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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also known as autism, is a dispersive neurodevelopmental dis-
order with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as its core symptoms. Communication disorders of autistic 
children can lead to a series of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and if the problems do not be 
solved in time, it will cause ASD, children's self-closure, lack of response to external stimuli, and 
even conflict with and avoid environmental communication. Therefore, researchers have devel-
oped a series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interventions to improve autistic children's communication 
ability. Cogn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is a special educational process in essence. It is a series of 
training activities which emphasiz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gnition, behavior and emotion, 
which based on the scientific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psychology and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therapy and behavioral learning. At present, the widely used training intervention methods in 
clinic mainly include the application of behavioral analysis, structured teaching method and pic-
ture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system. In this paper, the relevant research is summarized, and 
the existing cognitive behavior intervention methods are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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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又称自闭症，是一种以沟通交流障碍为核心症状的广

泛性神经发育疾病。孤独症儿童的沟通障碍能够引发一系列的行为和情绪问题，并且如果问题得不到及

时的解决，会造成ASD儿童的自我封闭，对外界刺激缺乏回应，甚至对环境交流有抵触，回避。因此，

研究者开发了一系列以改善孤独症儿童沟通能力的认知行为干预方法来改善孤独症儿童的沟通问题。认

知行为干预方法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教育过程，是在心理学的科学原理和方法的基础上，根据认知疗法

与行为学习理论，强调认知、行为和情绪关系的一系列训练活动。目前临床上广泛使用的训练干预方法

主要有应用行为分析法、结构化教学法、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本文对相关的研究进行梳理和总结，并对

现有的认知行为干预方法提出新的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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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孤独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是具有大脑语言功能和沟通功能发育障碍的一类弥散

性神经发育障碍(Pervasive development disorder, PDD)。多起病于婴幼儿时期，孤独症的症状表现为沟通

能力障碍、认知发育迟缓、社交兴趣缺乏和动作生硬刻板等[1]。随着研究者对孤独症儿童的研究不但深

入，越来越多的孤独症儿童纳入到研究统计之中，研究发现世界范围内孤独症的发病率约为 1% [2]，中

国孤独症发病率约为 0.024%，并显示出不断提高的趋势[3]。孤独症儿童的语言能力发展较同龄儿童慢，

主要表现为，听觉理解能力较差，视觉理解较好的特点[1]。沟通能力障碍会导致儿童多种情绪和行为问

题。例如，当孤独症儿童在遇到不喜欢的事情时，会表现出哭闹、抓咬、甚至自伤行为。这些都是因为

孤独症儿童不能有效地表达自己的需求，表达受阻导致的问题行为。孤独症儿童在日常生活中的沟通主

要为简单的生理需求表达，并没有社会性的沟通交流[1]。教会孤独症儿童进行多样化的交流，融入正常

的社会生活是孤独症沟通能力干预治疗方法的主要目的。目前，临床上还没有能够治疗孤独症的方法，

针对孤独症儿童主要症状的训练治疗在实践中不断优化和改善。美国国家孤独症中心 2015 年出版的《国

家孤独症发展报告第二阶段》(National Standards Project-Phase 2)指出，认知行为干预能够解决孤独症儿

童感觉失调或情绪失控问题，同时促进人际沟通交流和增强责任感、也能够帮助其提高认知能力等[4]。
针对孤独症儿童沟通交流障碍的治疗方法中，认知行为干预在孤独症领域的有效性不断得到证实，研究

通过介绍孤独症儿童认知行为干预的研究成果，为我国孤独症儿童的沟通能力干预提供借鉴和启示[5]。 
认知行为干预是一种通过改变认知过程来影响行为的治疗方法，主要应用于 6~18 岁的孤独症儿童和

少年，主要针对孤独症儿童沟通、行为、认知、情绪等方面出现的问题[5] [6]。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

主要包括言语训练、社会交往训练以及日常生活训练。人类的沟通能力对日常的社会交往具有极为重要

的作用，社交活动往往需要言语沟通和非言语沟通的共同参与，如口头言语与身体姿态、语气语调、面

部表情等的并用。孤独症儿童的沟通通常是非言语性的沟通，大部分孤独症儿童无法正常使用口头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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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人进行交流。孤独症儿童的心理发展阶段与孤独症儿童对社会环境的应对能力是孤独症儿童沟通能

力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7]。因此，对孤独症患儿的康复训练主要针对社会适应能力水平的提高，社交干

预能够提高孤独症患儿的社交能力，增强其沟通能力[8]。在我国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治疗过程中，应用比

较广泛的认知行为干预有应用行为分析法、结构化教学法、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干预训练[9]-[14]。这些干

预训练方法主要着力于孤独症儿童提高沟通能力的教育训练，其实施干预过程广泛应用在家庭、特殊教

育学校、医疗机构中。目前国际上受主流医学推荐和使用的是认知行为训练干预方法，为孤独症的规范

化治疗提供了方向。 

2. 孤独症儿童沟通能力的认知行为干预 

2.1. 应用行为分析法 

国内应用比较广泛的是应用行为分析法，该方法在 20 世纪 60 年代由美国学者研究并应用于孤独症

儿童的教育训练中，是一种以行为主义原理和行为塑造原理为理论依据的行为训练方法[9]。采用将目标

分解，先辅助再强化的一对一个性化行为训练模式。主张以正强化为主，促进孤独症儿童各项能力发展

[13]。训练强调高强度、个体化、系统化。应用行为分析法是孤独症儿童和正常人之间的支持性工具，能

够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通过回合操作教学方式将训练内容任务分解，分成一个个小的步骤，然后按

步骤进行集中训练的干预模式。 
应用行为分析依据行为主义理论来改变人的行为[13] [15]。行为主义的操作条件反射论认为只要通过

适当的方法，控制外部的刺激条件(强化)，就能够得到目标的行为结果。该训练方法对环境要求比较严格，

训练时需要一个较为固定和简洁的房间，暗色调并且光线充足的室内环境为好，室内不要放置影响儿童

注意力的物品，不必要的视听刺激尽可能少，其中包括墙面的设置上最好选用纯色。个性化的训练室需

要依据儿童的身高和行为特点设置桌椅的高度和特点，训练过程可以根据需要增加指导者的协助，教材

和教具的设置需依据训练内容的设计[15] [16]。训练中的个性化设置为更好的达成训练目标服务，如在研

究以沟通能力为主要训练目标的训练过程中，要想取得理想的训练效果就需要设置能够对儿童沟通能力

产生影响效果的强化物，随着儿童在训练中能力的发展，训练者可以将儿童逐步带入更大的群体中泛化

指导，使儿童在个性化一对一训练中习得的行为发展应用于实际生活中。儿童的沟通能力的发展最终需

落实在儿童与他人的交往互动之中，在家庭和社会生活事件中，增加儿童应用训练中习得的技能有助于

培养儿童沟通的信心和养成恰当良好的沟通表达习惯。 
分解式操作教学(Discrete Trial Teaching, DTT)是应用行为分析法的一项具体训练技术[17]。该方法将

目标技能进行小步骤分解，反复地对每个步骤进行多次练习，在练习训练中不断进行实施帮助引导正确

的反应，并不断的使用强化物对目标行为进行强化。首先需要给儿童发出指令，引导儿童对要求做出回

应，在过程给予提示，并对好的行为进行强化。如此不断循环往复中推进儿童对训练的目标行为和能力

的提升。 
分解式操作教学具有一系列的实施元素及操作顺序[17] [18]。首先，该方法的第一要素就是指令，即

用语言表达要求儿童做的事情。提升孤独症儿童沟通能力的基础就是促使儿童能够正确理解指令内容，

进而期待儿童在此基础上做出适当的反应。指令应尽可能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用肯定语句代替否定语

句。孤独症儿童很多时候很难理解否定性指令，此外，指令发号要注意时机，孤独症儿童的注意力容易

分散，指令应该在儿童注意力比较集中的时刻发出，做到及时适时。即当儿童表现出对某种玩具的强烈

兴趣，在将做出去取玩具的时刻，儿童的注意力比较集中，此时训练者发出相应的指令，使儿童自发的

动作成为一个指令的反应，训练者在儿童完成反应后立即给予强化，在多次反复的训练后，不断巩固指

令与反应的行为模式。此外，指令还应具有必要性、可实现性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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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结构化教学法研究 

目前对于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干预措施较多，教育训练是目前治疗孤独症的主要干预和治疗方法，国

内外关于孤独症的康复应用较多的教育训练方法主要为结构化教学法(treatment and education of autistic 
and related communication-handicapped children, TEACCH)，TEACCH 是“孤独症及相关交际障碍儿童的

治疗和教育方案”的缩写。由 20 世纪 70 年代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的 Eric Schople 教授团队创立[12]。通过

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能力进行评定，具体化制定儿童发展方案，对其教育干预，提高儿童独立生活

和工作的能力。结构化教学帮助孤独症儿童与外界进行沟通，结构化教学的优势在于该方法利用视觉的

辨别来理解学习的要求，是目前治疗孤独症的主要方法之一[12]。国内外多篇研究显示结构化教学对于孤

独症儿童的康复具有较明显促进作用，TEACCH 在孤独症儿童的社会交往方面、个人自理、运动能力及

认知功能方面具有促进作用，有利于提高儿童整体发育水平。 
结构化教学方法是基于行为、教育心理学、心理语言学和生态理论观点的综合教育方法，其最终目

的是让孤独症儿童或社会交往沟通障碍儿童能够融入到正常的社会生活[12] [19]。结构化教学核心概念包

括以下两个内容：结构化和个性化。结构化是指将物理环境、作息时间、工作学习组织等方面进行结构

化的调整，使得孤独症儿童对所接触的事物具有熟悉性和可预测性，这是因为孤独症儿童普遍具有对环

境的高敏感性，孩子对陌生的环境或者事物往往会产生一定的不适应性，结构化能够有效的避免这种不

适应性的出现。TEACCH 包括了四种结构化，一是环境的结构化，利用家具的摆放或者视觉线索等提示

孤独症儿童某种行为发生的区域以及坐或者站立的区域；减少周围环境因素对注意力的干扰，避免孤独

症儿童面对门或者窗户；二是活动顺序的结构化，活动的发生具有一定的顺序，并通过图片或者文字来

提示；三是任务完成的结构化，通过视觉线索提示活动顺序、活动持续时间以及动作重复次数、任务安

排；四是工作系统的结构化，即活动任务包括多个活动内容，每个任务内容的持续时间。个性化是指根

据每个孤独症儿童自身的学习特点、学习能力以及认知能力等综合考量之后制定适合个人的个别化教育

方案。 
结构化教学对孤独症儿童沟通能力提升的有效性在国内外的研究中不断得到证实。研究者采用结构

化教育方法对孤独症儿童进行为期三年的研究，发现结构化教育方法在自然情境下对孤独症儿童沟通能

力方面及减少问题行为等有良好的疗效[20] [21]。Sandra 等对 34 个香港孤独症儿童进行结构化教学训练

的纵向研究表明，对孤独症儿童进行的全天的 TEACCH 方案训练，实验组的儿童在训练后具有更好的

行为表现，显示出在不同发展维度的进步。研究证实了结构化教学训练在中国儿童的有效性[22]。研究表

明 TEACCH 方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交流能力以及认知能力有较好的疗效，帮助

患儿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但是尚未研究证实 TEACCH 方案比其他干预方案有效，或者代替传统医学治

疗方案[21] [23]。 

2.3. 图片交换沟通系统 

图片交换沟通系统(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PECS)是由美国的 Bondy 与其同事共同

研发的基于行为分析的言语行为训练程序[24]。该训练系统旨在增加孤独症患者功能性沟通行为和社会交

往等。利用孤独症儿童在视觉言语理解优于听觉理解的言语发展特点，通过对孤独症儿童进行阶段性的

训练，使其能够运用图片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意愿，并逐步扩大言语交流范围，提升自主交流的能力，最

终达到适应社会的目的。研究发现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是综合了两种最主要的训练方法(应用行为分析和结

构化教学)，全面地符合了孤独症儿童的特点，更能满足孤独症儿童的特殊需求。该系统主要是图片交换

沟通系统是辅助孤独症学生在沟通过程中表达需求的重要方法之一，而沟通训练的最终目的，是希望有

口语的孤独症学生能够在真实的情境下使用最自然的口语表达自身的实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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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交换沟通系统(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 PECS)是通过教会孤独症患儿使用图片

来表达自己的意愿和想法，以此达到沟通目的的一种方法。研究表明，孤独症患儿在图片提示条件下对

情绪的认知，优于在语言提示条件下对情绪的认知，表明图片可以帮助他们理解情绪[25] [26]。PECS 是

国际上公认的治疗孤独症等相关疾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对语言发育迟缓、智力落后和老年性痴呆等均

具有很好的治疗效果。PECS 训练包括循序渐进的六个阶段：1) 实物兑换。经过该阶段的训练，患者看

到想要的东西时，能够拿起图片，并把图片放到沟通伙伴手中以得到想要的东西。2) 扩充自发性沟通。

该阶段的目标是促进患者沟通的主动性和持久性，重点是距离和持续性。3) 图卡辨识。目标是教授患者

区分不同图片，选择图片病换取想要的东西。4) 句型结构。目标是患者能以某种特定句式结构进行沟通。

5) 使患者学会自发提出要求，并能回答“你想要什么”。6) 自发性反应训练，促使患者学会自发提出要

求和评论。PECS 具有一系列优点：1) 针对孤独症、沟通和社交障碍患者设计，材料简单，不需要特别

的评估测试；2) 在自然情境下进行，方法简单，适合孤独症患者使用；3) 快速改善沟通问题；4) 适合

教师、父母于学校、家庭中使用；5) 促进口语发展。自 PECS 发展以来，它在国外的孤独症患者康复治

疗中得到了广泛地应用。  
Carr 和 Felce 运用 PECS 研究孤独症患者的自发性交流，发现他们在与老师的相处时启动与互动环

节得到了明显的改善[27]。Howli 设计的随机对照试验，探讨了 PECS 训练对孤独症患者在学校环境中的

自发性交流的影响，结果表明孤独症患者启动交流的频率随着 PECS 训练的增多而增加[28]。Duran 也认

为 PECS 能够明显改善孤独症患者的沟通能力[29]。此外，还有研究表明，PECS 训练不仅能够增加孤独

症的沟通行为而且降低了他们的问题行为[30]。然而，目前国内关于 PECS 训练的研究非常少，基本处于

起步阶段，只有一些特殊教育领域使用 PECT 来改善患者的沟通能力。杨珍珍等对 35 例确诊孤独症儿童

开展为期半年的 PECT 训练，发现这种训练法能有效地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社交功能、感知觉和语言功能，

但对行为问题改善不明显[31]。周玉福等的研究发现，PECS 训练明显改善了孤独症患者的情绪认知和情

绪表达能力[14]。尽管国内外大多数研究表明，PECS 训练能够有效提高孤独症患者的沟通能力，但是结

果还存在不一致。 
基于行为分析的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对孤独症儿童沟通能力提升进行干预，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是专门

为孤独症儿童设计的语言交流方法，该方法的沟通训练过程中，孤独症儿童使用图像辅助交流，重点在

于强调孤独症儿童沟通的自发性，系统让儿童在自然情境的玩耍和学习当中加强与人沟通交流的能力，

让多种外界刺激信息输入大脑，加强大脑对信息分析的能力，并促进大脑与言语表达之间的协调反应，

使儿童的沟通能力不断发展并有所提高，达到开发儿童身心机能、改善社会交往、增强信心和培养良好

行为习惯的目的。以图片交换沟通系统训练的内容、原则以及实施方法和具体实施过程的研究，该系统

能够改善孤独症儿童沟通能力，并有利于 ASD 的改善行为问题，促进其建立新的健康的行为方式，为从

事孤独症儿童教育干预的学校、机构以及患儿家长提供借鉴和启示。 

3. 总结与展望 

认知行为干预是指一类以认知为中介改变行为理念为指导的改善孤独症儿童沟通能力的训练方式[5] 
[6]，所涉及的方法多样，应用行为分析法、结构化教学法、图片交换沟通系统等干预方式都已被广泛的

应用。孤独症患儿言语功能存在一定的障碍，并且孤独症患儿在社会交往活动中存在一定的情绪识别异

常、注意障碍以及自我加工异常。认知行为干预在提升孤独症儿童社会交往活动表现的同时也有助于减

少孤独症儿童其他问题行为的发生，这也启示我们认知行为干预训练的应用可能存在更大的空间和前景，

值得我们在未来的研究中去探索和发现。扩大认知行为干预的应用范围，一方面需要医护工作人员和专

业的研究者们对认知行为干预的训练方法不断更新完善，并在 ASD 及其他弥散性发育障碍儿童的治疗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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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进行推广，另一方面需要广大的神经发育障碍儿童的家长积极配合和学习训练治疗，并将教育训练

融入生活中，有助于儿童训练效果的提升。 
在孤独症儿童存在的一系列行为问题中，言语沟通障碍和社会交往障碍为其核心和首要症状，核心

症状的缓解对其他行为问题的治疗具有重要作用。本研究中梳理的认知行为干预方法均着力发挥孤独症

儿童在视觉言语理解方面的优势，发展孤独症儿童的表达和沟通方式，进而改善孤独症儿童的沟通技巧，

促进孤独症儿童言语沟通能力的提升。研究对应用行为分析法、结构化教学法、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在提

升孤独症儿童的沟通能力方面的研究进行了全面的总结。此外，我们计划在下一阶段的研究中，探讨认

知行为干预提升孤独症儿童沟通能力的神经机制，在研究行为层面改变的基础上，探究其大脑结构与功

能上相应的改变[32] [33] [34]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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