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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家庭干预方法的研究

林云强

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 )

摘 要 对 自 闭症儿 童 家庭的调 查发现
,
自 闭 症儿 童 的 家长获得干预方 法的 途径主要来源 于 咨

询机构 的 老师
；
家长 熟 悉 的干预 方法 包 括行 为 治 疗 法 、 感统训 练法 、 药 物 治疗 法 、 游戏 疗 法等

；
家长

认为 有效的干 预方法是行为 治 疗 法 与 感统训 练法
,
认为 无效的 干预方 法为 药物 治 疗 法与 功能分析

法 。 建议家 长 在选择干预方法时 综合考虑 家庭环境 、 儿童 的特点 、 自 身 的 学历 水平和职业特点 等 多

方 面 因 素
；
干预 方法 的使 用要立足于 自 闭症 儿童 的 实 际感 受

,
服务于 儿童 生活质量的提 高

,
注 意干

预的 生 态效度 以及学科跨领域的 合作 。

关键词 康复机构
；
自 闭 症

；
儿童

；
干预方 法

中 图分类号 文献标识码 文章编号

一

、问题提出

儿童 自 闭症是一种发生于婴幼儿时期广泛性的发展障碍 (

更多的也将此类障碍称为 自 闭症谱系 障碍 。 熊妮娜等人抽取 年第二

次全 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中 岁 自 闭症残疾儿童 的资料进行数据分析发现 , 我 国 自 闭 症儿童残疾率为

其 中 ,
极重度残疾 占 重度残 疾 占 中度残疾 占

,
轻度残疾为 而近

的 自 闭症儿童未接受过康复训练与服务 。 可 见 我 国 自 闭症儿童的早期康复及预后形势极为严峻 ,

一

般认为要达到较为理想的康复效果 ,
针对 自 闭 症儿童需要系统专业且高强度的干预策略 ,

而家庭干预作

用尤为突出 。 但是 , 目前大陆 自 闭症儿童的家庭早期干预现状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处于
“

婴幼儿
”

期 。 研究发

现 自 闭症儿童家长在家庭教育过程中 的需求众多
,

迫切需要得到最为直接的育儿知识与专业指导等各方面

支持与帮助 ,
如何有效地开展家庭干预工作更是困扰家长的主要议题之一 。

因此 我们希望结合对康复机构 中 自 闭 症儿童家庭干预方法 的调查
,
以 期实现以下两个方面 的研究 目

的 ：其一
,
反思 自 闭症儿童家庭干预方法的相关研究成果 ,

促进该领域 的深人探讨 ；其二 分析康复机构 中 自

闭症儿童家长对家庭干预方法的了解 、选择及使用情况 探讨原因 ,
总结经验

,
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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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的方法
, 抽取某市 个康复机构 ( 私立 个

, 公立 个 )
,
通过机构老师的 帮助来联

系调查 自 闭症儿童的 家长 共发放家长问卷 份
,
回收 份 其中有效问 卷 份 ,

问卷有效率为 。

在前人研究成果 家长需求、家庭教育 内容 家庭干预方法 等 ) 的基础上 自行编制而成 。 其中 , 本研究

所涉及的
“

家庭干预方法
”

的调查主要包括 自 闭症儿童及家庭的基本情况 、 自 闭症儿童 的家长获得干预方法

的渠道 、 自 闭症儿童家庭常用 的干预方法 、 自 闭症儿童的家长对干预方法的评价等方面 。

针对 自 闭症儿童家长和康复机构教的访谈 。 家长访谈的主要 内容与调查问卷
一

致 重点是对个案家庭的

深度调査和 问卷中发现的新问题进行补充调查 。 教师的访谈 内容主要包括康复机构的概括 、 康复机构在读

或在训 儿童的基本情况 、康复机构采用的干预方法 、
教师对家庭干预方法的评价及对家长的 建议等方面 。

三
、研 究结果

一

) 自 闭 症儿童及 家庭的基本情况

从回收的 份有效问卷分析来看 ：
男 孩占 女孩 占 儿童的平均年龄 为 岁 ( 其中最小为

岁
, 最大为 岁 ) ；

儿童大多安置于特殊儿童疗育机构 ,
包括社区幼儿 园 、附属 中心 、 民办康复机构等

；

家长发现儿童异常时 ,
儿童的平均年龄为 岁 ( 见表 有经过专门机构的评估与诊断的儿童有 位

,
确

诊儿童为 自 闭症患儿时
, 平均确诊年龄为 岁 ( 见表 ； 确诊机构主要是该市某 医 科大学 附属儿童医院

的有 位 , 其他确诊机构还有市妇幼保健院及市属 医 院等 。

所调査 自 闭 症儿童家长的学历大多为大专或本科 ( 父亲有
,
母亲有 是该学历段 )

；
在家里孩

子的主要教育者为母亲 , 占总数的 家庭结构主要是双亲亲生父母和大家庭 两者共 占总数 的

家庭月 总收人主要集中在 — 元之间
, 大部分家庭教育孩子 的支 出 占家庭总收入的 左右

；
家庭

所在地是农村 的有 位 ( 占总数的 , 城市的有 位 ( 占总数的 家人之间关系 多为和睦或 比较

和睦
, 两者共 占总数的 自 闭症儿童出 生时母亲 的生育年龄多为 — 岁 。

表 儿童 的异常 年龄 表 儿童的确诊 年龄

岁 前发现 岁前确诊

岁 后发现 岁后确诊

二
) 家庭干预 方法的现状

自 闭 症儿童 家 长获得干 预方 法的 渠道

在家庭教育过程中
,
家长获得干预方法的渠道是多种多样的 。 本研究调查发现 自 闭症儿童家长获得干

预方法 的渠道有 ： 查看相关资料 咨询教师 请教其他家长或长辈 其他渠道 ( 主要包括

上网 ,
看电视

,
听广播等方式 ) ( 。

自 闭 症 儿童 家庭常 用 的 干预 方法

目前
,
在国 内外专业康复机构 中

,

针对 自 闭症儿童的教育干预方法 日 趋多样化 、综合化和 系统化
,
此次

调査考虑到在 自 闭 症儿童家庭教育中方法界定的不确定性 ,
我们仍仅局限于

一些传统的 家庭干预方法 ,
主

要有药物治疗 、行为治疗 、游戏治疗 、戏剧疗法 、心理干预 、感统训练 、 功能分析 、音乐治疗等 。 问卷让家长依

次从中选择在家中常用 的干预方法 ( 限选三项 ) 。

从表 , 我们可以发现在 自 闭症儿童家庭中家长主要采用的干预方法是行为治疗法 、感统训练法和游戏

治疗法等 ；
家长较少采用功能分析法 、

心理干预法等干预方法 。

表 家庭 中家长常 用 的 自 闭症干预方法
—

药物治疗 行为治疗 游戏治疗 心理干预 感统训练 功能分析 音乐治疗 其他疗法

选择频次

所 占 比例％ 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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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 对干预 方法 的评价

调查 问卷还让家长选 出最有效的干预方法与最无效的干预方法 均限选两项 ) ,
结果如表 所示

： 自 闭

症儿童家长认为有效 的家庭干预方法是行 为 疗法与感统训练法 ；
无效的家庭干预方法是药物治疗法与功

能分析法 ,
心理干预法 的效果同样不甚理想 。

表 家长对 自 闭 症干预方法的评价

药物治疗 行为治疗 游戏治疗 心理干预 感统训练 功能分析 音乐治疗 其他疗法

有效频次

所 占 比例

无效频次

所 占 比例

四 、分析与讨论

一

)
对基本信 息的分析讨论

儿 童 自 闭 症患病率的性别 差 异

所调査的 个案例来看 , 自 闭症儿童的男 女性别 比例约为 这与 国外关于 自 闭症患病率男女性别差

异为
“
一

”

的结论甚为相似 患 自 闭症的男孩多于女孩 ,
在 年所做的文献分析中也发现男孩

患病率显著高于女孩 高 — 研究者认为这可能与男性较低的 障碍易感 阈限有关 与机体本身 自

然 的偏 向
,

生物性影响
”

有关 当然
,
也可能与研究对象取样误差或重男 轻女的传统性别歧视有关 。

儿童 自 闭 症诊断体 系 的现状

从 个 自 闭症小孩的调查来看
,
家长发现异常时小孩平均年龄和确诊年龄有 个月 的 间隔 ,

而且有

左右 的小孩是在 岁 之后确诊 。 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小孩的治疗与康复 。 同时 ,
现有筛查与诊断机构 的

‘

缺乏 ,
且多附属于医院里面的

一个诊室
,

得到其他相关学科 ( 如心理学 、教育学 ) 的专业支持较为困 难 , 这些

都会影响 自 闭症儿童早期诊断的及时性 、准确性和早期干预的科学性 、系统性 。

农村及贫 困地 区 自 闭症儿童 的康复现状

这次调査 到的农村案例仅 个 但从中仍然可 以发现家长在教育孩子上的经济负担较重 。 如 位来 自

农村 的 自 闭症儿童 , 其家庭月 总收人均为 元以下 包括 元 )
, 就有 位儿童 的家庭教育支 出 占总

收入的 以上 极大部分 ) 。 然而 我们广大的农村及老少边穷地区的许多 自 闭症儿童还没有被及时确诊 ,

这些小孩缺乏
一些基本的教育和康复训练 他们的预后形势极为严峻 。

二
) 对 家庭干预方法 的分析讨论

针对家庭教育中干预方法获得渠道的研究发现 ：
自 闭症儿童家庭获得干预方法的渠道是有差异的 。 家

长获得干预方法的渠道主要来源于咨询教师 , 占总数的 , 其次是请教其他家长和查看相关资料 , 分别 占

总数 的 和 。 近半数的家长通过
“

咨询教师
”

来获取干预方法方面的知识 ,
是因 为本研究对象主要是

在康复机构中接受训练 自 闭症儿童的家长 , 康复机构能够利用
一些亲子讲座 、到宅服务等形式为在训的儿

童家长提供较多的咨询 。

“

请教其他家长
”

也是 自 闭症儿童家长获得干预方法的
一个重要渠道 尤其是相同

障碍类型的儿童家长间的探讨与沟通较多 , 现在
一

些非正式 的 自 闭症儿童家长协会的成立更是为这种交流

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 。 此外 也有相当部分 的家长是通过
“

查看相关资料
”

来获取家庭干预方法 研究还进
一

步发现这些家长大多具备较高 的学历水平 他们不仅查 阅大陆有关 自 闭 症的文献资料 , 有些经济条件较

好的家长还购买到港台版及外文书籍 。 同时
,
在

“

其他渠道
”

中 网络及电影电视的媒介作用越发明显 ：
近年来

《雨人 》 、 《马拉松》 、 《海洋天堂 》等电影的热播对 自 闭症概念及干预方法的推广起到一定的宣传作用 。

一

些 自

闭症儿童家长的著作对干预方法 的推广也起到很大的作用 , 如 《蜗牛不放弃 》 、 《我的孩子是雨人 》 、 《孤独症

的快乐疗法 》 、 《马背上的孩子 》 、 《爸爸爱喜禾》等书籍 。 总之
,
每个家庭获取干预方法的渠道是有差异的 , 但

是也并非局限于其中 的某
一

渠道
,
更多的家庭是综合各种渠道来获取 自 闭症儿童干预方面的信息 。 调查发

现家长最常用的干预方法是行为治疗法和感统训练法 。 这两者是家长认为最有效的家庭干预方法 , 同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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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康复机构老师运用较多的方法 而家长们认为最无效的干预方法为药物治疗法与功能分析法 。

行为 治 疗 法

广义上的行为治疗主要包括塑造法 、
连环法

、
强化法 、

消 退法以及应用行为分析法等 。 毫无疑问 , 作为

当前儿童心理治疗等临 床实践中应用最为广泛 、见效最为显著的主要 干预方法之一
,
行为治疗在世界各地

青少年教育与心理辅导当 中产生极大 的影响 , 尤其是 行为训练方法关注个体行为和 自 然环境 因素的

关系
,
得到诸多家长与专业人员 的 推崇 。 该方法在使用过程当 中 ,

坚持的基本原则是 目标分解 、
区 分强化和

灵活辅助 。 目 标分解是把每个 目标项 目 或者干预任务分成最小或最简单的小单元进行教学 。 在 目标分解的

基础上
,

干预人员借助连环法将小单元逐步合并成更为大的行为项 目 。 而塑造法更是贯穿整个行为干预始

终
,
主要包括指令 的 明确 、强化的使用以及全辅助 、半辅助及达到 最终 的 自 动化

,
即形成完整意义上的 回合

式操作教学法 行为治疗法能够得到家长们的肯定主要原因是操作简单
,

针对

性强且能看到明显的预后效果 。 但是 要达到持续 良好的效果
,
需要对 自 闭症儿童进行系统性 、高强度和高

密度的训练 。 随着新的 干预方法的不 断出 现 ,
人们也对行为治疗进行较为理性的反思 ,

认为行为治疗操作过

于独断和专横
,
忽视儿童的 内心体验和实际感受

,

且过多地关注外显行为干预 将会使受训儿童变成
一种只

会被动反应 的
“

机器人
”

。 但是 不管怎样行为治疗确实对 自 闭症儿童语言训练 、
生活 自 理和常规养成作用 明

显
,
是其他治疗方法所不能替代的 。 同时 随着行为心理学的进

一

步发展
,
行为治疗法 的 内容也在不断地得

到丰富 尤其是正 向行为支持法 、 应用行为分析 等方法在 自 闭 症儿童康复训练 中的应用研究 。 需要指 出

的是
,
为 了达到最佳的康复效果

一

些具体行为方法在实际使用过程当 中也对家长提出 了较高 的要求 。

感统训练法

感觉统合 , 简称
“

感统
”

,
是个体对于 自 己 身体跟周 围环境接触的过程当 中产生的

一些刺激体验借助感

官系统进行整合 。

一

般认为
,

大脑会对感官刺激输人进行分析 ,
从而产生领悟 、学习 等信息加工并作 出行为

反应 。 美 国心理学家 认为感觉统合是人体将各部分器官输人的感觉信息组合起来 ,
经大脑统合作用 ,

完成对身体 内外知觉并作出反应 。 在 感觉统合理论的基础上 ,
通过对儿童前庭 、

本体感和触觉有刺

激作用的活动 ,
来改善儿童的运动协调 、语言等功能的方法

,
即感统训练法 ,

具体包括测试 、训练 、
评价

、
反馈

等 内容 的系列活动
, 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操作性 。 由 于 自 闭症儿童感统统合失调较为 明显

,
比如视知觉异常

如回避 目光接触 ) 、听知觉异常 ( 如害怕 抽水 马桶声音与 鸣笛声 ) 、防御性触觉 ( 如拒绝他人的抚摸或拥抱
,

但却对伤痛知觉迟钝 ) 、前庭障碍 如喜欢旋转等重复刻板动作 )
以及视动整合缺陷和本体觉模糊等 。 感觉统

合训练方法经 由康复机构的大量使用之后 , 现在也广泛应用于 自 闭症儿童 的家庭教育当 中 。 研究发现感统

训练能够改善 自 闭症儿童的动作协调性 、
注意力 、情绪的稳定性及触觉过分防御行为等 。

」 而且 , 家庭 中
一

些小范围 内的感统训练往往具备简单 、实用的优点 。 家长可 以通过让儿童独立翻转 、走平衡木 、
玩滑板

、
大笼

球
、
秋千 、大陀螺等游戏形式来锻炼儿童的感统机能 。 这对减轻 自 闭症儿童的触觉防御过度 , 提高身体协调

尤其是大动作与小肌肉 的协调方面效果较好 。 需要指 出 的是 如何改善家庭的教育环境 , 借助家庭生活用 品

为主要活动器械对 自 闭症儿童进行训练是 自 闭症儿童家庭开展感统训练面临 的主要议题 。

药物治 疗法

药物治疗法主要是根据儿童临床症状选用某种特定的药物进行病理干预 ,
以控制或改善儿童的不 良症

状 。 家长
一旦发现 自 己 的孩子是 自 闭症时

,
刚开始除了震惊 、

困惑迷惘外 更多 的是心急如焚 ,
很想通过一些

现代的科学技术尤其是医 疗技术来改变儿童的症状。 此时
,

家长普遍都会尝试使用药物疗法
,

哪怕 是民间 的

一些偏方 。 这些药物疗程短则两三个月
,
长则两三年

,
但通过调查发 现家长们最后基本上都放弃 了这一方

法 认为
“

药物治疗法
”

是最无效的 家庭干预方法 ,
其原因主要是现有的一些药物治疗效果令人失望

,
而传统

观念
一直认为应该

“

药到病除
”

。 同时
,
现有药物除 了价格 昂贵外 还会影响儿童的身心发育

,
等家长带孩子

到一些专 门 的机构进行康 复训练时
,
机构老师也大多建议家长不能过于依赖药物疗法 。 关于医学方面的研

究也表 明 ： 目前 国 内外均没有治疗 自 闭症的特效药 有些药物副作用明显 ,
如治疗精神病常用的 等

药易导致血栓的形成
,
不过还是有一些药物可以减轻 自 闭症儿童的一些 自 伤

、
狂躁 、抑郁等症状 。 因此

,
家

庭教育 中 只可适当地辅助
一些药物疗法

, 但要注意所有 的药物必须在精神大夫处方下才能给予 ,
切忌按广

告服药 ,

以免贻误治疗时机或出现不 良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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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分析法

严格意义上讲
,
功能分析法是属于行为治疗法的

一种
,
是行为主义在近二三十年长足发展过程中 的

一

个重要突破 。 本研究之所以将它单列出来 ,

一方面是为 了与传统的行为疗法区分开来 另
一

方面是为 了更为

针对性地调查家长对这
一

新方法的 了解及使用情况 。 结果发现 有相 当部分家长认为
“

功能分析法
”

也是最

无效的 干预方法之
一

,
我们通过深入访谈发现其原 因主要如下 ：其

一

,
家长确实对

“

功能分析法
”

并不 了解 ,

陌生所致 ,
这是家长认为功能分析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其二 实施过程中 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家长无法迅速

领悟 。 功能分析法 的一个重要理论前提是 ：
每
一

个行为都有其特定的功能 。 干预的 主要任务在于通过分析

来理解这种隐藏于行为背后的功能与 目 的
, 从而为干预提供依据 ,

具体操作主要包括观察分析和行为支持 。

如要矫正 自 闭症儿童的
“

自我刺激行为
”

,
家长首先要把儿童的 自我刺激行为放在 日 常生活中作系 统的观

察 ,
了解到底是什么事件引 发儿童的 自 我刺激行为 该行为具体有哪些表现及其所导致的行为后果 。 观察结

果可按量表 ,
进行记录

, 并对记录的数据进行分析 , 从而家长可

以 掌握儿童 自 我刺激行为发生 的规律性和引发行为的远期与近期 的变数 , 再制订有针对性 的干预措施 。 如

果家长能够严格按照类似的程序长期坚持进行干预的话 ,
应该会取得

一

定的效果 。

对今后干预研究的反思

已有的关于 自 闭症儿童家庭干预方法 的研究
,

主要集中在行为主义心理学领域 。 在学习理论和
“

刺激

反应
”

理论等指导下的干预方法不可避免地聚焦于外显的行为矫正或行为训 练 并 以 问题行为 的减少作为

干预有效性的 主要指标。 以提高 自 闭症儿童的生活质量为 目 的 用全面发展的眼光看待 自 闭症儿童的家庭

干预 研究方法也要重视儿童 内在感受与个人意义的 表达 , 力求对儿童各个方面的发展都 能起到
一定的促

进作用 ,
避免单

一

、枯燥的练习强化或矫正训练 。 同时 很多干预方法都不是针对 自 闭症儿童本身提出来 的 ,

在使用过程 中方法的适宜性应引起研究人员 和家长的高度重视 。

对于研究人员而言 探讨单
一

的 自 闭症儿童家庭干预方法难度较大 。 尽管也有相关人员 对各个方法进

行 了 比较研究 ,
但多限于以康复机构的长期系统训练为基础上的追踪研究 。 儿童 的发展是受多方面因素综

合影响 的 ,
研究人员要避免为了追求

“

统计学上的 显著
”

而强行分类干预方法 , 并随意命名 家长所采用 的家

庭教育方法 。 既然各种家庭干预方法的横向 比较困难 我们认为研究人员 要更多地采用纵向研究 从儿童 自

身的发展情况出发评估干预的效果 ,
无需过分在意各个方法的使用情况 。 同时 研究人员要注意干预研究的

生态学效度 , 实验室情境中 的干预模式并非在家庭环境 中都能派上用场 。 此外 ,
自 闭症是教育学 、心理学 、社

会学 、医学等学科研究中的
一

个共 同热点问题 , 故该领域跨学科的研究亟待深人 。

五 、结论与建议

自 闭症儿童的家长获得干预方法的途径主要是来源于咨询机构的老师 。 家长熟悉的干预方法有行为治

疗法 、感统训练法 、药物治疗法 、音乐及游戏疗法等 。 家长在家庭中 主要采用的干预方法为行为治疗法 、感统

训练法和游戏治疗法 但对其他的一些干预方法较为陌生 运用较少 。 家长认为有效家庭干预方法是行为治

疗法与感统训练法 , 家长认为无效的 干预方法为药物治疗法与功能分析法 。

自 闭症和所有疾病
一样

,
应该做到早发现 早诊断 。 家长

一旦发现小孩异常时 ,
应尽快带其到正式机构

进行评估 、诊断 。 家长应加强学习 ,
利用亲职讲座 、专业阅读 、家长间交流等途径提高家庭教育的能力

,

尤其

是在干预方法 的选择和使用上 。 家长在选择干预方法的时候应该综合考虑多种因素 , 如家庭 的环境状况 、儿

童的特点 、 自 身的学历水平和职业特点等 。 家长在选用各种干预方法对小孩进行康复训练的时候 ,
关键是要

掌握得当且持之以恒 。 同时
,
家长应充分意识到各种方法各有所长 并不是每种干预方法对所有的 自 闭症儿

童都适用 。 干预方法的使用要立足 自 闭症儿童的实际感受
,
服务于儿童生活质量的提高 ,

注重干预的生态效

度以及多学科跨领域的合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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