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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閉症譜系障礙者的臨床症狀之一是欠缺解讀他人情緒線索的能力。過往眼動儀之相

關研究以探究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在單純臉孔的情緒辨識表現為主，鮮少針對社會情境的

刺激素材來了解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的眼動凝視型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以眼動儀了解

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與一般發展兒童在靜態情境下的情緒材料的辨識力與凝視型態之表

現。本研究共招募 21 名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作為實驗組，搭配 21 名學前一般發展兒童作

為對照組，年齡介於四至七歲，實驗的素材為具生態特性情境下的五種情緒照片（高興、

難過、生氣、害怕，以及驚訝），依變項為五種情緒之情緒辨識的正確率，以及在不同興趣

區間的凝視時間。研究結果顯示：在靜態情境下的情緒辨識表現中，整體情緒及個別之高

興、難過、生氣、害怕等情緒，自閉症譜系障礙組的辨識正確率皆顯著低於一般發展組；

只有在驚訝的情緒辨識表現上，二組受試者的辨識正確率沒有達顯著差異。在凝視時間的

表現中，自閉症譜系障礙組與一般發展組於情境中各興趣區的平均凝視總時間呈現顯著差

異；但，在驚訝情緒中，組別與各興趣區則無顯著差異。最後依據研究結果與發現，提供

對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的情緒辨識研究與教學之建議。 

關鍵字：自閉症譜系障礙、情境下情緒、情緒辨識、凝視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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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緒論 

自閉症譜系障礙（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以下簡稱 ASD）依據 2013 年

美國精神醫學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Fifth Edition，以下簡稱

DSM-5），將原本的社交互動與溝通這二大

核心症狀合併為「社會互動與社交溝通障

礙 」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APA], 2013)，凸顯 ASD 的主要臨床症狀

是表現在社會情緒互惠交流及人際互動。

而在社交互動中，辨識他人的情緒是不可

或缺的一環。當個體要表達情緒或調節情

緒前，需先能辨識自己與他人的情緒及其

緣由，才能進一步以合適的方式表達情

緒，進而調節情緒；此外，正確解讀臉部

表情的訊息正是社會溝通或社交情境中的

重要媒介之一(Ekman, 1993; Loveland et 

al., 1994)，它不僅能讓我們去推論他人的

內在情緒或心理狀態，也能幫助人們在面

對不同的情境下判斷他人的情緒狀態及其

因果關係。若個體的情緒辨識能力不佳或

容易錯誤解讀他人的情緒狀態，對後續人

際現容易產生負面影響，並可能衍生人際

衝突，長久累積以往後會造成較差的同儕

關係，或受到同儕排斥（引自鳳華、孫文

菊等人，2019，頁 16）。為協助個體突破

ASD 的藩籬，一些教學介入因應而生，雖

然也都頗具成效，然而在跨情境或跨人物

的類化表現卻容易受限（趙家琛、吳思宜，

2018），如何結合眼動科技，確認眼神專注

的重點，並據此設計更符合 ASD 者特質以

及教學聚焦的重點，則是可以期待的方

向。目前眼動技術的重點著重於 ASD 兒童

在單純臉孔的情緒辨識表現為主，鮮少針

對社會情境的刺激素材來了解 ASD 兒童

的眼動凝視型態，本研究則考量情緒發生

必然伴隨環境的刺激，據此設計情境下的

情緒狀態，以探究 ASD 在情境下的情緒解

讀及眼動的注視型態，期望對後續的學習

及介入提供一實證的眼動凝視的資料。以

下則依序探討 ASD 情緒發展特質與 ASD

對注視人臉情緒的眼動型態。 

貳、文獻探討 

一、ASD 情緒發展特質與研究 

DSM-5 (APA, 2013)明確標註 ASD 的

主要臨床症狀為社會互動，而社會互動的

核心則是社會情緒的發展，特別是情緒的

辨識與互惠交流。一些研究亦觀察到 ASD

兒童在情緒能力及與同儕的交流上，常比

同年齡的兒童落後二至三年 (Attwood, 

2003; Rieffe et al., 2000)。據此，ASD 兒童

社會能力的各面向受到廣泛的重視，特別

對於情緒的辨識與理解，則是與社會情緒

發展及社會互動息息相關課題，(Boyatzis 

et al., 1993; Daou et al., 2014)。許多研究發

現 ASD 對社會互動的困難主要是他們在

情緒辨識上普遍有不足的現象，例如：有

困難解讀他人的臉部表情(Celani et al., 

1999; Klin et al., 1999)、呈現不適當的表情

(McGee et al., 1991)、不了解因果關係或錯

誤解讀情緒與環境刺激間的關聯（鳳華，

2006；Jaedicke et al., 1994）及缺乏心智理

論(Baron‐Cohen, 1989)等，而由於這些障

礙特質的因素，也使得 ASD 在面對人際互

動上容易受挫或碰壁。在 ASD 注意偏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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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神注視的研究中，發現 ASD 眼神注視的

偏好以非社交的相關刺激物（如：背景、

幾何圖形）為主，並顯示較長的關注時間，

而對於與社交相關的事物（如：人臉、與

他人玩遊戲）則較容易忽略，且關注的時

間通常較短(Bird et al., 2011; Chawarska et 

al., 2012; Klin et al., 2002; Shic et al., 

2011)。以下則依序介紹 ASD 兒童的情緒

辨識研究，分別從基本情緒、臉部線索，

以及情境脈絡等進行說明。 

（一）基本情緒之辨識研究 

Muris 等人(1999)曾設計出一套新心

智理論測驗工具(The new theory of mind 

test)，針對注意力缺陷過動症兒童、具有

焦慮障礙的兒童，以及高功能廣泛性發展

障礙兒童（包括 ASD 與不明確廣泛性發展

障礙的兒童），進行心智理論測驗分數的比

較；其中，情緒辨識的分測驗是根據

Spence (1980)的理念，設計臉部表情和姿

勢線索的情緒測驗，而情緒種類包括：高

興、害怕、生氣、難過。測驗時，會要求

受試者判斷照片中的臉部表情或身體姿勢

為何種基本情緒。研究結果顯示 ASD 與未

特定廣泛性發展障礙兒童的測驗表現顯著

低於其他二組障礙兒童。 

Kuusikko 等人(2009)則運用法蘭克福

臉部情緒辨識測驗與訓練(The Frankfurt 

test and training of facial affect recognition, 

FEFA)於電腦中呈現一系列黑白情緒照片

──高興、難過、害怕、生氣、驚訝、厭

惡，以及中性表情。測驗過程中，電腦螢

幕會呈現該照片與六種情緒單詞選項，讓

受試者判斷此張照片為何種情緒。其研究

結果發現，在臉部情緒辨識上，ASD 兒童

的整體分數是明顯的低於一般發童兒童，

從各種情緒表情之間的表現來比較，可以

發現 ASD 兒童對於辨識驚訝和厭惡二種

情緒是最為困難，其結果與 Baron-Cohen

等人(1993)得到相似的發現，Baron-Cohen

等人認為需根據信念來判斷的情緒──驚

訝，對於 ASD 而言較為困難。 

在基本情緒的辨識研究中，大多以六

種情緒──高興、生氣、難過、害怕、厭

惡、驚訝為主要實驗刺激。綜合上述研究

結果，相較於一般發展（Typical Devel-

opment，以下簡稱 TD）兒童或其他障礙

的兒童，ASD 在情緒辨識的表現相較於其

它障別有明顯的限制；此亦凸顯 ASD 主要

挑戰正是情緒辨識能力。另有部分研究指

出，在辨識情緒的種類中，以辨識複雜的

情緒如，驚訝，需借助個體的信念成分來

理解，則是最為困難的。 

（二）臉部線索之辨識研究 

當人表現不同情緒時，在臉部區域的

變化也會有所不同，例如：表現高興時，

人臉通常會呈現眉毛和嘴角上揚；表現生

氣時，會呈現皺眉、咬牙或臉部抽動，因

此在判斷人臉情緒時，注視他人的眼睛、

眉毛、嘴巴等臉部線索是相當重要的判斷

依據。為了解 ASD 難以理解他人情緒是否

與辨識臉部線索的困難有關，過往研究設

計一系列的測量工具或實驗程序，其中有

一部分的研究是以單獨呈現眼睛、單獨呈

現嘴巴的方式來了解受試者從不同的臉部

線索去判斷人物情緒是否有所差異。 

Baron-Cohen 等人(1997)為了解 ASD

對理解他人情緒困難是否跟與眼神注視有

關連，因此設計一系列測量工具──「眼

神辨識測驗」(Reading the mind in the eyes 

test)。此研究比較 TD 成人，以及 ASD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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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高功能自閉症與亞斯柏格症）對人臉

各區域的情緒辨識之表現；刺激材料共 60

張照片，分別以全臉、單獨眼睛，以及單

獨嘴巴三種方式呈現表情；測驗過程中，

受試者會被要求從二個選項中，選擇每張

照片下最能描述該人物的情緒單詞。研究

結果發現，不論從全臉或眼睛部位來辨識

情緒，ASD 成人在複雜情緒的表現上皆顯

著差於 TD 成人，尤其單從眼睛區域來判

斷人物的情緒是最為困難。 

Baron-Cohen 等人(2001)重新修訂上

述眼神辨識測驗，比較 ASD 成人（高功能

自閉症與亞斯柏格症）、TD 成人、大學生，

以及配對智力成人四組為對象，其研究的

程序如同原版，只是在問題的選項中從二

個增加至四個。研究結果顯示，與

Baron-Cohen 等人(1997)的結果相似，ASD

成人在測驗的得分顯著低於其他三組，但

其他三組之間則沒有差異。在此之後，

Brent 等人(2004)針對 ASD 兒童進行兒童

版的眼神辨識測驗，其研究選取各 6 至 12

歲的 ASD 兒童（高功能自閉症與亞斯柏格

症），以及 TD 兒童比較，在三項心智理論

任務的測驗──奇怪故事、漫畫，以及兒

童版的眼神辨識測驗。研究結果發現，在

判讀眼部訊息的情緒上，ASD 兒童的表現

是顯著低於 TD 兒童。 

因外，國內也有學者進行類似的研究

設計，李明洋與薛育青(2009)比較 ASD 兒

童、智能障礙兒童，以及 TD 兒童在表情

與眼神辨識的表現，研究者自編一套電腦

化測驗，刺激材料有高興和生氣二種情

緒，並分成注視左上方、正上方、右上方

三種方位，並將每張照片剪輯成僅呈現眼

部線索的表情，以及結合眼睛與眉毛現線

索的表情，共 12 組刺激照片。實驗結果顯

示，在表情辨識上，ASD 兒童與智能障礙

兒童之間無顯著差異，但二組兒童表現皆

顯著低於 TD 兒童；在眼神辨識上，ASD

兒童顯著低於另外二組兒童的表現。 

在注視人臉各區域的情緒辨識相關研

究可以發現，不管是國內或國外的研究有

得到相似的結果，ASD 兒童在臉部表情辨

識上的表現較 TD 兒童來得差，且發現

ASD 者大多會以人臉的下半部分為依

據，偏好注意嘴部的變化，而容易忽略對

眼睛、眉毛等臉部上半部的訊息，或整體

的臉部線索 (Gross, 2004; Klin et al., 

2002)。然而，針對學齡前兒童的相關研究

則付之闕如。 

（三）情境脈絡之辨識研究 

上述所使用的測驗素材主要是以呈現

人物的臉孔圖片為主，除此之外，也有部

分學者從更加多元、複雜的面向來了解

ASD 對於情緒的辨識與覺察能力是否與

TD 兒童有所區別，他們設計一系列的研

究（如：情境故事、日常情境圖片等）使

得刺激材料能更貼近日常生活，讓我們能

更加了解 ASD 在面對不同情境時，其情緒

辨識與覺察的表現如何。 

Hobson (1986)針對 ASD 兒童進行一

系列情緒辨識的研究，比較 ASD 兒童與

TD 兒童；測驗過程中，會運用錄影帶呈

現情緒表情、錄音帶呈現情緒聲音，以及

呈現情境等三種方式，而情緒類型包括—

高興、難過、生氣、害怕，以及中性等五

種情緒，讓受試者進行情緒配對。例如：

錄影帶中出現一位主角受傷且表現出難過

表情的短片，此時，受試者需配對哭泣的

聲音。研究結果發現，不管是哪一組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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較，在情緒辨識的能力上，ASD 兒童皆明

顯比 TD 兒童來得差。而 Baron-Cohen 

(1991)則比較 ASD 者、智能障礙者，以及

TD 兒童的情緒預測之能力；測驗過程中，

會以研究者訴說三種不同類型（包括：因

情境引起的情緒、因慾望引起的情緒，以

及因信念引起的情緒）的情境故事，並從

故事中穿插各二的問題來評分。研究結果

顯示：在因情境引起的情緒中，所有受試

者皆通過此測驗，且三組受試者沒有顯著

差異；在因慾望引起的情緒中，TD 組的

表現是傾向優於 ASD 組與智能障礙組的

表現，但三組受試者仍沒有達顯著差異；

在因信念引起的情緒中，ASD 組的表現顯

著低於智能障礙組和 TD 組，而智能障礙

組和 TD 組，二組間的表現沒有顯著差

異。我們可以發現 ASD 不管是對於單獨的

人物臉孔，還是面對到有情境脈絡下的圖

片、影片，或故事述說，其在情緒辨識的

表現上都是明顯比 TD 者來得差，而且面

臨較為複雜的情緒，像是因信念引起的情

緒尤其明顯。 

研究設計除了直接給受試者觀看不同

情境的圖片或影片外，也有學者是透過模

擬情境的實驗設計，讓我們了解 ASD 兒童

對於情緒覺察的表現如何。Scambler 等人

(2007)設計三種實境實驗來觀察兒童的情

緒反應，其比較 ASD 學前兒童、發展遲緩

學前兒童，以及 TD 學前兒童對於喜悅、

害怕、痛苦，以及厭惡情緒表情的覺察能

力。情境包括：打開驚喜箱出現喜悅或嚇

到的情境(surprise boxes)；品嚐到好吃與難

吃的食物出現喜悅或厭惡的情境(yummy- 

yucky)；及踢到桌子或敲到手指的痛苦情

境(experimenter distress)。研究結果發現，

在六項事件中的情緒反應，ASD 兒童的表

現大多是比發展遲緩兒童和 TD 兒童來得

不足，尤其在敲到手指的情境中，更達到

顯著的差異；而在過去的文獻亦有發現

ASD 對於負向情緒的辨識表現是更有其

困難度的(Pelphrey et al., 2002)。 

上述有關 ASD 情緒辨識的相關研究

相當豐富多元，然而也呈現幾個議題，第

一，研究者為了能有效區辨 ASD 情緒辨識

的重點依據為何，將刺激材料區分為眼

睛、嘴巴，或是眼睛、眉毛等局部的區域，

這樣的區隔確實讓分析的向度可以聚焦在

部分的區塊，然而，與自然情境是大相逕

庭的；第二，後續有些研究確實是採用具

脈絡情境的情緒圖片或影片，然而資料的

蒐集多數是以研究者觀察受試者的行為反

應或記錄其回答的狀況，並未能探測 ASD

眼動的注視型態，因而，本研究則設計具

情境脈絡的情緒照片作為施測材料，在受

試回答情緒問題的同時採集眼動注視的資

料，以更為客觀的方式進行探究。 

二、ASD 情緒辨識與眼動研究 

眼動追蹤的研究可追溯到在 1879

年，眼科醫師 Javal 對人們在閱讀歷程過

程中的眼動研究，發現眼球移動是由掃視

與凝視所組成；1897 年 Huey 發明了眼動

追蹤儀器，雖然當時的眼動儀器是具侵入

性的，然此發明驅使後續視覺認知的研究

結合科技並以更加客觀的方法來了解人們

的眼動型態。隨著時代演進科技也大幅躍

進，21 世紀所開發的眼動追蹤技術與設備

也日新月異，能以更客觀精確、省時經濟、

降低侵入性且兼具人性化的測量方式蒐集

人類眼動的形態，例如：不用頭架固定降

低侵入性、能以每秒抓取 120 筆眼動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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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使研究者能以更高的效能蒐集各種數

據資料，避免主觀判讀受試者的行為反應

(Zwaigenbaum & Penner, 2018)，用以了解

人們的眼神注意偏好、解題策略等機制。 

回顧國內、外使用眼動儀設備探討人

臉與情緒相關的研究，對於 ASD 的凝視模

式和眼動軌跡是出現不一致的結果，有部

分研究者發現 ASD 偏好注視嘴巴區域，注

視其時間是顯著多於一般人(Klin et al., 

2002)、且容易忽視眼睛區域(Corden et al., 

2008; Klin et al., 2002; Riby & Hancock, 

2008)，所以使得 ASD 在判斷情緒上是有

偏差的；而有部分研究的結果則發現 ASD

在眼睛與嘴巴區域的注視時間是沒有顯著

差異的表現，與一般人的表現亦沒有差異

(Freeth et al., 2010; van der Geest et al., 

2002)。以下將針對 ASD 情緒辨識之國

內、外的相關眼動研究進行說明與探討。 

Pelphrey 等人(2002)以 Ekman 所設計

的情緒表情照片作為刺激素材，使用眼動

儀比較ASD成人與TD成人在凝視型態上

是否有差異。實驗作業分為二部分：第一

部分，會給受試者隨意觀看 12 張表情照

片；第二部分，會再給受試者觀看 24 張表

情照片，並要求判斷每張照片的情緒為

何。結果顯示，不管是哪一個部分，ASD

組會花較多的凝視時間及凝視次數於非臉

部的主要特徵部位，也就是對眼、鼻、嘴

部的凝視時間及凝視次數少於一般成人。

此外，Pelphrey 等人(2002)亦發現 ASD 組

展現出與一般成人相當不同的掃視的過

程，一般成人在判斷表情情緒時，大多會

注視整體的方式去處理訊息，掃視路徑也

較有組織，而 ASD 組的凝視路徑則較為凌

亂，偏好注視部分的線索，如：耳朵、下

巴或髮線。而國內學者也有發現向似的結

果，劉耿良等人(2016)針對 ASD 兒童與

TD 兒童進行比較，比較二組受試者在臉

部表情辨識的表現是否有差異；在臉部表

情辨識的過程中，會給予受試者觀看

Ekman 所設計的情緒表情照片，並呈現情

緒字詞的選項給受試者選擇。其研究結果

顯示，在凝視型態上，嘴部凝視時間相對

於眼部凝視時間的比值，ASD 組與 TD 組

是有顯著差異，也就是 ASD 組凝視嘴部區

域的凝視時間是高於 TD 組。 

然而，同樣在 2002 年 van der Geest

等人的研究卻得到了不同的結果。van der 

Geest 等人(2002)使用相似 Pelphrey 等人

(2002)的情緒刺激素材及作業流程，比較

ASD 兒童與 TD 兒童在凝視型態的差異。

但其研究結果與 Pelphrey 等人的研究結果

發現，在臉部、眼睛、嘴巴，以及其他臉

部部位的凝視時間和凝視數次上，ASD 兒

童和 TD 兒童並沒有達到顯著上的差異。

其中二個研究不同之處有二部分，第一是

指導語的部份，van der Geest 等人在受試

者測驗前，會給予「仔細看這些圖片」的

指導語，而 Pelphrey 等人則是請受試者隨

意看這些圖片；然而，給予這些明確的指

導是有可能影響實驗的結果 (Hobson & 

Lee, 1998; Willemsen-Swinkels et al., 

1998)。第二是實驗程序的部份，van der 

Geest 等人，會讓受試者先逐一看過刺激

圖片，接著會再一次讓受試者看剛才所呈

現的相同的刺激圖片，並逐一詢問該張刺

激圖片的情緒為何；與 Pelphrey 等人和劉

耿良等人的研究相較下，van der Geest 等

人研究的受試者是多了較多的時間與機會

去判斷該臉孔照片的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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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實驗較偏向實驗室情境，沒有

提供人物的肢體動作或日常的情境脈絡，

僅單純的呈現情緒臉孔刺激，其結果僅能

解釋情緒臉孔的處理，而不是對整體社會

訊息的處理(Fletcher-Watson et al., 2009; 

Smilek et al., 2006)。因此，有部分研究使

用有社會情境的刺激圖片或影片，來進一

步了解 ASD 在面對更為複雜的情境脈絡

下，其凝視的形態是否會與 TD 有所不同。 

Klin 等人(2002)則擷取了電影《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 ?》中對話的片段

做為刺激素材，比較 ASD 及 TD 青少年觀

看動態刺激影片時，二組受試者在四個區

域──眼、嘴、身體，及物品的眼動凝視

型態是否有所差異。實驗過程，會給予受

試者觀看五段有四位主角互動的電影片

段，每個片段撥放 30 至 60 秒，刺激間格

為五秒。研究結果顯示，ASD 組在眼部區

域的凝視時間較少，而在嘴、身體及物品

的凝視則較多。而 Hanley 等人(2013)則是

透過靜態照片，來了解 ASD 青少年是如何

去處理人物表情，以及不同的社交內容。

在刺激素材上分為二部分──單獨臉孔與

社交場景；單獨臉孔內容包括：Baron- 

Cohen 與 Wheelwright (2004)所設計的

Mind Reading 測驗之情緒表情、擷取影集

內的誇張表情，以及自然表情；而社交場

景內容包括：擷取影集內的表情，以及擷

取影集內的自然表情。測驗過程中，受試

者會被告知看到不同的照片，並且觀看他

們喜歡的內容即可。研究結果顯示，在單

獨臉孔的素材中，二組受試者於 Mind 

Reading 表情及影集內的誇張表情中，皆

無顯著差異，但在自然表情中，ASD 組注

視頭髮區域的凝視時間是顯著高於 TD 組

的；在社交場景──有表情中，研究發現

ASD 組在眼睛區域的凝視時間是顯著低

於 TD 組，在凝視身體區域有明顯高於 TD

組。此外，在社交場景──自然表情中，

ASD 組在凝視臉部與眼部區域是顯著低

於 TD 組。 

除此之外，國內學者余勝皓等人

(2018)則是參酌 Smilek 等人(2006)的研

究，比較 ASD 兒童，以及 TD 兒童，在自

然情境照片中對社會刺激圖片上的凝視型

態是否有所差異。實驗中使用了四種刺激

素材──單人／社交、單人／非社交、多

人／社交，以及多人／非社交，測驗過程

中，讓受試者隨意觀看此四種刺激素材，

並最後在測驗結束後，詢問受試者與刺激

內容相關的記憶問題，如：「看完這些圖

片，你有沒有印象是有人在表演呢？」。其

研究結果發現，從凝視時間來看，ASD 組

在人物、頭部，及眼部區域的凝視時間顯

著低於 TD 組，而在非人物及嘴部區域的

凝視時間顯著高於 TD 組。而從絕對第一

凝視點來看，TD 症組在絕對第一凝視點

落入眼睛區域的比例顯著高於其他區域，

而 ASD 組偏好優先落入眼睛區域的比例

是顯著低於頭部其他區域。 

從上述的研究可以發現，在社會情境

的辨識中，有部分學者認為 ASD 對於非人

物或嘴部區域的凝視時間皆會比眼部來得

多（余勝皓等人，2018；Hanley et al., 2013; 

Klin et al., 2002）。我們可以得到一致的發

現，當 ASD 面對更貼近真實生活的社會刺

激素材，對於他們而言，是會更加困難辨

識與理解的；因外，在眼動型態上，凝視

的位置會偏向臉部下半部或與社交無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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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物，以及掃視有較為凌亂、無組織性的

傾向。 

三、小結 

近年來探討 ASD 之社會情緒相關的

研究，開始轉向社會訊息中整體的注意力

表現，以及掃視路徑的型態。對於 ASD

的眼神注意的研究，大部分的研究最終目

的都是為了了解 ASD 在日常生活的當

下，其會較注意到整個情境脈絡的哪些位

置。然而，實驗室中常使用的刺激素材大

多為單獨的臉孔表情，其優點在於嚴謹且

好控制，但也容易將日常生活中豐富多變

情境簡單化(Smilek et al., 2006)。在實驗室

中所設計的認知測驗實驗，大多只能讓了

解到人們對於特定情況的認知處理方式，

然而這並不一定能完全推論到人們在現實

生活中的處理模式(Ladouce et al., 2017; 

Neisser, 1976)。例如：對於情緒辨識的實

驗中，通常是會在電腦螢幕中呈現單純僅

有臉孔的圖片；從中雖然可以了解到受試

者對於不同臉孔的反應時間、眼動凝視

區、腦波數據等臉孔處理過程的資訊，但

受試者在面對更接近真實情境脈絡時，除

了會注視臉孔及肢體動作，或他人所注視

的物品等社會訊息，也可能會注意到照片

中的髮飾、牆壁上的畫作等環境刺激；因

此，要從實驗室的臉孔處理過程研究進一

步推論到社會情境是有其限制的。故，本

研究使用本土兒童在一般日常生活常見的

情境作為素材內容，來提升生態效度

(ecological validity)，使研究能更貼近受試

者在日常行為其注意力處理的運作方式，

並藉由眼動儀來蒐集受試者的動眼數據，

以保持科學的嚴謹性與客觀性。 

 

本研究依據 Smilek 等人(2006)對圖片

刺激所提出之生態效度概念，並參酌余勝

皓等人(2018)設計的刺激圖片，然本研究

與余勝皓等人不同的地方是，研究者在刺

激圖片中增加相關的背景環境的刺激，

如：桌椅、牆面、房子等，而非僅有呈現

人物和人物本身相關的事物，使得刺激素

材能更加貼近真實生活，讓實驗更具有生

態效度。故，本研究透過較為複雜的素材，

作，也會其內容除了包括人物本身的表情

或肢體動增加引起主角情緒的物品（如：

把玩具玩壞），或人與人之間的互動（如：

一起玩玩具），使得刺激素材能更貼近兒童

日常生活的場景畫面，用以了解受試者在

面對日常情境時的凝視型態。 

過去的研究發現 ASD 需要同時處理

視覺訊息並與後續的行為聯繫起來，對

ASD 而言會變得更加困難(Adolphs et al., 

2001; Bormann-Kischkel et al., 1995; Cas-

sidy et al., 2014)；換言之，讓 ASD 觀看臉

孔表情或社會情境相關的刺激事物，並要

求他們能回答情緒問題時會有困難。而國

內的情緒辨識相關研究中可以發現，劉耿

良等人(2016)呈現刺激素材並同時要求受

試者辨識情緒的實驗流程，但刺激素材是

使用單一臉孔表情，並非是社會情境的素

材；余勝皓等人(2018)的研究是使用自然

情境的素材，但在實驗的過程中僅單純只

蒐集受試者的眼動資訊，並無法從中同時

了解受試者對於此情境的了解？此外，上

述的研究對象都以六歲以上兒童、青少年

及成人作為研究對象，對於六歲以下學前

兒童的研究尚缺。因此，本研究目的除了

使用生態效度較高的情境刺激素材外，同

時也會探究受試者在情境下情緒的命名表



 
 
 
 
 
 
 
 
 
 
 
 
 
 
 
 
 
 
 
 
 
 
 
 
 
 
 
 
 
 
 
 
 
 
 
 
 
 
 
 
 

 

˙89˙ 

 

自閉症譜系障礙兒童在靜態情境下情緒辨識表現及眼動研究 

現，並進一步了解受試者在不同類別的情

緒中，ASD 兒童的情緒辨識表現與各區域

的凝視時間之表現，並與 TD 兒童進行比

較；研究對象則選取七歲以下的兒童作為

受試者，以補充學前兒童的眼動相關實證

資料。 

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方法與變項  

本研究是使用橫斷研究法與立意取樣

法來進行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研究架構圖

如圖 1 所示，其比較二組受試者在靜態情

境下測驗的情緒辨識正確率與平均凝視總

時間之表現差異，各變項說明如下： 

本研究自變項為二組組別，一組為

ASD 兒童、另一組為 TD 兒童，且二組在

性別與年齡方面進行控制；收取的年齡範

圍為兒童：ASD 組四至七歲、TD 組五至

七歲。依變項為本研究探討高興、難過、

生氣、害怕、驚訝等五種情緒，以及五種

情緒合併（整體情緒）的表現，其中分析

的依變項為情緒辨識的正確率，以及在各

興趣區（人物、引發情緒之人事物、其他

區域；眼睛、嘴巴）的平均凝視總時間。 

凝視時間(gaze duration)意旨眼睛注

視停留在某區域的時間，凝視總時間則是

指該區域所有凝視點停留時間之加總；由

於本研究每種情緒的素材數量不等，故計

算的平均凝視總時間為某一情緒的凝視總

時間之平均數。其凝視的多寡可以用來表

示受試者對於此區域之物件有一定的興趣

程度(Salvucci & Goldberg, 2000)。 

二、研究對象 

本研究招募 21 名 ASD 兒童，以及 21

名 TD 兒童，並以就讀幼稚園、學前班之

兒童作為目標族群，若在測驗當中，受試

者中有出現明顯移動或擺動的情況，使得

眼動儀跳出未偵測到眼動數據之訊息，該

受試者之眼動資料將排出於分析資料中。

本研究設定選取標準條件如下： 

（一）實驗組：ASD 兒童組 

符合 DSM-5 的 ASD 診斷標準；正式

收案前，研究者透過電訪或面訪家長的方

式，以了解受試者目前的能力表現是否符

合本研究的對象，包括障別、排除之障礙、 

圖 1 

研究架構 

 

 

實驗組 
ASD 兒童 依變項 

1. 情緒辨識答對率 
2. 平均凝視總時間 
a. 人物       d. 眼睛 
b. 引發情緒   e. 嘴巴 
c. 其他區域 

靜態情境下情緒測驗 
整體情緒 
個別情緒 
1. 高興情緒 
2. 難過情緒 
3. 生氣情緒 
4. 害怕情緒 
5. 驚訝情緒 

對照組 
TD 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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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有進行其他早期療育課程等，此外，

也確認受試者具備基本口語能力、包含聽

指令或識字等能力。此外，由於眼動追蹤

實驗的限制，受試者需具備穩定的行為表

現，因此招募對象需符合以下條件： 

1. 持有公私立醫院之 ASD 診斷證明書

者，並排除智能障礙者。 

2. 至少能穩定坐在位置上達 30 分鐘者。 

（二）對照組：TD 兒童組 

配對與 ASD 組性別、生理年齡相仿者

作為對照組，且 TD 兒童招募對象需符合

以下條件： 

1. 排除有 ASD、智能障礙、語言障礙等兒

童心理疾病者。 

2. 至少能穩定坐在位置上達 30 分鐘者。 

人口學變項描述統計，如表 1。實驗

組年齡介於四至七歲，平均為 5.20 歲，標

準差為 1.12；其障礙程度的分佈：13 名輕

度障礙、7 名為中度障礙，及 1 名重度障

礙。對照組年齡介於五至七歲，平均為 4.91

歲，標準差為 1.00。二組於年齡之獨立 t

檢定，結果發現：不同組別在年齡上並沒

有顯著差異，t(40) = -.872，p = .388。 

 

三、研究工具 

（一）實驗設備 

筆記型電腦：以 ASUS 筆記型電腦呈

現刺激素材，其螢幕為 15.6 吋 Full HD 

(1920 × 1080)的防眩光螢幕；滑鼠為無線

滑鼠，以利遠端控制實驗。 

眼動儀：硬體設備為 Tobii Pro X3-120 

（瑞典）為便攜式眼動儀，其透過紅外光

源收集受試者的眼動資料，採樣率為 120 

Hz（每秒取樣 120 次）的凝視頻率，其位

置放置於電腦螢幕下方；五點校正作業完

成後，測驗開始後即進行眼動相關數據的

收集。軟體設備為 Tobii Studio 3.4.8 版本，

進行受試者的眼動資料之蒐集與分析作

業。 

（二）靜態情境下情緒測驗 

本研究採用鳳華、胡中凡等人(2019)

所編制發展的情緒測驗作為施測材料，過

去相關研究針對情緒辨識之實驗素材，大

多以西方人臉或背景為主， Jack 等人

(2012)的研究指出，亞裔的受試者較難辨

識歐洲裔的臉部表情，且在眼動研究中，

亞裔的受試者注視人臉部位與歐洲裔相異

(Rodger et al., 2010)。 

表 1  

人口學變項描述性統計 

屬性 ASD 組 TD 組 獨立 t 檢定 

人數（名） 21 21 — 

男：女 17 : 4 17 : 4 — 

年齡分布（歲） 4－7 5－7 — 

年齡平均數（標準差） 5.20 (1.12) 4.91 (1.00) t (20) = - .872, p =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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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辨識情緒的研究中，因不同

種族的人臉或文化是可能成為影響實驗的

因素之一。故，該測驗編製採用亞裔臉孔

之情緒辨識素材，並參考 Ekman (1972)所

提出的基本情緒，包括：高興、生氣、難

過、害怕、驚訝等，情緒表現須符合基本

情緒的特徵；情境脈絡則是兒童於日常生

活較為熟悉的情境，包括：一起玩積木、

被同學指責等情境，如圖 2。實驗刺激素

材的編制與選取簡要說明如下。 

1. 實驗刺激製作： 

刺激材料分為真人表情及繪製圖卡。

真人表情照片之拍攝工具為 Sony RX 100 

M4；經過徵求表演者同意後進行情境下情

緒的拍攝，共計六名表演者，男生三名、

女生三名，年齡介於 12 至 13 歲之間。拍

攝前，與兒童發展專家三名共同討論及調

整拍攝內容；拍攝過程中，請每位表演者

依據所安排的情境事件表現出相對應的情

緒表情，並事後透過影像編輯軟體 Adobe 

Photoshop CS6 進行修飾與垂直裁剪。每種

情緒各八張；每張照片寬度為 1280 像素，

高度為 720 像素。卡通表情圖片：透過專

業插畫家繪畫每種情緒各八張；每張圖片

寬度為 1280 像素，高度為 720 像素。 

圖 2 

靜態情境下情緒測驗之範例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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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素材選取： 

該測驗共拍攝真人表情照片及卡通表

情圖片共計 80 張，與專家共同篩選每種情

緒各四張（含真人及圖卡），共 40 張，並

進行網路票選；透過 Google forms 網路問

卷的方式進行問卷票選，票選者為社科學

院及教育學院相關背景之大學生，共有 85

位票選者；票選結果選取 13 張刺激素材，

包括高興三張、難過三張、生氣三張、害

怕二張、驚訝二張。 

四、凝視興趣區之劃分 

研究者將刺激素材的內容分為二大類

興趣區進行後續的分析，如圖 3 所示。藉

由 Tobii Studio 軟體來劃分，藉此劃分用

以比較ASD兒童與TD兒童在具有不同意

義的區域間，在眼動數據中是否存在差異。 

興趣區的劃分為二類：第一類分析的

興趣區分別為人物、引發情緒之人事物、

其他區域，在劃分原則上，是以沿著人物，

或物品的邊線來劃分，且各興趣區不重

疊；第二類為人物表情的各興趣區，其分

別為眼睛、嘴巴等區域，在劃分原則上，

是以矩形的方式來劃分，矩形的四邊至該

部位的頂端，且各興趣區不重疊。 

五、實驗程序 

在實驗程序的部份，二組受試者均經

過相同的實驗流程進行，以下進行說明。

本研究採一對一施測，外加一位記錄者進

行測驗，施測者負責實驗操作、記錄者負

責記錄受試者之回答與受試者之行為狀

況。 

測驗正式開始前，施測者會先與受試

者說明測驗的流程，並讓受試者從三至五

個禮物中選取一個，作為測驗完成的獎

品。接著，受試者會引導受試者至另一桌

面準備開始測驗。測驗前，受試者會先開

始進行五點眼動校作業，以及二題練習題

讓受試者能熟悉測驗形式。 

圖 3 

靜態情境下情緒之各興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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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驗流程的說明，如圖 4，一開始呈

現二秒的提示（鈴鐺），接著會呈現三秒的

刺激圖，在第四秒後會有情緒問題出現「請

問他的心情是……」的圖示與語音，若受

試者回答正確，會重新開始呈現下一組刺

激；若受試者回答錯誤或沒有回答時，將

會呈現提示字卡的頁面 22 秒，讓受試者從

五種不同情緒的字卡中取選一個答案（不

會出現刺激圖片），接著重新開始呈現下一

組刺激，共有 13 組刺激組，且隨機排列出

現，其測驗時間約 10 至 15 分鐘。 

六、情緒辨識計分 

受試者辨識該情境之主角情緒時，若

能在刺激圖出現時，以口頭回答，並答對

者，該題計二分；透過提示字卡呈現後，

以口頭回答或指認字卡並答對者，該題計

一分；皆答錯或無回應時，則計零分。其

中，受試者對於五種情緒的回答答案為以

下幾種說法，為正確辨識的答案之一，其

如下：高興(happy)：高興、開心、快樂、

愉悅；難過(sad)：難過、傷心、沮喪、悲

傷、哀傷；生氣(angry)：生氣、憤怒；害

怕(fear)：害怕、可怕、嚇到；驚訝(surprise)： 

驚訝、訝異、震驚、驚喜、嚇一跳。 

肆、研究結果 

本研究共選取 ASD 組 21 名與 TD 組

21 名受試者，先後接受眼動校正作業，以

及靜態情境下情緒測驗。本研究使用 SPSS 

20.0 中文版進行分析，透過變異數分析來

比較二組受試者的情緒辨識正確率，以及

各興趣區的平均凝視總時間之表現差異。 

一、情緒辨識正確率結果與分析 

由於本研究主要關心TD組與ASD組

在各種情緒的辨識正確率，故以下僅針對

不同身分別之間的表現進行分析。研究者

以情緒辨識正確率作為依變項，分別以身

分別、情緒類別進行 2 × 5 的二因子變異

數分析：混合設計。自變項一為不同的身 

圖 4 

測驗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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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TD 兒童、ASD 兒童）；自變項二為

不同的情緒類別（高興、生氣、難過、害

怕、驚訝）。 

從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如表 2，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2.73，p = .001，身分別與情緒的交互作

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4,160) = 3.03，p 

= .019。 

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檢

定，結果發現：在高興、難過、生氣、害

怕等情緒中，TD 組的正確率皆顯著大於

ASD 組；惟獨在驚訝情緒中，TD 組（M = 

21.43%）的正確率與 ASD 組(M = 11.90%)

間沒有達顯著差異。 

在回應方式的部分則發現受試者在面

對刺激圖片與提問時，大多是以口頭的方

式進行回答，部分受試者需透過字卡提示

以協助口頭或指認的回答。在回應的方式

上，TD 組與 ASD 組沒有特別的差異：TD

組有 19 名兒童是以口頭的方式進行回

應、2 名兒童是以指認的方式進行回應；

ASD 組有 16 名兒童是以口頭的方式進行

回應、5 名兒童是以指認的方式進行回應。 

二、平均凝視總時間結果與分析──人

物、引發情緒人事物、其他區域 

研究者以平均凝視總時間作為依變

項，分別以身分別、不同興趣區進行 2 × 3

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混合設計。自變項

一為不同的身分別（TD 兒童、ASD 兒

童）；自變項二為不同的興趣區域（人物、

引發情緒人事物、其他區域）。由於本研究

探討實驗組與對照組於五種情緒的眼動數

據，故將以下分別就整體情緒，以及高興、

難過、生氣、害怕、驚訝等五種情緒進行

分析。 

二組受試者在整體情緒，以及五種不

同情緒中，於各興趣區內的平均凝視總時

間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3。 

（一）整體情緒 

整體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9.31，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達顯著效果，F(2,80) = 15.71，p 

< .001，如圖 5。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

主效果檢定，結果發現：在人物區域中，

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在引發情緒之人事物區域中，TD 組

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而

在其他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

與 ASD 組的表現是沒有達顯著差異。 

表 2  

不同組別於各種情緒的辨識正確率之平均數(%)與標準差 

 TD 組  ASD 組 F 值 
情緒類別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高興情緒 92.06 23.34  55.56 45.13 12.03** 
難過情緒 66.67 29.81  38.10 39.84 7.37** 
生氣情緒 84.13 20.05  41.27 37.87 16.58*** 
害怕情緒 66.67 32.91  35.71 42.26 8.65** 
驚訝情緒 21.43 33.81  11.90 26.95 0.82 

**p < .01.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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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組別於各興趣區內的平均凝視總時間之平均數（秒）與標準差 
區域 TD 組  ASD 組 F 值 
整體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物 1.17 0.15  0.68 0.37 40.32*** 
引發情緒人事物 0.69 0.17  0.49 0.21 7.00** 
其他 0.62 0.22  0.66 0.24 0.28  
高興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物 1.10 0.22  0.50 0.34 49.3*** 
引發情緒人事物 0.67 0.29  0.51 0.25 3.51  
其他 0.63 0.26  0.69 0.31 0.49  
難過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物 1.04 0.27  0.61 0.39 20.80*** 
引發情緒人事物 0.84 0.28  0.54 0.34 10.13** 
其他 0.44 0.28  0.53 0.26 0.91  
生氣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物 1.48 0.29  0.92 0.55 26.00*** 
引發情緒人事物 0.61 0.28  0.50 0.30 1.00  
其他 0.54 0.23  0.63 0.39 0.67  
害怕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物 1.12 0.28  0.70 0.40 16.34*** 
引發情緒人事物 0.70 0.32  0.39 0.26 8.90** 
其他 0.66 0.36  0.77 0.37 1.12  
驚訝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人物 1.02 0.20  0.64 0.43 

 引發情緒人事物 0.59 0.19  0.45 0.27 
其他 0.96 0.22  0.73 0.30 
**p < .01. ***p < .001. 
 
（二）個別情緒 

高興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8.28，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達顯著效果，F(2,80) = 17.13，p 

< .001。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檢

定，結果發現：在人物區域中，TD 組的

平均凝視總時間顯著大於 ASD 組；在引發

情緒之人事物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

總時間與 ASD 組的表現是沒有達顯著差

異；在其他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

時間與 ASD 組的表現是沒有達顯著差異。 

難過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7.46，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2,80) = 7.41，p 

= .001。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

檢定，結果發現：在人物區域中，TD 組

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在

引發情緒之人事物區域中，TD 組的平均

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而在其他

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與 ASD

組的表現是沒有達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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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身分別與興趣區（人物、引發情緒人事物、其他）之交互作用圖 

 
 

生氣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9.51，p = .004，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作

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2,80) = 8.98， p 

< .001。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

檢定，結果發現：在人物區域中，TD 組

的平均凝視總時間顯著大於 ASD 組；在引

發情緒之人事物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

視總時間與 ASD 組的表現沒有達顯著差

異；在其他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

時間與 ASD 組沒有達顯著差異。 

害怕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3.00，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2,80) = .83，p 

= .001。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

檢定，結果發現：在人物區域中，TD 組

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在

引發情緒之人事物區域中，TD 組的平均

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而在其他

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與 ASD

組的表現是沒有達顯著差異。 

驚訝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9.19，p < .001；TD 組（M = 0.86 秒）顯

著大於 ASD 組（M = 0.61 秒）。身分別與

興趣區的交互作用則沒有達顯著，F(2,80) = 

2.34，p = .103。 

三、平均凝視總時間結果與分析──眼

睛、嘴巴區域 

本研究在靜態情境的情緒辨識測驗

中，探討實驗組與對照組於五種情緒的眼

動數據，故將分別以整體情緒，以及高興、

難過、生氣、害怕、驚訝等五種情緒進行

2 × 2 的二因子變異數分析：混合設計，獨

變項一是受試者組別（TD 兒童、ASD 兒

童）；獨變項二是人臉中不同的興趣區域

（眼睛區域、嘴巴區域）；依變項為平均凝

視總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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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受試者在整體情緒，以及五種不

同情緒中，於各興趣區內的平均凝視總時

間之平均數與標準差，如表 4。 

（一）整體情緒 

整體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30.93，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6.75，p 

< .001，如圖 6。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

主效果檢定，結果發現：在眼睛區域中，

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而在嘴巴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

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 

（二）個別情緒 

高興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33.91，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1.29，p 

= .002。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

檢定，結果發現：在眼睛區域中，TD 組

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而

在嘴巴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

與 ASD 組的表現是沒有達顯著差異。 

難過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7.63，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0.00，p 

< .001。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

檢定，結果發現：在眼睛區域中，TD 組

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而

在嘴巴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

是顯著大於 ASD 組。 

表 4 

不同組別於各人臉興趣區內的平均凝視總時間之平均數（秒）與標準差 

區域 TD 組  ASD 組 F 值 
整體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眼睛 0.51 0.15  0.21 0.22 51.08*** 
嘴巴 0.10 0.09  0.08 0.07 0.23 
高興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眼睛 0.45 0.17  0.15 0.21 36.92*** 
嘴巴 0.13 0.10  0.08 0.10 0.87 
難過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眼睛 0.42 0.15  0.19 0.20 29.23*** 
嘴巴 0.09 0.11  0.07 0.07 0.22 
生氣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眼睛 0.73 0.27  0.32 0.31 36.39*** 
嘴巴 0.10 0.12  0.08 0.09 0.09 
害怕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眼睛 0.43 0.23  0.16 0.18 30.62*** 
嘴巴 0.07 0.08  0.06 0.08 0.04 
驚訝情緒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眼睛 0.46 0.24  0.19 0.22 21.87*** 
嘴巴 0.12 0.09  0.11 0.10 0.03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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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身分別與興趣區（眼睛、嘴巴）之交互作用圖 

 
 

生氣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20.72，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6.21，p 

< .001。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

檢定，結果發現：在眼睛區域中，TD 組

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而

在嘴巴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

是顯著大於 ASD 組。 

害怕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8.12，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4.05，p 

= .001。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

檢定，結果發現：在眼睛區域中，TD 組

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而

在嘴巴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

與 ASD 組的表現是沒有達顯著差異。 

驚訝情緒的變異數分析結果顯示，身

分別之主要效果有達顯著效果，F(1,40) = 

16.69，p < .001，身分別與興趣區的交互

作用亦有達顯著效果，F(1,40) = 9.35，p 

= .004。由於身分別與情緒的單純主效果

檢定，結果發現：在眼睛區域中，TD 組

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大於 ASD 組；而

在嘴巴區域中，TD 組的平均凝視總時間

與 ASD 組的表現是沒有達顯著差異。 

伍、討論與建議 

一、ASD 兒童的情緒辨識表現之現況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整體情緒的正確

率，ASD 兒童對於靜態情境辨識表現顯著

低於 TD 兒童的辨識表現；此研究結果與

國內外研究 (Baron-Cohen et al., 1993; 

Hobson, 1986)的結果是相似的。從五種情

緒之間的辨識正確率來看，可以發現二組

兒童辨識情緒的順序有相似的結果，高低

順序依序為：高興、生氣、難過、害怕、

驚訝。依據 Shaffer (2005)指出，一般發展

兒童在命名情緒的發展順序為，三歲開始

可命名開心的情緒；四歲開始，可命名難

過或生氣的負向情緒，而四歲之後，害怕

的命名才會出。在國、內外的實證教學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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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建議在教導情緒辨識的順序是以正向為

優先，再來是負向情緒，最後則是複雜情

緒（鳳華、孫文菊等人，2019；Hadwin et 

al., 2015）；這與本研究發現的情緒辨識正

確率順序是有一致性的。此外，從二組兒

童間的比較來看，可以發現不管是面對正

向情緒或是負向情緒的情境辨識中，ASD

兒童皆是較無法準確的辨識出該情緒為

何。從表 2 中的數據顯示，ASD 兒童僅有

在高興情緒的正確率有超過 50%，而在難

過、生氣、害怕等負向情緒中的正確率是

介於 35－42%，皆是低於 50%的狀況；與

TD 兒童相較是有明顯的落差（TD 兒童在

高興情緒的正確率為 92.06%、負向情緒的

正確率介於 66.67－84.13%）。在過去的針

對辨識情境下情緒的相關文獻中，也有發

現一致的結果：在高興情緒(Bours et al., 

2018)、難過情緒(Corden et al., 2008)、生

氣情緒(Rosset et al., 2008)，以及害怕情緒

(Corden et al., 2008; Howard et al., 2000; 

Pelphrey et al., 2002)，ASD 兒童辨識情緒

表現較 TD 兒童來得困難。這也驗證 ASD

兒童常常因無法理解或推測出他人的心情

適時做出回應，進而影響到自己與他人的

人際關係。 

二、驚訝情緒之探究 

本研究結果發現，二組兒童於五種情

緒的辨識正確率上，皆以驚訝情緒的辨識

表現最為落後。而在二組兒童的比較上，

雖然 ASD 兒童的表現落後於 TD 兒童，但

二組間沒有達到顯著差異。 

Baron-Cohen 等人(1993)認為情緒可

以分為簡單情緒，以及認知情緒；簡單情

緒是屬於較為容易辨識與理解的情緒，也

就是：在辨識情緒時，往往是可以直接從

圖片中，直接搜尋情境線索（獎狀），來解

釋他人的臉部表情，情緒類別包括：高興、

難過、生氣、害怕等情緒；認知情緒是屬

於較為複雜的情緒，需要結合自我意識的

發展(Shaffer, 2005)或需要透過評估他人

的心理狀態(Baron-Cohen et al., 1993)，亦

即透過理解與歸因他人的信念，才能進一

步準確地判斷在此情境下他人的情緒是什

麼、以及理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緒，此

種情緒類別包括：驚訝、尷尬、困惑等較

為複雜的情緒。 

從情緒發展來看，可以發現辨識高興

的情緒是最快發展出來的，再來是難過、

生氣等負面情緒，最後是害怕或驚訝等複

雜情緒(De Sonneville et al., 2002; Mark-

ham & Adams, 1992)。 

三、生氣情緒之探究 

本研究結果發現，在五種不同的情緒

中，二組兒童在面對生氣情緒的情境下，

其凝視人物或眼睛區域的時間皆有明顯較

多的表現。從過去的研究中，也有發現相

較於其他情緒而言，受試者在面對生氣情

緒時，其有明顯注意眼睛區域的表現

(Eisenbarth & Alpers, 2011; Schurgin et al., 

2014; Smith et al., 2005)。 

在過去的研究中發現，人們的認知系

統由於演化優勢的過程，容易傾向注意具

威脅性或生氣的臉部表情 (Calvo et al., 

2006; Fox et al., 2000)。而從情緒辨識正確

率的表現上來看，也發現生氣情緒的正確

率有一定比例（TD 組 84%、ASD 組 41%），

而且僅落後於高興情緒。換言之，生氣表

情可能意謂著危險的出現，也進而教容易

引起受試者偏好注意著人物的臉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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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引發情緒之人事物的重要性 

在過去的情緒辨識研究中，鮮少透過

眼動數據來進一步了解在引發情緒的人事

物中，ASD 兒童的凝視型態表現如何。本

研究的重要特點則是探究受試者於命名情

緒的同時對於引發情緒之人事物的凝視總

時間；本研究結果顯示，在靜態情境下情

緒（整體情緒）中，於引發情緒之人事物

區域，ASD 兒童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明顯

小於 TD 兒童。若分別以不同情緒（高興、

難過、生氣、害怕）來各別討論，亦可發

現在四種情緒中，TD 兒童於引發情緒之

人事物區域的平均凝視時間是高於 ASD

兒童，其中在高興與生氣情緒中是有達到

顯著差異。 

在國內外的眼動研究中，劉耿良等人

(2016)和 Shic 等人(2011)將人物有相關聯

的物品或活動納入研究變項之一，與本研

究引發情緒之人事物有類似的探討。劉耿

良等人呈現的刺激素材為該主角注視著某

一個物品，內容包括主角臉部、被注視物

件、控制物件、其他區域；在 Shic 等人的

研究中，呈現的刺激素材為大人與小孩互

動的過程，內容包括人物、活動、背景；

而本研究的刺激素材內容是與情緒相關的

主題，主要是呈現引發情緒的一個情境或

事件。然研究結果中得到相似的發現：在

劉耿良等人(2016)的研究結果中顯示，在

主角注視物件（如：女孩看著罐子）中，

ASD 兒童在平均凝視總時間上，是明顯少

於 TD 兒童；而在 Shic 等人(2011)的研究

則發現，與 TD 兒童相比，ASD 兒童對他

人活動（如：一起玩玩具）的關注時間明

顯較少。本研究也獲得類似的結果；不過，

本研究的刺激材料是以引發情緒的環境刺

激為主。儘管呈現的刺激內容不相同，從

過去研究和本研究的結果中，皆可以發現

在與人物相關的事物中，ASD 兒童的關注

程度是明顯少於 TD 兒童。 

在社交活動中，個體會面對較為複雜

的情緒或環境刺激，除了需要注意到他人

的表情、肢體語言之外，也需能關注到引

發情緒的相關刺激事物，始能有助於個體

進一步理解事件的因果關係（鳳華、孫文

菊等人，2019；Ekman, 1993）。而從過去

的研究中發現 ASD 者在社交線索解讀上

是有障礙的，使得在意圖理解與推論也產

生困難(Ames & Jarrold, 2007)；其中，又

以理解人與人之間的互動更加困難，由於

個體需要先了解到自己與他人的關係外，

並且要能覺察到情緒狀態是與他人互動所

引 發 產 生 (Feng & Williamson, 2003; 

Sroufe, 2002)，例如：二兄妹在搶一個氣

球，情緒的引發點也是起因於和另一位個

體的互動。因此，在情境下情緒中，「他人

的表情」與「引發情緒之事物」之間的連

結是對於判斷情緒時不可或缺的關鍵因

素，也進而影響到個體對於因果關係理解

的發展。雖然本研究有對於引發情緒之人

事物的凝視時間進行分析與探討，但未能

進一步去了解引發情緒之人事物與人物表

情之間的連結，建議未來研究可以透過分

享式注意力(joint attention)的概念，結合眼

動凝視軌跡之資料，以了解二個不同興趣

區的返視來回次數及移動軌跡，以了解兒

童在連結引發情緒之環境刺激源與情緒的

表現。 

除此之外，本研究所設計的情境圖

片，有部分情境圖片與部分受試兒童的生

活經驗有一些差距，例如：拿到獎狀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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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對學齡前兒童而言不如學齡階段兒童

普遍，因此，建議未來的研究在設計情境

或引發情緒的刺激材料，可以依據該年齡

層常見的情境作為刺激物，或在情緒圖卡

的票選以該年齡層的兒童為對象，用以篩

選出該年齡層兒童認為最符合的情境情

緒。 

五、在人物區域的凝視時間之探究 

在靜態情境下情緒（整體情緒）中，

於人物區域，ASD 兒童的平均凝視總時間

是明顯低於 TD 兒童；於個別情緒狀態

下，在高興、難過、生氣、害怕等情緒中，

亦發現 ASD 兒童在人物區域的平均凝視

總時間是顯著低於 TD 兒童。此研究結果

與國內外的研究（余勝皓等人，2018；

Hanley et al., 2013）得到相同的結果。 

本研究亦同時探究臉部表情 ASD 兒

童與 TD 兒童的凝視時間之差異。在三種

不同的情緒（高興、害怕、驚訝情緒）中， 

ASD 兒童與 TD 兒童於眼睛區域、嘴巴區

域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有顯著差異且呈現交

互作用。在眼睛區域中，本研究發現：ASD

兒童的平均凝視總時間是顯著少於 TD 兒

童。此研究結果與國內外的研究（余勝皓

等人，2018；Corden et al., 2008; Hanley et 

al., 2013; Klin et al., 2002; Riby & Han-

cock, 2008）得到相同的結果。 

然而，與 Klin 等人(2002)的研究結果

顯示 ASD 兒童在注視嘴巴區域的凝視時

間是顯著多於眼睛區域，此結果與本研究

結果不同。本研究在整體情緒，以及分別

三種不同的情緒中，皆發現 ASD 兒童與

TD 兒童於嘴巴區域的凝視時間是沒有顯

著差異。Klin 等人(2002)的研究與本研究

都使用具有生態效度的刺激素材，素材內

容中包含人臉、身體、物品及環境背景等，

但與本研究有差異之處是呈現刺激素材的

形式不同，Klin 等人的研究是以動態情境

的形式作為刺激素材，而本研究是以靜態

情境的形式作為刺激素材，使得二者的結

果部分不一致。 

Speer 等人(2007)的研究亦驗證了此

推論，在動態情境中 ASD 組在注視嘴巴區

的凝視時間是大於眼睛區域，而在靜態情

境中，嘴巴區域與眼睛區域的凝視時間則

沒有差異。值得探究的是為何在動態情境

的素材下，會讓 ASD 者注意嘴巴的時間較

長呢？其可能原因是動態情境對受試者而

言，需面對較複雜的認知處理歷程，使得

ASD 者與 TD 者凝視或注意的位置有所差

異。相對於靜態情境的形式，在觀看動態

情境時，是會同時接收到視覺與聽覺等多

重感官刺激，且動態情境在視覺的呈現是

連貫且即時而短暫的，Grandin (2012)特別

指出 ASD 者在聽覺接收的部分有其困

難，特別是在聆聽子音時對他們是感到相

當吃力的(Kujala et al., 2013; You et al., 

2017)，因此，當他們是觀看影片時，會更

傾向注意嘴巴，來了解影片中的人物在說

什麼以協助作為判讀的訊息 (Grandin, 

2012)。由此可知，當刺激素材更具有生態

效度，也就是更逼近在日常生活中，人與

人之間互動的情境時，對於 ASD 者，會更

加傾向注意於嘴巴，而較容易忽略或避開

眼睛的線索，使得他們在辨識與理解情緒

上，少了一些其他重要的判斷情緒的依據。 

六、ASD 對於人物的興趣度 

從本研究結果發現：在人物區域的凝

視時間，不管是整體情緒，還是對正負向

情緒的凝視時間，ASD 兒童的凝視時間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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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顯少於 TD 兒童。而從質性的數據分析

結果來看，可以發現在 TD 兒童的錯誤類

型大多是由於該情緒時，以描述圖片中人

的行為而非以情緒字眼描述而未得分，例

如：難過說成掉眼淚，但 TD 兒童在描述

上，仍是與人物的情緒或引發情緒之事物

有相關，而 ASD 兒童的錯誤類型大部分為

無回應，其可能是需要較長的判讀時間，

或不知道此情緒為何的緣故。從本研究蒐

集與分析的眼動數據來看，可以發現在不

分興趣區的狀況下，ASD 兒童平均凝視總

時間是顯著低於 TD 兒童。而從表 3 與表

4 中可發現在凝視人物區域與眼睛區域

中，不管是整體情緒，還是正負向情緒上，

ASD 兒童的凝視時間皆是明顯低於 TD 兒

童。由此可知，ASD 兒童可能因為凝視人

物臉孔或眼睛等區域的時間較少，在獲取

主要辨識情緒的訊息不充足，使得他們在

回答情緒問題時，無法如一般發展兒童的

表現，表示他們對情緒是不易了解或容易

誤解的。圖 7 選取本研究所蒐集 ASD 兒童

與 TD 兒童的眼動軌跡圖各一作為代表，

可發現二名兒童在眼動軌跡有明顯差別，

圖 7 中 ASD 兒童眼動軌跡明顯少於 TD兒

童，TD 兒童的眼動軌跡大多數皆分布於

人物、眼睛及引發情緒等區域，然 ASD

兒童的眼動軌跡除明顯少於 TD 兒童外，

且零星散落在其他較無關的區域，如臉

頰、頭部及其他環境背景上，眼動軌跡幾

乎沒有出現在引發情緒及眼睛等重要區

域。可能由於 ASD 兒童本身特質對於人臉

的興趣偏低外，導致他們不想去注視刺激

素材中的人物，甚至選擇去看螢幕以外的

事物，因此未能自動化的將引發興趣區與 

 

圖片中人臉表情做一連結，因而也較難以

正確判讀圖片中人的情緒及因果關聯。 

此外，本研究所使用的每種情緒中之

情境複雜程度是不一的，像是個人的情境

和與他人互動的情境，另外受試者對於情

境中的人物或物品是否感興趣的程度亦不

同，則可能會影響受試者在情緒辨識的解

讀或凝視焦點的選擇(Birmingham et al., 

2008; Chita-Tegmark, 2016) 。 Feng 與 

Williamson (2003)的研究顯示，有些 ASD

者雖然能理解單純的情境下的情緒，然而

對於與他人互動下所引發的情緒，則會產

生情緒辨識與理解上的困難。此外，蕭雁

文與趙家琛(2017)亦發現ASD者缺乏同理

心的核心問題之一是對人的興趣度低，由

於 ASD 者本身的臨床特徵，大多呈現對人

與人之間的互動不感興趣，或他們所感興

趣的焦點與一般人不同，以至於在社會情

境中，容易聚焦於其他無關事物，而非人

身上，進而影響人際互動的互惠交流。簡

言之，由於 ASD 兒童本身特質的影響，使

他們在面對不同類型的刺激物，或不同程

度的社交情境，會產生凝視表現的差異。

建議未來的研究可以進一步針對不同的複

雜程度的引發情境進行分類，並依此進行

眼動型態的探究與比較。 

七、ASD 的異質性 

從上述結果可以明顯看出，ASD 組在

情緒辨識答對率，及凝視時間等之標準差

數值較大，顯示 ASD 於組內個別差異性

大，情緒辨識表現與凝視型態都有所不

同。此現象可以呼應 ASD 異質性高的說法

(Happé et al., 2006; Willsey & State, 

2015)，推論可能與兒童自身的 ASD 症狀

嚴重程度，或者與接受相關情緒療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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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ASD 兒童與 TD 兒童於高興情境之眼動軌跡圖 

 
註：上圖為 ASD 的眼動軌跡；下圖為 TD 的眼動軌跡。圓圈越大代表注視停留的時間

越久。 

 

長短有關。此部分需要未來更多研究加以

證實，其建議研究可以針對智力發展、障

礙程度、接受療育時間多寡，再做進一步

的篩選與分析，以了解不同障礙程度的受

試者在情緒辨識或眼動的表現上是否有所

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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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研究建議 

（一）教學相關建議 

首先，本研究再次確認二組兒童在命

名情緒的表現有顯著差異，特別是命名負

向情緒，而覺察及命名他人情緒是後續人

際互動的基礎，一般發展兒童於學前已經

具備命名基本情緒的能力，建議對於有口

語的 ASD 兒童，能盡早進行命名基本情緒

的課程。第二，本研究結果顯示二組兒童

於五種情緒的命名正確率在排序上有相似

的結果，正確率高低順序依序為：高興、

生氣、難過、害怕；建議在基本情緒教學

的順序安排，可以依正確率表現的高低依

序教學，使教學層次區分的更為精細。第

三，有關驚訝情緒的教學，需考量兒童於

信念的辨識能力及自我覺知能力的適切發

展後，再進行教學，才能達到教學的效益。

第四，興趣區的研究結果顯示 ASD 兒童關

注的重點與一般發展兒童有異，且容易關

注到圖片中與情緒無關的刺激物，在後續

教學上，則建議採用視覺提示方式，如，

以箭頭或畫圈的形式特別標註需關注的刺

激物，以利 ASD 兒童判讀情緒，以及對情

緒因果關係理解的學習。 

（二）研究建議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範圍是比較 ASD

兒童及 TD 兒童在情境下情緒辨識的表現

及凝視興趣區的差異，並未涵蓋分析 ASD

及 TD 兒童的眼動軌跡資料，本文雖於討

論中有呈現ASD及TD兒童的眼動軌跡圖

例各一名，然受限於篇幅未能進行整體分

析，建議未來研究可結合眼動軌跡之資

料，以了解 ASD 及 TD 兒童於不同興趣區

的返視來回次數及移動軌跡，用以了解不

同對象在連結引發情緒之人事物與情緒的

表現。此外，引發情緒的刺激材料在選擇

上宜更貼近受測者的年齡層，或是在引發

刺激的情境上可以依據複雜度進行層次分

析，並建議未來研究也可針對情境材料有

更細膩的規劃。最後，針對 ASD 本身差異

性的議題，建議未來研究在收案時，可以

針對智力發展、障礙程度、接受療育時間

多寡等變項進行歸類分析，始能更深刻的

探究 ASD 在情緒辨識或眼動的差異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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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e core characteristic of individuals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e., ASD) is dif-

ficulties in social interaction, which affect their understanding of others’ emotions and lead 
to dysfunction in social life. The present study used an eye-tracking technique to examine 
performance of emotional recognition and AOI gaze pattern of the emotional stimuli under 
the static condition among 21 children with ASD and 21 without, ranging from four to seven 
years of age. The dependent variables included the number of correct responses in labeling 
the emotions- happy, sad, anger, fear, and surprise in the static condition and their AOI gaze 
duration. The results revealed that when presenting the static pictures of happy, sad, angry, 
and fear, the mean scores of correct responses among children with ASD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than that of their typically developing counterparts. However, no difference wa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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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tween the two groups for the emotion of surprise. Likewise, a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uncovered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AOI gaze duration for all emotions except for the sur-
prise emotion.The present study offers recommendations for teaching children with ASD 
about emotions and a new direction for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emotion in the static situation, emotion 

recognition, gaze du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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