你那方看到的是一具電話，對嗎？ 
但你看，我這方看到的是什麼？ (教師將己方圖畫翻過來讓學童看。) 
對了，我看到的是一根香蕉。 
(教師將卡翻過來，讓學童再次看到電話的圖畫。) 
我看不到電話了，只有你才看到電話。 
很多時候，我們和其他人看到的並不是同一件東西，我們身處的位置決定所能看見的

事物。 

 
如學童答對了，教師應獎勵或稱讚他，輪流問他己方所見及他方所見的卡中物件，以

增強他的理解。如他答錯了，教師要立即告訴他正確的答案，並解釋原因。 
 

這一部分須教授的原則概念 

 
不管學童答對與否，教師要經常告訴他： 
 

很多時候，我們和其他人看到的並不是同一件東西，我們所見視乎我們身

處的位置和角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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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第二級：複雜的視覺角度練習 
這部分教導學童人在不同的位置，所見的物件會顯示不同的向法。 
 

材料 

 
這一級用的是十二張圖畫卡，卡中的物件可以是單車、沙發、茶壺、椅子等。 
 
學童一方所見 
 
 
 
 
 
 
 
 

                             
教師一方所見 
 
 
 
 
 
 
 
 
 

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教師從上述圖畫卡中挑一張畫有單車的卡，平放在自己和學童中間的桌面上，使學童

看到的單車是倒置的，然後問學童： 
 
他方 (指教師一方) 所見題：我從這方看圖，單車是向著我，還是倒置的呢？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第三章：知識/想法  



  

 84 

 
教師須不時改變放置圖畫的向法，避免學童不理解問題的內容而純靠重複問題的最後

部分而答對問題。如學童一連三條問題中答錯其中任何一題，就從這級開始教授。 
 

教授程序 

 
教師挑一張圖畫卡，問學童兩方所看到的圖畫物件的不同向法，程序如上述例子。 
 

例子： 
教師將一張畫有椅子的圖畫卡，平放在自己和學童中間的桌面上，使教師看到的椅子

是倒置的，然後問學童： 
 
他方 (指教師一方) 所見題：從我這方看圖，椅子是向著我，還是倒置的呢？(教師須

不時改變兩項選擇的語序。) 
 
學童答錯他方所見題時的講解： 
(教師指向學童那方圖畫。) 你那方看到的椅子，是向著你的。 
但從我這方看，椅子是倒置的。 
讓我把它倒過來，看看有什麼事發生。 
(教師將圖畫倒過來，使椅子向著自己。) 
現在我看椅子，它向著我。但從你那方看，它是倒置的。 
我們和其他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東西，所看到的形態也會是不同的。 
(另一個教授方法是不移動圖畫，教師和學童轉換位置。) 

 
如學童答對了，教師應獎勵或稱讚他，問他：「有什麼事發生？」 「為什麼？」以增

強他的理解。如他答錯了，教師要立即告訴他正確答案，並解釋原因。 
 

這一部分須教授的原則概念 

 
不管學童答對與否，教師要經常告訴他： 
 

我們和其他人可以從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件東西，所看到的形態也會是

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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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第三級：「所看構成所知」練習 

這部分教導學童人只能知道他曾經見到的事。 
 
 

材料 

 
 多個容器 (至少六個)； 
 洋娃娃或玩偶一個； 
 不同體積的物件 (至少六對)，如大/小鑰匙、大/小球、大/小骰子等； 
 不同顏色的物件 (至少六對)，如黃/綠色筆、黑/白色鈕扣、紅/藍色絲帶等。 

 
教師可選擇學童喜好的物件或日常生活經常接觸的物件。 
 

       
不同容器                           不同體積/顏色的物件 

 
 

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這部分的問題分兩組： 
第一組：個人判斷題 
第二組：他人判斷題 
 
教師從每組抽取一個例子，另加一條問題進行測試。開始時教師將一對物件其中之一

放進盒子裏 (放的時候盡量避免發出聲響)，期間他請學童閉上眼睛或觀看整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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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1 個人判斷題 

材料：盒子、長的鉛筆、短的鉛筆 
 
我們來玩個遊戲。看這兩枝筆，一枝長，一枝短。 
我會把一枝筆藏在盒子裏，你卻不能看我收起哪一枝，現在請你閉上眼睛。 
(教師把長的那枝筆放進盒子裏。) 
知識題：你知道哪一枝筆在盒子裏嗎？(不知道。) 
解釋題：為什麼你不知道？(因為我沒看見。)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3.3.2 他人判斷題 

材料：盒子、洋娃娃、黃色波子、橙色波子 
 
我們玩另一個遊戲，嘉嘉也來玩。 
(教師出示洋娃娃 — 嘉嘉。) 
讓嘉嘉看看這兩粒波子，它們一粒是黃色，一粒是橙色。 
現在我要把一粒波子藏在盒子裏。 
首先我把嘉嘉放在這裏，讓她看著。 
藏哪粒好呢？你來挑好嗎？ 
(教師讓學童挑一粒波子放進盒子裏，如學童不聽從指示，就由教師進行，收起黃色波

子，然後關好盒子。) 
現在讓嘉嘉看盒子。 
(教師移動洋娃娃靠近盒子。) 
知識題：嘉嘉知不知道哪粒波子在盒子裏？﹝知道。﹞ 
解釋題：為什麼嘉嘉知道是黃色波子？﹝她看著我們放。﹞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如學童答錯任何一條問題，就從這級開始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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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程序 

 
教師先向學童展示兩件物件，藏起一件後，問學童知不知道是哪一件，程序如上述例

子。問題分個人判斷題和他人判斷題。 
 

例子：他人判斷題 
我們來玩一個遊戲，洋娃娃嘉嘉也來玩。 
(教師出示洋娃娃 — 嘉嘉。) 
讓嘉嘉看看這兩粒波子，它們一粒是黃色，一粒是橙色。 
現在我要把一粒波子藏在盒子裏。 
首先我把嘉嘉放在這裏，讓她看著。 
藏哪粒好呢？你來挑好嗎？ 
(教師讓學童挑一粒波子放進盒子裏，如學童不聽從指示，就由教師進行，收起黃色波

子，然後關好盒子。) 
現在讓嘉嘉看盒子。 
(教師移動洋娃娃靠近盒子。) 
知識題：嘉嘉知不知道哪粒波子在盒子裏？﹝知道。﹞ 
解釋題：為什麼嘉嘉知道是黃色波子？﹝她看著我們放。﹞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學童答錯知識題時的講解： 
嘉嘉看見我收起了哪一粒波子，所以知道黃色波子在盒子裏。 
人只會知道他看見的事。 

 
如學童答對了，教師應獎勵或稱讚他，問他：「你怎知道？」 「為什麼？」以增強他

的理解。如他答錯了，教師要立即告訴他正確的答案，並解釋原因。 
 

這一部分須教授的原則概念 

 
不管學童答對與否，教師要經常告訴他： 
 

人只知道他看見的事。如他沒看見，就不會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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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第四級：對的想法與行為的關係練習 

這部分教導學童一個人「對」的想法 (「對」指符合實際情況) 會怎樣影響他的行為。

在這情形下，學童須根據別人認為物件放在何處來推斷別人下一步的行動。 
 
 

材料 

 
 玩具屋一座 (內裏有間格、玩具家具)； 
 洋娃娃或玩偶一個； 
 至少十二對物件 (放在屋子內不同地點)，如兩頂帽子；兩把鎚子；兩把板鉗

等等。 
 
教師可選擇學童喜好的物件或日常生活經常接觸的物件。 
 
 
 
 
 
 
 
 
 
 
 
 
 
 
 
 
 
 
 
 

 玩偶阿標看見床上的鎚子，卻沒看見桌上的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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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教師使用以下材料，一共問學童三條問題 (其中包括下面例子) 來進行測試。 
 
我們來玩個遊戲。這是一座玩具屋，這是阿標。看，床上有一粒珠子，桌上也有一粒

珠子。(教師分別指向兩個地點。) 阿標只看見床上的珠子，卻沒看見桌上的珠子，現

在他外出上班了。(玩偶阿標離開玩具屋。) 
(教師稍等一會兒，然後拿著玩偶阿標問學童下列問題。) 
想法題：阿標回家了，他認為珠子在哪裏？﹝床上。﹞ 
解釋題：為什麼他認為珠子在床上？﹝他今早看見。﹞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如學童答錯任何一條問題，就從這級開始教授。 
 

教授程序 

 
教師利用玩偶和一些物件，來組成一個小故事，問學童認為故事中玩偶會怎樣做，程

序如上述例子。 
 

我們來玩個遊戲。這是一座玩具屋，這是阿標。看，床上有一把鎚子，桌上也有一

把鎚子。(教師分別指向兩個地點。) 阿標只看見床上的鎚子，卻沒看見桌上的鎚子，

現在他外出上班了。(玩偶阿標離開玩具屋。) 
(教師稍等一會兒，然後拿著玩偶阿標問學童下列問題。) 
想法題：阿標回家了，他認為鎚子在哪裏？ 
提示  ：他腦袋裏想鎚子在哪裏？ 
行動題：阿標會去哪裏拿鎚子？ 
解釋題：為什麼他認為鎚子在床上？ 
測試題：他今早看到鎚子在哪裏？ 
 
學童答錯想法題時的講解： 
阿標今早看見床上的鎚子，所以他會去睡床拿鎚子。他沒看見桌子上的鎚子，所以

不會去桌上找。 
你看見一件東西曾在某處出現，就會認為那件東西應該仍舊在那裏。如你沒看見，

就不會知道那件東西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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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學童答對了，教師應獎勵或稱讚他，問他：「玩偶會去哪裏找？」 「為什麼？」以

增強他的理解。如他答錯了，教師要立即告訴他正確答案，並解釋原因。 
 
 

這一部分須教授的原則概念 

 
不管學童答對與否，教師要經常告訴他： 
 

你看見一件東西曾在某處出現，就會認為那件東西應該仍舊在那裏。如你

沒看見，就不會知道那件東西的存在。 

 
 

3.5 第五級：錯誤想法練習 
這部分教導學童儘管他知道別人的想法「錯」了 (「錯」指不符合實際情況)，別人原

先的想法可不會改變。這是「想法解讀」理論中的標準測試。問題分為兩組： 
 
第一組：意料不到的位置轉移 
第二組：意料不到的內藏物件 
 
評估測試包括三條問題，從上述兩組中 少各取一題，合共三題。 
 

3.5.1 意料不到的位置轉移 

材料： 
 玩具屋一座 (內裏有間格、玩具家具)； 
 洋娃娃或玩偶一個； 
 容器 (至少三對)，如兩個衣櫃、兩個盒子、兩個小碗櫃等； 
 物件 (至少六件)，如帽子、珠子等。 

 
教師可選擇學童喜好的物件或日常生活經常接觸的物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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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嘉把帽子放好在白色櫃子就會外出。 
 
 
 
 
 
 
 
 
 
 
 
 
 
 
 
 
 

    帽子給放進了紅色櫃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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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意料不到的內藏物件 

材料： 
 盒子 (至少六個) ，如糖果盒、利是封、火柴盒等； 
 內藏物件 (至少六件)，如貼紙、鉛筆、鈕扣等； 
 洋娃娃或玩偶一個。 

 
教師可選擇學童喜好的物件或日常生活經常接觸的物件。 
 
 
 
 
 
 
 
 
 
 
 
 
 

軟糖的筒內放的是鈕扣。 
 

評估程序及設立基線 

3.5.1 意料不到的位置轉移 

例子： 
我們和洋娃娃嘉嘉玩個遊戲。 
嘉嘉有一頂帽子。 
看！這裏有兩個櫃子，一個白色、一個紅色。嘉嘉將她的帽子放入白色櫃子裏。 
現在她出去玩了。 
(嘉嘉離開房間。) 
嘉嘉走了，她看不見我們在幹什麼。 
我們捉弄她，好嗎？我們把她的帽子從白色櫃子裏取出來，放進紅色櫃子裏。 
(教師移動帽子。) 
想法題：嘉嘉從公園回來了，她會以為帽子在哪裏？﹝白色櫃子。﹞ 
解釋題：為什麼嘉嘉認為她的帽子在白色櫃子裏？﹝她自己把它放進去的。﹞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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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意料不到的內藏物件 

例子： 
看，這裏有個軟糖的筒。 
第一條個人想法題：你猜裏面有什麼？［軟糖。］ 
讓我們來看看。你把軟糖的筒打開好嗎？ 
裏面原來是鈕扣。 
我們把它重新蓋好。 
個人錯誤想法題：打開之前，你本來以為裏面有什麼？［軟糖。］ 
測試題：實際它裏面放的是什麼？［鈕扣。］ 
 
他人錯誤想法題：如洋娃娃進來，見到軟糖的筒，她會以為裏面有什麼？［軟糖。］ 
(如學童答錯了，教師應向他解釋答案。) 

 
如學童在三條問題中錯了任何一條，就從這級開始教授。 
 
 

教授程序 

 
教師「捉弄」遊戲中的洋娃娃，拿走她的東西/放進一些意料不到的東西，然後問學童

她的想法，程序如上述例子。 
 

例子 1.：意料不到的位置轉移 

我們和洋娃娃嘉嘉玩個遊戲。 
嘉嘉有一頂帽子。 
看！這裏有兩個櫃子，一個白色、一個紅色。嘉嘉將她的帽子放入白色櫃子裏。 
現在她出去玩了。 
(嘉嘉離開房間。) 
嘉嘉走了，她看不見我們在幹什麼。 
我們捉弄她，好嗎？我們把她的帽子從白色櫃子裏取出來，放進紅色櫃子裏。 
(教師移動帽子。) 
 
嘉嘉從公園回來了。 
想法題：她會以為帽子在哪裏？［白色櫃子。］ 
解釋題：為什麼嘉嘉認為她的帽子在［白色］櫃子裏？ 
測試題： 初嘉嘉把帽子放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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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童答錯想法題時的講解： 
嘉嘉沒有看見我們把帽子放在紅色櫃子裏，所以她不知道紅色櫃子裏有帽子，她也不

會想到她的帽子在裏面。她會以為帽子在白色櫃子裏，因為是她自己把它放進去的。

一個人如果不知道某些事情改變了，他原先的想法是不會變的。 

 

例子 2：意料不到的內藏物件 

看，這裏有個軟糖的筒。 
第一條個人想法題：你猜裏面有什麼？［軟糖。］ 
讓我們來看看。你把軟糖的筒打開好嗎？裏面原來是鈕扣。 
我們把它重新蓋好。 
 
個人錯誤想法題：打開之前，你本來以為裏面有什麼？［軟糖。］ 
提示︰你剛才說裏面是什麼？ 
測試題：實際它裏面是什麼？［鈕扣。］ 
他人錯誤想法題：如洋娃娃進來見到軟糖的筒，她會以為裏面有什麼？［軟糖。］ 
提示︰她腦袋裏想裏面是什麼？ 
 
學童答錯他人錯誤想法題時的講解： 
洋娃娃不知道軟糖的筒內藏的是鈕扣。她以為裏面是軟糖，因為這是個軟糖的筒。只

有我們才知道裏面實際放的是鈕扣。 
一個人如果不知道某些事情改變了，他原先的想法是不會變的。 

 
如學童答對了，教師應獎勵或稱讚他，問他：「洋娃娃會怎樣想？」 「為什麼？」以

增強他的理解。如他答錯了，教師要立即告訴他正確的答案，並解釋原因。 
 

這一部分須教授的原則概念 

 
不管學童答對與否，教師要經常告訴他： 
 

你如果不知道有些事情改變了，你原先的想法是不會變的，你會以為事

物和原先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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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假想遊戲 
這部分也是分為五級。 
 

4.1 第一級：感官肌能性 
學童只會拍打、揮舞、吸吮玩具，或把它排列成一行，或按體積或顏色分類，做出一

些刻板、重複性的行為。 
 

4.2 第二級：功能性初期 
學童用一般方法把玩玩具，當中並沒有假想成分，例如把杯子放在碟子上、把玩具車

推來推去。評估的指標是學童在十分鐘的記錄時間內，自發地有一次或兩次這樣的行

為。 
 

4.3 第三級：功能性定型 
評估的指標是學童在十分鐘的記錄時間內，自發地 少有三次功能性初期的行為。 
 

4.4 第四級： 

4.4.1 假想性初期 

遊戲的內容包括： 
 物件替代：以一個物件代替另一個物件，例如：學童把積木當作汽車。 
 賦予物件虛假性質，例如：學童揩拭洋娃娃的面孔，假裝它髒了。 
 運用想像的物件/設計想像的情景，例如：拿著空的杯子喝茶、將玩具車擺放如

一宗交通意外等。 
評估的指標是學童在十分鐘的記錄時間內，自發地有一次或兩次這樣的行為。 

4.4.2 真實與假扮的分辨 

教師作出一個假裝的行為，問學童他是真的在做還是在假扮。  
 

4.5 第五級：假想性定型 
評估的指標是學童在十分鐘的記錄時間內，自發地 少有三次假想性初期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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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教學建議 

帶領學童進行這部分的活動時，在挑選材料和玩具方面，教師須顧及學童的喜好和他

心智的水平 (不能只看他的年齡)。另外，在引進其他遊戲主題時，意念宜盡量靈活和

富於想像力。 
 
材料和主題： 
吃飯：玩具炊具/食具等； 
購物：小玩偶/購物籃/手推車等； 
公園：各式玩偶/嬰兒車/鞦韆/滑梯等； 
駕駛：各式玩偶/玩具車/交通標誌/交通燈/車房等； 
化裝：警察/消防員/醫生和他們的裝束等； 
一些零星的小物件，如盒子、泥膠、絲帶、不同形狀/質料的剪紙、棉花棒等。 
 

例子 

4.6.1 物件替代  

材料：一條皮帶 
我們來玩一個假扮遊戲。 
看！這是一條皮帶，我們可以把它當作別的東西。 
就把它當作一條蛇吧。 
(教師把皮帶抖動如蛇蜿蜒遊行狀，同時口中「 」作聲。) 
看蛇在草叢裏爬行，聽它發出的聲音， … 
我把皮帶當作蛇，你想不想試？ 
真實題：這是不是真的一條蛇？ 
假扮題：我把它扮作蛇，還是把它扮作皮帶？ 
 
學童答錯真實題時的講解： 
(教師清楚地表示不再假裝。) 
我們暫時不玩了，一同看清楚。看，實際它是一條皮帶，束褲子用的皮帶。它不是蛇，

當然不是，我們不過假裝玩玩罷了。實際上，它只是… 
(教師可提示答案直至學童答對為止。) 
 
學童答錯假扮題時的講解： 
(教師再把皮帶扮作蛇。) 
看，這是一條皮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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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指向皮帶。) 
但我把它扮作一條蛇。 
(教師盡量誇張動作。) 
它正在向我遊過來…呀！不要來咬我！啊！我被它咬了，可惡的蛇！ 
 
我再問你：我把它扮作蛇，還是把它扮作皮帶？ 
我把它扮作… 
(教師可提示答案直至學童答對為止。) 
 

4.6.2 想像的物件 

我們來玩第二個遊戲。 
看著我，我要假裝做一件事。 
我要假裝刷牙。 
(教師作刷牙狀。) 
我在假裝刷牙，你也來扮好嗎？ 
(教師繼續假裝刷牙，同時問：) 
真實題：這是真的一枝牙刷嗎？ 
假扮題：我是在假扮，還是真的在刷牙？ 
 
學童答錯真實題時的講解： 
(教師清楚地表示不再假裝。) 
我們暫時不玩了，一同看清楚 — 它並不是牙刷…看，什麼也沒有！我們在做什麼呢？

我們只不過在… 
(教師可提示答案直至學童答對為止。) 
 
學童答錯假扮題時的講解： 
(教師再假裝刷牙。) 
看，我在假裝刷牙，我擠很多很多牙膏，我大力地刷，我要我的牙非常非常清潔。你

也來刷好嗎？ 
我在假裝刷牙，還是真的在刷？ 
(教師可提示答案直至學童答對為止。) 
 

4.6.3 假裝的行為 

材料：洋娃娃 
我們再玩一個遊戲。 
(教師出示洋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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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我假裝替洋娃娃洗臉。 
我假裝她很骯髒。 
(教師用毛巾替洋娃娃作洗臉狀。) 
我假裝她的臉很髒，要好好地洗。你來扮好嗎？ 
(教師繼續假裝替洋娃娃洗臉，同時問：) 
真實題：洋娃娃的臉是否真的很髒？ 
假裝題：我假裝她的臉很髒，還是她的臉真的很髒？ 
 
學童答錯真實題時的講解： 
(教師清楚地表示不再假裝。) 
我們暫時不玩了，一同看清楚 —她並不骯髒…看，臉上什麼也沒有！很乾淨呢！我們

在做什麼呢？我們只不過在… 
(教師可提示答案直至學童答對為止。) 
 
學童答錯假裝題時的講解： 
(教師再假裝替洋娃娃洗臉。) 
看，我假裝她的臉很髒，要好好的洗，我要她的臉非常乾淨。你也要來替她洗臉嗎？ 
我在假裝替洋娃娃洗臉，還是她真的很髒？ 
(教師可提示答案直至學童答對為止。) 
 
如學童答對了，教師應獎勵或稱讚他，並問他老師在做/假扮什麼等等，以加強他的了

解。如學童答錯了，教師要立即提示正確的答案。 
 

這一部分須教授的原則概念 

 
不管學童答對與否，教師要經常告訴他： 
 

我們可以把一件東西當作第二件東西。 

我們就算把一件東西當作第二件東西，這件東西可沒有變，它還是它。 

人可以憑空想像一些東西/事件/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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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例子：如何將欠缺想像力的自發性的遊戲變得更具象徵意味 
遊戲主題：在公園裏 

家華是個聰明的男孩，他的語言能力是九歲。以下是他的自發性遊戲，整個過程可見

是頗為枯燥、沒有什麼想像力的。 
 
家華從箱子裏拿鞦韆出來，推它來回地盪，然後將「 轉」團團地轉。繼而從雜物

箱拾起幾粒膠鈕扣，拋上半空、接回。他抱起一個洋娃娃，想給她戴頂帽子。然後拿

一根飲管，放在口裏吹氣。他再從雜物箱拿了幾個膠環，拋上半空接回。又拿起一塊

圓型的硬卡紙，先給自己搧幾下，然後拋上半空接住。他又將「 轉」團團地轉幾

圈，再拿起在手裏繼續轉。繼而將膠環拋起、接回，把它滾過桌子，接著，用手指套

著它晃圈。他再往箱子裏找鈕扣，找不到鈕扣，卻找到幾張硬卡紙，他拿出來後又放

回去。家華返回玩具堆，把洋娃娃放進手推車裏。他再次拿起膠環，套在手指裏晃圈。 
 

4.7.1 著重功能性的遊戲 

對話： 
師：你幫我放幾個好嗎？我放不了這許多。 
生：之後呢？ 
師：你放這個，我放其他。還可以多放很

多個呢！ 
生：在這裏？ 
師：對。 
生：我放好了。 
師：我們來幫玩偶緊握欄杆。 
生：是不是這樣？ 
師：對，你幫我放這些玩偶上去。你來放

這小男孩。 
生：我推「 轉」轉圈好嗎？ 
師：先幫我放好玩偶，才推它轉。 
生：你幫我。 
師：什麼？ 
生：我做不來。 
師：把他的手拉起放在欄杆上，就是這樣，

另一隻手也一樣。 
生：這樣做對嗎？ 
師：做得很好。讓我們繼續，你放這女孩，

我放她的妹妹。 

過程： 
老師鼓勵家華將玩偶放在「 轉」上來

玩，即是：功能性地玩玩具。開始時家華

在房間內漫無目的地行來行去， 後坐在

老師旁邊的地板上，幫她把玩偶放在「

轉」上。 
 
家華完成後，拿起一顆膠鈕扣拋高、接回

多次。 
 
 
 
 
老師發出指令，要家華完成某一作業，使

他繼續玩下去。家華要求協助。 
 
 
 
 
家華繼續擺放玩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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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放好了。我們是不是玩假扮？ 
師：對，我們只是在假扮。你再放一個好

嗎？幫她緊握欄杆。 
生：我做不來。 
師：試試看。 
生：我不做。 
師：這隻手握緊了，你來把另一隻手合上

就成了。做得很好，現在我們有五個

玩偶在上面了。 
生：現在做什麼？ 
師：你推它們轉圈好嗎？ 
生：我正在推呢。 
師：好極了，玩偶在叫，「好快呀！好玩極

了。」 
生：我推它不停地轉好嗎？ 
師：玩偶往後轉呢，不如推它們往前轉。 
生：這方向？ 
師：對。不好，翻了。 
生：噢！ 
師：我們要救他，他受傷沒有？真不幸，

讓我們把他再放上去，這次可要兩隻

手緊握欄杆。 
生：回家了。 
師：推它們多轉幾個圈。這男孩也來推呢。 
生：什麼？你看我！ 

 
 
 
 
 
家華用手抱頭，不肯再試，只是看著老師

做。老師叫家華做一項較容易的作業，使

他繼續玩下去。家華聽從了。 
 
 
 
家華推玩偶轉圈。 
老師加進了「假想遊戲」意味，扮玩偶說

話。 
 
 
 
家華一時往前推，一時往後推，一個玩偶

跌了出來。家華把玩偶交給老師放回「

轉」上。 
老師加進了「假想遊戲」意味。 
 
家華又不想玩了，他自顧自唱歌、推「

轉」。家華離開遊戲的場景，拿起一顆鈕

扣拋高、接回多次。 
 

4.7.2 著重象徵性的遊戲 

對話： 
師：我們跟著做什麼好呢？你想玩什麼？ 

我們做個池塘好嗎？ 
生：唔… 
師：試試吧。用什麼做池塘好呢？ 
生：好呀！可是你要幫我。 
師：我會的。 
生：看！ 
師；把它當作池塘好嗎？ 
生：不要！ 

過程： 
家華在雜物箱裏亂翻，他找到一張長方型

卡紙，拿著它朝著老師面上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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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把那個當作池塘好嗎？ 
生：我喜歡風吹。 
師：是嗎？今天是不是很大風？我們用什

麼來做池塘好呢？ 
生：我喜歡風吹，我喜歡用各樣東西來搧。 
師：我們用這個來做池塘好嗎？玩完這遊

戲就回家。就用這個來做池塘好嗎？ 
生：看！ 
師：把它放下。池塘裏會有什麼？不如你

找幾隻鴨子放進去。拿什麼當作鴨子

好呢？ 
生：讓我來找。 
師；家華你看，這是什麼？「呷、呷、呷…」 
生：我把它黏起來。 
師：不如拿來做另一隻鴨子？做兩隻，好

不好？ 
生：我找不到了。 
師：這裏還有一小塊。 
生：照著捏嗎？ 
師：放進池塘好嗎？ 
生：這兒？ 
師：好極了。哎，小心，不如把池塘放在

地上。 
生：不要。 
師：家華，我們帶小孩餵鴨子好嗎？ 
生：好呀。 
師：找些什麼來餵好呢？ 
生：你來幫我。 
師：拿什麼來餵好呢？ 
生：看！ 
師：這是什麼？ 
生：一根跳繩。 
師：一根跳繩，我們把它當作公園裏什麼

東西好嗎？ 
生：我不要。 
師：把它當作矮樹叢好嗎？我們把矮樹叢

放在池塘旁邊。我們不如再找一棵，

可以當這東西是一棵矮樹嗎？ 

 
家華拿著卡紙搧自己。 
老師將卡紙引入遊戲，又將家華對卡紙的

注意力引開，她建議用一張綠色圓卡做「池

塘」。 
 
 
家華把圓卡放在地上，拿起一枝飲管、啣

著它，叫老師看。老師將他的注意力帶回

作業上，家華順從了，開始在雜物箱裏找

「鴨子」。他拿起長方卡紙，又搧起來了。 
 
老師用泥膠做了隻「鴨子」，家華找到另一

團，老師鼓勵他多做一隻。 
 
 
 
 
 
 
家華把「鴨子」放進「池塘」，然後拿著「池

塘」往上拋，在半空接回「鴨子」。 
 
家華開始離開遊戲的場景。 
老師再度嘗試把他留下來玩餵「鴨子」。 
家華重新坐下來了。 
 
家華在箱子裏翻找。 
 
家華向老師出示他找到的繩子。 
 
 
老師意圖將家華找到的東西帶入遊戲內。 
 
 
她將繩子捲成一小團放在「池塘」邊，繼

續發展遊戲的主題。家華又去翻雜物箱，

找到一顆鈕扣來把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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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情緒」部分記錄表 (一至五級) 

 
第一級：從相片辨認面部表情 
第二級：從簡單的繪圖辨認面部表情 
第三級：辨認與處境有關的感受 
第四級：辨認與願望有關的感受 
第五級：辨認與想法有關的感受 
 
運用方法 
1. 從第一級開始測試，找出學童所屬水平。 
2. 從學童開始答錯的那一級開始教授。 
3. 不可跳級教授。 
4. 要知道學童的表現有可能退步。 
 
以下是填寫示範 
 
 

「情緒」部分記錄表 (表 1)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一級：從相片辨認面部表情 ( 表示對 × 表示錯) 
 
表情            答案                其他評語 
開心   
不開心   
憤怒   
害怕 ×  誤認為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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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部分記錄表 (表 2)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二級：從簡單的繪圖辨認面部表情 ( 表示對 ×表示錯) 
 
表情            答案                其他評語 
開心   
不開心   
憤怒 ×  誤認為害怕 
害怕   
 
 
 

「情緒」部分記錄表 (表 3)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三級：與處境有關的情緒辨認 ( 表示對 × 表示錯) 
 
故事編號    表情      答案      解釋 
ES13 開心  因為有小蛋糕吃。 
ES25 不開心  因為不能夠盪鞦韆。 
ES37 憤怒  因為圖畫被塗花了。 
ES1 害怕 ×  因為和大狗玩。 
 
其他評語： 
學生需要提示，未能解釋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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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緒」部分記錄表 (表 4)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四級：辨認與處境有關的感受 ( 表示對 × 表示錯) 
 
故事編號   願望   感受     答案     解釋 
EDA1  開心  因為可以乘火車。 
EDB1  不開心 ×  因為可以乘火車。 
     
     
 
其他評語： 
學生未能代入別人的感受。 

 

「情緒」部分記錄表 (表 5)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五級：辨認與願望有關的感受 ( 表示對 × 表示錯) 
 
故事  願望/想法/感受(想法)  答案和解釋      感受(結果)  答案和解釋 
EBA1   開心  她猜想有小蛋糕吃。 開心  真的有小蛋糕吃。 
EBB1   不開心  他認為哥哥會買飛機。 不開心  哥哥真的買了飛機。 
EBC1   不開心 ×  她以為有小蛋糕吃。 開心  有小蛋糕吃。 
EBD1   開心  她猜想會收到洋娃娃。 不開心 ×  真的有洋娃娃。 
 
其他評語： 
學生對「願望」和「想法」同時在腦中出現感到混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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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知識/想法」部分記錄表 (一至五級) 

 
第一級：簡單的視覺角度練習 
第二級：複雜的視覺角度練習 
第三級：「所見構成所知」練習 
第四級：對的想法與行為的關係練習 
第五級：錯誤想法練習 
 
運用方法 
1. 從第一級開始測試，找出學童所屬水平。 
2. 從學童開始答錯的那一級開始教授。 
3. 不可跳級教授。 
4. 要知道學童的表現有可能退步。 
 
以下是填寫示範 
 

「知識/想法」部分記錄表 (表 1)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一級：簡單的視覺角度練習( 表示對 × 表示錯) 
 
物件         己方所見  他方所見  其他評語 
雨傘/鑰匙    
狗隻/菠蘿    
電話/香蕉    
燈泡/巴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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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想法」部分記錄表 (表 2)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二級：複雜的視覺角度練習 ( 表示對 × 表示錯) 
 
物件         己方所見  他方所見  其他評語 
單車  ×  不懂「倒置」。 
沙發    
 

「知識/想法」部分記錄表 (表 3)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三級：「所見構成所知」練習 ( 表示對 × 表示錯) 
 
物件 個人判斷題 解釋 
自己知道 
鉛筆         

 自己看著放。 

自己不知道 
球           

 自己沒有看著放。 

 
物件 

 
他人判斷題 

 
解釋 

他人知道 
鉛筆         

 洋娃娃看著老師放。 

他人不知道 
球           

×  洋娃娃看著老師放。 

 
其他評語 學生混淆自己看到和洋娃娃看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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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想法」部分記錄表 (表 4)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四級：對的想法與行為的關係練習 ( 表示對 ×表示錯) 
 
物件        想法  行動  位置測試  解釋 
1.珠子 ×  ×   學生答了玩偶認為珠子在桌上，會去桌子拿，

但他答對了玩偶今早看見珠子在床上。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其他評語 
 
 
學生混淆自己知道和玩偶知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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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想法」部分記錄表 (表 5) 

 
學校名稱： XXX                       
學童姓名： XXX                       
教師姓名： XXX                       
上課日期/時間：31/3/2003 9:00 A.M.         
 
第五級：錯誤想法練習 ( 表示對 ×表示錯) 
物件：                                         
意料不到的位

置轉移  
由白色櫃子 
至紅色櫃子 

個人錯誤想法及解釋    
學生答嘉嘉以為帽子在紅色櫃子。 

原來位置測試 

 
物件：             
意料不到的內

藏物件 
軟糖筒內的鈕

扣 

個人錯誤想法 

實際內藏物件測試 

他人錯誤想法   
學生答洋娃娃以為裏面是鈕扣。 

 
 
 
其他評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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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假想遊戲」部分記錄表 

 
觀察學童的自發性遊戲，然後根據以下記錄級數： 
第一級：感官肌能性 
第二級：功能性初期 
第三級：功能性定型 
第四級：(a) 假想性初期，  

(b) 真實與假扮的分辨 
第五級：假想性定型 
 
學校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學童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師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上課日期/時間：___________________ 
 
自發性遊戲的級數： □ 
 
自發性遊戲的描述： 
 
 
 
 
 
 
 
教授後達至的級數： □ 
 
教授時遊戲的描述： 
 
 
 
 
 
 
附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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