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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俱樂報

序言 

   讓同路人家長分享過來人的經驗，並喚起

社會人士關注有發展障礙人士的需要，提升

家長團結力量。爸爸俱樂報創刊嘞! 

                                                 作者: 鄧爸爸 

回想當初希望製造小生命時，心情緊張，到處找尋有關的資料，好讓誕下一個既聰明又健康的小孩子。但隨著太

太懷孕的後期，開始覺得有點失望。不是因為嬰兒的性別問題，而是胎兒的體型問題，屬細小型。 

 問題還不只此，到了兒子開始上學後，有些課程總是跟不上。初是以為是他懶惰及不留心，後來發覺事情並非如

想像的簡單，因尋求多位專家的意見後，知道兒子的腦部發育出了一些缺憾，所以令到他在學習出了問題。 

 到此，我和太太經常為了教養兒子的問題，發生了大大小小無數次的爭拗，亦影響了彼此的關係。以後，大家除

了談論兒子的問題外，便沒有甚麼話題討論。 

 我的婚姻關係弄成這樣，我也從沒有怪責兒子，因為我覺得他是無辜的。我始終是愛他的。我亦對他有一個承諾，

無論我的婚姻關係是怎樣，我對兒子的教養責任是不變。 

 在此，我呼籲社會人仕應對有特殊問題的兒童多點包容及體諒，這樣才可以使到他們能融入社會及貢獻社會。 

 另一方面，我也呼籲政府和學校方面應多撥資源照顧有特殊問題的兒童，好讓他們成為社會的資產，而不是社會

的負擔。 

                           作者: 李炳豪 

相信大部份家長初聞自己的寶寶有發展障礙問題的時候，都會感到震驚，不可置信、晴天霹靂、傷心、徬徨。

各種不安的情緒紛至沓來，但現實是無論我們有多難受，我們都要為自己的寶貝尋求協助。提供服務的機構不少，

可是徬徨的「新」家長可能一下子不知如何著手。我以個人的經驗，希望為這些家長提供一些意見。 

協助可以來自政府的，包括資助及志願機構，也可以來自私人經營的機構。有些父母(尤其是小朋友的情況不

是很差)恐怕小朋友被標籤，影響他們的將來，所以傾向付錢向私人機構購買服務，或者干脆將小朋友放在主流學

校，希望他們受到其他小朋友的薰陶，發展障礙的徵狀很快就會消失，回復正常狀態。可惜的是，真有問題的小朋

友不會突然好轉過來，反而延遲處理，可能影響小朋友改善的機會。我們要知道，政府資源不足，沒有問題的小朋

友，政府絕不會提供服務。我跟很多家長談過這個問題，結論是，如果不能百分百確定自己的小朋友沒有問題，最

好還是尋求政府提供的服務，因為小朋友的問題可能是一個長期的問題，很少可以一下子解決。政府提供的服務配

套齊全，費用較為低廉，而且提供長期跟進，可以省卻家長很多麻煩。如果經濟條件及時間許可，家長可以酌量購

買私人提供的服務，但是政府提供的，千萬不能推卻。 

挑選服務時(例如早期教育或特殊學校)，應留意除了挑選心儀的機構之外，最好挑選靠近自己的居所。因為有

好一部份小朋友都有行為及情緒的問題。長途跋涉往返學校，不單家長勞累，在途中引發小朋友不快的機會亦多。

在家居附近上課，就可以減少發生這時事情的機會。 

輪候政府服務需時，期間，如家長經濟條件許可，可以安排小朋友上一些親子班或者由資助/志願機構提供的

針對性課程，務使小朋友盡早接觸其他小朋友，學習與別人相處，或者接受專注力、守規則，自理等等的訓練。如

果經濟條件不容許，也要常常帶小朋友外出，多接觸其他小朋友，或多接觸大自然－在草地上跑跑跳跳，在海灘上

玩玩沙等等；所費無幾，但對小朋友的發展有很大的裨益。 

至於家長，最好找一些相關的書本看看，起碼對小朋友的問題有一個基本的概念。外間機構常常舉辦很多收

費相宜或者完全免費的講座，家長應該多參加，以增加應對難題的知識。至於同路人或家長的分享會，更宜多參加，

因為他們實際的經驗，可以切切實實提供解決小朋友的問題的辦法。. 

日前報載，一位患有過度活躍症而需要精神科治療的小朋友，竟然要輪候三年。這樣的安排，恐怕會害了小朋友的

一生。所以作為家長的我們，應該盡量參加各類家長組織，團結一致，為了小朋友，向政府爭取合理的資源。 

天下父母心                     作者: 張雅麗 
家庭是我們遮風擋雨的地方，愛與關懷對每一個兒童的成長更是不可或缺的，對有特殊需要的孩子更為重要， 對

爸爸俱樂部的爸爸而言， 這些先天性的條件肯定是他們所擁有，他們願意付出、願意分享， 而且他們更願意將這

份愛和關懷無私的與每位家長分享 。故此，他們決定為爸爸俱樂部出版一份刊物， 名為「爸爸俱樂報」，透過分

享過來人的毅力及盼望 ，相信能為讀者得到新啟示與鼓勵，也藉此平台好讓大家不斷在心靈上獲得交流，務求讀

者在當中得到更多的支持和一個清晰的方向。  

         

「爸爸俱樂報」， 不單是集合爸爸的力量， 而是從人的心靈開始， 將一點點內心深處的想法及價值觀用文字表

達出來 ，爸爸俱樂報的誕生正好擔當這道橋樑 因為男性往往不愛用說話表達自己呢! 我深信爸爸俱樂報可肩負著

這個責任。 

 

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主要是應一位我尊敬的爸爸而執筆的，沒有壓力下， 把這刻的心情寫下而已 ! 

 

「爸爸俱樂報」的誕生，實有賴編輯工作小組各成員的努力協作，在此邀請你加入我們的行列， 讓我們一起發揮

所長， 愛已愛人， 建立一份充滿愛與關懷的「爸爸俱樂報」!! 

爸爸俱樂部 
會員申請表格 

爸爸姓名:                                   
子女年齡:                                   
發展障礙類別:                           
聯絡電話:                                   
電郵地址:                                   
所屬中心:                                   
對小組的期望: 
                                            
                                            
申請辦法: 
請填妥以上的表格交回或傳真 2784 1194 至海富家

長資源中心，歡迎致電 2777 5588 向海富中心社工

查詢。 
編輯工作小組成員 

白義強   滿樂爸爸   陳善輝 

林中偉   李炳豪     鄧爸爸 

張雅麗   俊安、俊文爸爸 

2009 年 6 月 



 
 
 
 
 
 
 
 
 
 
 
 
 
 
 
 
 
 
 
 
 
 
 
 
 
 
 
 
 
 
 
 
 
 
 
 
 
 
 
 
 

 
 
 
 
 
 
 
 
 
 
 
 
 
 
 
 
 
 
 
 
 
 
 
 
 
 
 
 
 
 
 
 

              作者: 白義強 

 

回想加入協康會之爸爸俱樂部已差不多

八年了。猶記得每次聚會時。每個爸爸都會

把自己的問題拿出來。讓大家提供解決的方

法。我在此很多謝那些熱心的爸爸們。最難

得的是讓我們知道爸爸在整個家庭中擔當什

麼崗位和責任。尤其是家裡有個弱兒的家

庭。如果家務和管教全落在太太身上，那種

心理壓力和精神負擔是非常重大呢。我現時

父兼母職，深深體會到做一個弱兒媽媽所承

受的擔子是很重很重的。爸爸是家庭中堅分

子，同坐一條船，遇上風浪時，要同心合力

才可克服困難。在工餘時候能參與一部分管

教孩子或家務細作，會令整個家庭更加和諧。 

最後祝各位爸爸身心愉快 

父親節快樂!                           

 

                         作者: 林中偉 
執筆時, 正藉人類豬流感橫行, 2003 年人與人之間的

猜忌又再一次藉著一個噴嚏一個口罩建立起來, 忽然讓

我想起世俗人怎樣看待我們這些特別爸爸和特別孩子。

每個人都有自已的恐懼, 無論您是怎樣的一個人, 怎

樣的一個爸爸, 都在行為上表達出來。對於我們這些特

別的爸爸, 除了傳统中國人的” 男主外” 既成責任外, 

還要兼顧家人的壓力, 及特別的照顧責任。我們越恐懼

做不來, 事情就變得更糟。其實, 不自覺地, 我們認為自

已特別的命運便跌進受害的深淵, 相反, 有否想過我們

其實擁有着那” 無窮的力量” 。就像四肢皆先天殘廢的

阿 Nick, 他的力量比任何一個四肢健全的人更大, 自強

不息。所以, 今天爸爸俱樂部的眾爸爸, 您們都是力量強

大的感染者, 我們得到社會坊間的關懷, 曾幾何時有否

想過您能為這個社會貢獻些什麼? 我們的孩子不是這個

社會的包袱, 而是我們疼愛的骨肉, 也能感動別人, 只

要您相信, 他們才有生機, 這個社會才多一分包容的聲

音。 

                                      作者：滿樂爸爸 
同事常跟我開玩笑：“你在公司也文也武，對着你的兒子還不是做小丑”，不錯，做小丑是我多年來教導滿樂的方法…

和很多有特殊需要的小朋友一樣，滿樂的性格較為固執，也不善於用言語來表達自己的感受，控制情緒的能力也較弱，

偶爾會在街上發少爺脾氣不肯回家，家傭沒他法便會來電求援，這時我便會將我的聲線卡通化並用上各種不同的語調來

舒緩滿樂的情緒令他破涕為笑，故在旁的同事說我像做小丑….  

小丑一般解讀作卑微的角色，因為他／她們時常要不怕醜「扮鬼扮馬」來討觀眾喜悅，然而所得的回報卻是有限，

故平常人也不喜歡當小丑，我樂意當小丑因為憑藉這個角色的特質我更能作出「身教」的作用。 

在教導滿樂的路途上遇上很多自己和太太解决不了的難題，我常會不怕醜的請教或求助別人，我覺得要令兒子養成多

和他人溝通學習的習慣，作為施教者首先要以身作則給他樹立一個榜樣。如果我自己很害羞不願放下身段，一則會感到

孤立無援，更甚者亦欠說服力令兒子能勇敢面對及解決不同的困難。 

我常喜歡用情境學習的模式施教，故此我和太太盡量帶滿樂到公眾場合豐富他的生活體驗，然而滿樂卻很害怕接觸陌

生環境，常以哭鬧作逃避，不難想像我們在過程中遇上很多困窘的情境及惹來途人奇異的目光，不怕醜的我會毫不尷尬

地告訴他們滿樂是個發展慢的小朋友，需要多些時間去接受新事物，換來的多數是友善的理解，當然，我們偶爾也會遇

上旁人的負面反應和不諒解，可是，作為滿樂專用小丑的「我」只會一笑置之。 

常聽見一個道理﹕『你同我老友或我喜歡就怎樣都得，最佳教導孩子的效果莫如讓他們在愉快過程中學習，』我當小

丑因為他的强項正正是能逗人開心，滿樂很抗拒作一些强化大肌肉的訓練，然而當我用上小丑技倆來訓練，他便以為這

是遊戲不是練習，很開心地跟我「玩耍」…。 

誠然，在教導滿樂的路途很多時侯會感覺氣餒乏力，我用盡心力往往也是事倍功半甚或徒勞無功，這時我便會警醒自

己，小丑不論怎樣努力，預備怎樣充足，也難以保證每次也可以令到觀眾發笑，他們的回報可能僅是觀眾一刻的笑聲或

微薄的薪酬，然而他們會享受令人歡笑的使命感及和回味與觀眾真情的交流。漸漸地使我也學習小丑那樣明白應該享受

教導滿樂學習過程，放大他每個小小成果多於計算自己「付出」及「收穫」的比例。 

 

作為滿樂的終身守護者，我甘當一個稱職的小丑，一個不卑不亢的爸爸… 

後記 

祝〝爸爸俱樂報〞開工大吉，長命百歲 ! 

                                                   作者: 陳善輝 

有自閉症小朋友的家庭，父母往往把大部份時間，用作照顧自閉症小朋友，容易忽略身邊的其他子女，這樣會另其

他子女感覺到父母偏愛，或父母不願意照顧他們。這樣做會引至孩子妒忌，容易產生不滿及反叛，這是最容易出現

的情况。  

  父母應平衡孩子們心態，行為，這可能是自己疏忽照顧引起，不應讓他們產生妒忌，應把自閉孩子情况，一一解

釋給其他子女明白，好樣兄弟姊妹一起幫助，自閉幼兒一起訓練，一起成長。  
                                        齊心合力     事半功倍 

 

固執是最頭痛問題，但最先要改變，應該是父母習慣，家庭習慣，往往都是固執行為，如喝茶大多往固定酒樓，

餐廳，超級市塲，街市，商場，放工回家時候，都是同一路，同一地點，漸漸變為日常生活習慣。 

  面對自閉孩子，父母應把生活方式改變，因為自閉孩子越多環境刺激，對他幫助百利而無一害。但過程中，面對

困難重重，為了孩子一心一意面對。 

  以我孩子為例，初期出外回家，不願意轉換路線，他不願行、不願走，哭着我們也不理會，我們倆夫妻也抱着他

一起出外，一起回家，在數星期後，孩子也可以隨着我們一起走。如往協康會中心訓練，帶着孩子乘不同交通工具，

巴士、的士(每次在不同位置上車，落車)，回家甚至乘小巴往火車站，再轉乘另一輛小巴回家，讓他有更多環境認

識，第三天後，什麼間題都沒再出現，到現在還喜愛乘不同交通工具。  

                                   言教身教好重要    改變習慣有必要 

                                         作者：俊安、俊文的家長 － 尊，羅 
Hi! 各位爸爸，您們好！今次爸爸組為了這創刊号又要有一点兒搞作，又是發揮我們團體精神的時候了。 

     我很佩服張雅麗；即張姑娘，她給我們很多正能量，以致爸爸組可以維持及發揚光大，另方面又給予我們無形的

推動力，例如她說：「我不想給壓力你們，知道你們很忙，但又想你們交稿噃…………。」這种感覺真是難以形容！ 

     這回我想用一些生活化的部份，作為今次的主題：就是做運動。 

     回想起上一次在大型爸爸組搞的運動競技場上，除了各弱兒家庭的親子環節外，記憶尤新的精彩片段就是最後的

拔河遊戲，那時兩組爸爸十分投入，各家庭單位都歡呼喝彩地支持各位爸爸，而我們就抓緊那條大麻繩，大聲疾呼，鬥

過你死我活，絲毫不讓步，亦不留手，發揮了爸爸們的智慧和驚人力量。 

     以上提及的運動是每種運動中都具備同一種元素，就是面對挑戰。雖然其中一方輸了，另一方贏了，但當時各位

爸爸給我的感覺是在乎有否全情投入，面對所有困難和挑戰，最後贏輸雙方都很高興、很享受那刻的過程。 

     作為兩個弱兒家庭的中堅份子，我時常利用運動的精神及概念來處理他們的問題，這都是充滿功能和效率，例如

他們在學習踏單車時所遇到的種種困難和障礙，都要克服。經過十多年的訓練，我的大兒子俊安現時巳愛上了踏單車，

特別是很享受由大圍踏單車到馬鞍山的路程，沿途既可欣賞到美麗的風景，亦輕鬆地遇着不同路面的情況，產生互動，

從而訓練到他的思考和判斷力，到了目的地，泊好了單車，然後我們便在公園裏漫步或到商場走一趟，感覺非常舒服。

當然，這不是一件易事，但極富有挑戰性及成功感。 

     今次分享的目的是道出我們勇於面對挑戰的精神，身體力行，無懼困難，不到成功不罷休的態度！像柴狗說：「人

生有幾多個十年，做人最緊要痛快！」 

親愛的爸爸們，一起努力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