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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孤独症谱系障碍"@AB#为一组以不同程度的社会交往障碍&狭隘兴趣&刻板重复行为及感知觉

异常为主要临床表现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 近年来 @AB的发病率呈快速上升趋势% @AB的病因未明$目

前无针对@AB核心症状的特殊药物治疗% 通过特殊教育干预训练能改善 @AB儿童的症状$缩短与正常儿童

的差距% 该文对近年来常用的@AB教育干预训练方法进行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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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孤独症$是一组以社会交往障碍&狭隘兴趣&重

复刻板行为及感知觉异常为主要特征的神经发育性

障碍性疾病(%)

% @AB在过去被认为是一种罕见病$

#$世纪 6$年代末至 *$年代初$儿童孤独症患病率约

为 %E# ($$

(#)

$但近几十年以来$全球@AB的发病率

呈显著快速上升趋势$#$%6 年美国@AB的患病率约

为 %Q?(R

(')

$中国@AB的患病率约为 $Q*R

())

$全球

@AB患病率约为 %R

(()

% @AB曾被认为是不能治愈

的终身性疾病$预后差$成年后不具备独立生活&学习

和工作的能力$且合并有智力和行为残疾$给家庭造

成沉重的经济和精神负担$成为社会负累(6)

% #$$6年$

儿童孤独症已被我国纳入精神残疾的范畴% 且至今

@AB病因未明$无针对核心症状的特效药物治疗$

但教育训练治疗能促进@AB患儿社会交往能力&言

语和非言语交流能力的发展$减少刻板重复行为$提

高生活自理能力$减少社会不适应行为$使部分患儿

经过训练能在成年后具有独立学习&工作和生活的能

力$残疾程度降低$减轻家庭和社会的负担(*)

% 本文

就目前国内外@AB主要教育干预训练方法综述如下%

:5应用行为分析#$((1/",7"'$2/)%$0$19#/#&6;6$法

@S@是传统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和操作相结

合的一套完整的行为训练技术和操作系统$应用于

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已有 )$ 多年的历史$迄今为

止仍是国内外运用最广泛的@AB教育干预训练方法

之一(?)

% @S@是运用*刺激-反应-强化+的行为学习

理论对行为进行干预的技术% 单元教学法"D0G9I<><

>I0/1></9M05=$BNN#是传统@S@法的代表$是由教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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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主导的教学方法$它是给 @AB儿童设置一个结构

化的学习情境$把学习内容分割为数个小而相对独立

的教学单元$通过*刺激-反应-强化+的原则$让 @AB

儿童逐个掌握教学单元$最后将学习目标全部掌握

的方法% %&?* 年T:K//G采用BNN干预训练 %& 例孤

独症儿童 # 年$以智商分数的增长和顺利进入普通

小学学习作为目标$)*R的患儿达到了预定的目标%

U:L/ID等(&)在社区环境用@S@法对@AB患儿进行

) 个月的干预训练$患儿的认知水平&沟通能力和适

应性行为均有显著改善$'年后随访上述能力仍能够

得到维持% 彭纯清和禹正杨(%$)采用@S@法对 ?& 例

%)Q) V%$? 个月@AB患儿进行 #) V&6 周干预训练$

结果显示患儿的社会交往能力得到明显改善% BNN

能帮助 @AB儿童掌握行为技能$但操作不够灵活$

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时间$BNN还要求教学环境结

构化$导致@AB儿童泛化困难% 研究者们在训练过

程中不断创新和总结$探索更为*自然主义的&应景

的+现代@S@法$如关键反应训练"H0K:>/1I<GH:5G0K<

>I/0505=$WCN#% WCN是一种以 BNN为基础发展起

来的情景化教育模式$是现代 @S@法的代表$是自

然主义的@S@法$它是针对行为发展的关键领域$

而不是针对所有的潜在目标技能% WCN的关键领域

包括动机&社会性交往的发起&自我管理&同理心和

多重线索% 通过针对发育行为关键领域的干预$其他

没有被具体针对的社交&沟通和行为领域都会被广泛

带动$最大程度地提高了干预效率% U/ID/5 等(%%)运

用随机对照方法研究父母实施WCN对患儿语言的影

响$发现患儿的语言沟通能力显著改善% SI:9O 等(%#)

报道学校工作人员采用同伴介导的 WCN干预$可显

著增进患儿与同龄人之间的互动沟通$增加课间时

间@AB患儿与同学的社会交往% 张嘉江和黄颖(%')

研究发现WCN能够显著提高@AB儿童的主动提问能

力% 宋春兰等(%))也报道 WCN治疗可有效改善 @AB

儿童的社交&躯体运动&语言&生活能力等%

<5结构化教学模式

%&*#年$A9M:H1<I和T:ID 创立结构化教学模式$

此后迅速推广到全世界$经过 )$ 余年的研究应用$

结构化教学已成为一项在 @AB儿童治疗和教育方

面非常有效的综合性教育措施% 结构化教学也称作

系统教学法$它是充分利用@AB孩子视觉优势的特

点$借用实物&图片&像片&数字&文字这些可视性强

的媒介来标示学习的内容和步骤$有组织&有系统地

安排学习环境&学习材料&学习程序$让儿童在设计

好的结构中学习的一种教学方法$充分体现了以儿

童为本的思想和扬长避短的原则$适用于学校&家

庭&工作等不同的环境% 结构化教学由以下 ( 个部

分组成!"%#视觉安排'"##常规'"'#环境安排'")#

时间程序表'"(#个人工作系统% 结构化教学是一

种可以为@AB患者提供终身服务的干预模式$强调

根据每个@AB患者独特的技能和兴趣设定个性化

的发展目标和干预计划$发展儿童的交际能力$帮助

其独立生活与工作% 结构化教学引入我国后已在临

床广泛应用$效果良好% 张勤良等(%()研究认为结构

化教学干预在提升患儿的情感表达&非语言沟通&语

言沟通&个人自理&适应行为及总体行为等方面具有

促进作用$治疗时间越长$在改善语言理解和认知方

面的效果越明显% 丁丹丹(%6)也报道$对 @AB儿童

采用结构化教学进行康复训练$患儿的语言能力&交

往能力&自理能力&运动能力等均得到提升%

=5早期介入丹佛模式#"$%19 #.$%.>"02"%3),"1&

?@>A$

!!,ABX建立在丹佛模式"B<5K<I.:D<1$BX#&WCN

和@S@的理论基础上$融合了以发展人际关系为中

心和@S@的教学手段% ,ABX是通过促进认知&社

会情感及语言等领域的发展$从而提高社会交往能

力% 与其他干预方法比较$,ABX具有以下特点!注

重儿童与照料者之间的关系'干预场地和内容不受

背景限制'综合性的康复训练$内容包括语言&游戏&

社会交往&模仿&注意力&运动技能及生活自理等%

Y41>:5等(%*)运用,ABX干预 '? 例学龄前@AB儿童

%#周$结果显示,ABX可改善@AB患儿的核心症状$

减少适应不良行为% ,ABX不仅可以在训练中心实

施$也能在社区和家庭环境中进行% C32<I=

(%?)的研

究显示在家庭应用 ,ABX干预策略也能提高 @AB

幼儿的认知&语言和适应行为% Z0K/5>0等(%&)在日间

服务社区环境下分别采用,ABX干预和常规干预模

式对@AB患儿进行为期 %# 个月&每周 %( V#( M 的

训练治疗后$两组患儿的认知&适应性行为和社交技

能均得到了提高% 王癑和杨长江(#$)采用 X<>/分析

,ABX对@AB儿童干预的效果$结论显示 ,ABX能

改善@AB儿童的认知能力&适应行为及核心症状%

B5地板时光

地板时光是由美国著名的儿童精神病学家斯坦

利,格林斯潘创立$是一种系统的&以发展为目标&

在家庭环境中发展人际互动的 @AB干预和治疗模

式$因训练常在地板上玩游戏而得名% 地板时光是

在家庭自然环境中$利用@AB儿童特异的感知觉和

兴趣作为导向$父母和孩子一起玩孩子感兴趣的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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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活动$促进孩子的情感体验$提高孩子象征性的游

戏能力$从而促进其人际互动和认知的发展% @AB

儿童的父母&其他家庭成员经过学习培训都可以成

为地板时光干预训练的实施者$一般一天安排 #$ 次

活动$#$ V'$ .05E次$利用儿童的基本需求或兴趣$

设计具体情境和游戏$激发儿童的情感体验和表达$

通过开心的互动循环达到治疗的目标!"%#建立亲

密关系'"##形成双向沟通能力'"'#学会玩象征性

的假扮游戏'")#发展和建立情感与观念相关联的

逻辑思维% T0/:等(#%)报道由母亲对 @AB患儿进行

为期 %$ 周的地板时光干预$平均时长 %$&Q* M$患儿

的情绪控制能力&沟通能力和生活自理方面的能力

都得到了显著提高% 我国 @AB地板时光的研究报

道主要是个案报道$如熊琼萍和黄江华(##)报道 % 例

( 岁 # 个月的@AB患儿接受 ? 个月的地板时光训练

以后$在社会互动&语言沟通&亲子关系等各方面均有

明显的进步%

C5图片交换交流系统#.'"(/&.-%""D&'$0*"&)33-E

0/&$./)0#9#."3&F?G@$

!!%&?(年S:5D3和YI:G>提出W,PA$它是针对@AB

儿童言语沟通不足而发展出来的一套专门为@AB幼

儿设计的语言沟通法$依据@AB幼儿的程度分阶段

实施训练% W,PA借助结构化的环境&程序和教材促

进@AB儿童主动进行沟通!借助强化物&循序渐进

的阶段&图像$帮助@AB儿童学习实用的沟通技巧%

W,PA分为 6 个训练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有明确的目

标% 周子琦和程茜(#')报道$W,PA 可能积极改善孤

独症儿童的社交功能$尤其能提高需求的表达'在语

言沟通方面也有促进作用% 顾竹筠等(#))研究认为$

W,PA可以改善 @AB患儿的心理发育状况$减轻患

儿的孤独症行为%

H5人际关系发展干预#%"1$./)0#'/(,"2"1)(3"0./0."%E

2"0./)0&!>I$

!!CB]是近年来由美国临床心理学家 A><K<5 4̂>G><05

博士针对孤独症儿童的核心缺陷症状而研发的训练

方法% 该方法是立足促进 @AB儿童人际关系和适

应能力的发展$家长*引导式参与+$在评估孩子目

前的社交发展水平后$系统地循序渐进地引导 @AB

儿童产生应用社交技能的动机$并逐渐引导孩子在

多种场景中运用已学会的社交技能$最终达到能与

他人分享经验&享受社交乐趣和建立友谊关系的能

力% 训练需评估@AB儿童的人际关系发展水平$依

据评估结果$参照正常儿童人际关系发展规律$进行

目光接触-社会参照-互动-情感调控-经验分享-享受

社交乐趣和建立亲情友情等发展人际关系的训练%

研究(#()认为 CB]训练法不仅能促进儿童身体的成

长$还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通过游戏学会如何与

他人交往&分享$并在家长的指导下掌握一些人际交

往技巧% CB]已引入我国并在部分地区应用$被认为

是治疗@AB儿童的有效方法(#6-#*)

%

J5社交故事法

社交故事法是一种以认知取向为主的干预策略$

是 %&&%年由美国人P/I:1̂ I/3提出的% 它是由父母

或教师根据@AB儿童的学习能力$将孩子觉得困难

的社交情境编写成故事$标注特定情境中的社会线索

和环境要求的适当反应&暗示$引导他们产生与社交

情境相符的行为&技巧和语言$帮助他们在自然情境

中做出正确反应$然后适应生活% 社交故事法目前在

国内外已得到重视和广泛运用% 龙艳林和连福鑫(#?)

报道$社交故事法能够减少 @AB儿童重复刻板行为

的发生$提高社交能力和人际沟通能力% PM<5等(#&)

通过一项社交故事法的系统回顾和 X<>/分析得出

结论!社交故事法是一项有利于儿童和青少年 @AB

的适当的干预措施%

K5结语

上述是目前临床上常用的 @AB儿童教育干预

训练方法$不少研究报道这些干预方法在改善 @AB

症状方面均有一定的疗效$但尚无证据表明哪一种

方法疗效更显著% 未来@AB教育干预方法发展的趋

势!"%#越来越重视教学环境的自然化$课程设计的

应景化'"##越来越重视提高社交技能的训练'"'#

越来越强调父母及家庭成员参与训练'")#教育干

预方法之间互补有无和融合的趋势% 以上介绍的教

育训练方法均由欧美国家创立$引入我国后$部分方

法得到了广泛应用$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由于文化差

异和知识产权等因素$有些课程在我国的推广存在

不少问题$所以我国学者也在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

情的教育训练模式$如邹小兵('$)提出以@S@作为训

练的基本方法$以结构化教育作为干预基本框架$以

人际关系发展作为干预的基本内容的行为-结构化-

关系干预模式% 经临床验证$认为能够有效改善短期

住院@AB儿童的预后$可推广用于@AB儿童的康复

训练('%)

% 而@AB病因未明$个体症状及家庭情况差

异大$在选择教育干预模式时$可根据患儿的发育评

估水平和家庭状况评估$制定个体化的教育训练方

案$并遵循早期&科学&系统&长期&高强度的原则('#)

$

使每一个@AB患儿的预后能达到最好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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