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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伴随着孤独症谱系儿童的数量日益增长，研究者们在常规干预方法之外，不断开发新的艺术治疗方法。

戏剧作为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的综合类、表现性艺术形式，应用在孤独症儿童干预中有其独特

的方法和疗效。本文通过分析近几年的国内外研究，对戏剧治疗在孤独症儿童中的特点、方法及治疗效

果进行探讨，并提出其应用于孤独症儿童所存在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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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number of autistic children grows up, researchers found some new arts therapies beyond 
conventional interventions. Drama is a comprehensive and expressive art, containing drawing, 
music and dance’s methods. For autistic children, drama therapy has a unique methods and effe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thods of drama therapy in autistic children. 
Through various studies to prove the role of drama therapy, and put forward the limitations of 
drama therapy in autistic children obj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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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孤独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简称 ASD)，在日常生活中常被称作“自闭症”。2022 年 3 月 4 日，

中国残联宣文部《关于宣传报道中规范残疾人及残疾人工作有关称谓的通知》中，将该病症统一名称为

孤独症。近些年，孤独症在临床中呈现出低龄化、患病率日渐走高的特点。2021 年 12 月美国疾病控制

与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2021)在官网上发布数据表明：根据疾控中心孤独症

和发育障碍监测网络的估计，大约每 44 名儿童中就有 1 名儿童被确定患有孤独症，并且孤独症发生在所

有的种族、族裔和社会经济群体中。 
孤独症患者往往具备刻板行为、语言能力滞后、社会行为弱化、智力低下等特点，轻者学习和社交

能力较弱，重者日常生活不能自理。较为普遍的孤独症干预治疗多聚焦于语言领域，由专业治疗师对孤

独症患者进行语言专项训练。在刻板行为上，常采用高度结构化的干预模式，对于单个行为进行专项训

练，具有重复性的干预特点。近些年来，表达性艺术治疗在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中不断投入实践，美术

治疗、舞动治疗和音乐治疗逐渐应用于孤独症的治疗干预中。 
在孤独症患者的社会行为和社交能力的干预中，戏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形式，可以为那些在社会交

往中有困难的人提供交流的目的(Rosol, 2017)。研究表明，戏剧可以提供一个供练习、学习技能的环境，

培养理解力，提高信心(Kempe & Tissot, 2012)。戏剧活动可以通过基础动作干预、角色扮演、假装游戏

和即兴发挥等方式，发掘社会意识、想象能力、认知能力、沟通能力、同情和移情等心理功能，提高自

闭症谱系障碍患者的认知和适应能力(Manna, 2021)。 
戏剧治疗于孤独症患者中的应用在国内外研究中相当有限，有很广泛的研究前景。“早发现、早干

预”对于孤独症患者来说极为重要，因此本文将聚焦于儿童青少年孤独症患者，分析国内外的相关研究，

针对戏剧治疗应用于孤独症儿童中的特点、活动进行探析，分析戏剧治疗的治疗效果，并客观提出当前

戏剧治疗应用于孤独症患者存在的局限，以期戏剧治疗作为表达性艺术治疗的重要一环，未来能够在孤

独症患者的干预治疗中不断发展并得到充分应用。 

2. 戏剧应用于孤独症干预的特点 

近些年来，音乐治疗、美术治疗等表达性艺术治疗逐渐在孤独症障碍患者的干预治疗中有所运用，

在传统的干预方法上赋予单个艺术门类的特征和形式，为干预提供更多方案。戏剧作为古希腊时期发源

的传统综合艺术形式，逐渐被国内外心理研究者和干预机构所关注。本文结合国内外研究，总结出戏剧

应用在孤独症儿童干预中的四个特点。 

2.1. 综合性 

戏剧艺术综合美术、音乐、舞蹈等艺术门类的特征，一台戏剧演出的全流程(筹备、排练、制作、宣

传、演出等)应用在个人的各项能力中均能得到充分的锻炼和体现。因此，戏剧治疗在孤独症儿童干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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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具备多艺术门类综合性的特点。国内研究表明，戏剧治疗的“生态效应”使得戏剧治疗比其他方法

更具有疗效的“可移植性”。从通过提供色彩丰富的舞台布景和品种多样的道具吸引 ASD 儿童的兴趣，

再通过玩偶等进行人际交往的象征性表达，再到社交场景的模仿再现和扮演游戏。戏剧治疗相较其他“实

验室疗法”，更贴近儿童真实的生活实况(王立皓，2016)。国外研究也有相同的观点，Kouvava 等(2011)
认为：“音乐、歌曲、角色扮演活动和游戏，当与发展适当的学习经验相结合时，是加强儿童社会技能、

提高同伴关系和自我概念的好方法。” 
由于自闭症儿童在理解交流、暗示和参与社会活动存在问题。治疗室便成为孩子们准备迎接一个新

世界的场所。Manna (2021)提到，Ramamoorthi 非常重视霍华德·加德纳的儿童多元智能的概念：“如果

有擅长写作的孩子，让他写一个情景进行戏剧表演，如果有不会说话的孩子喜欢用手作画，让他也参与；

主要目标是认识到孩子的正能量和智力，然后用它们来制造戏剧。”戏剧治疗的综合性为孤独症儿童提

供更多的干预方案及可能，同时更具备针对性，有目标的进行干预会产生更良好的干预效果。 

2.2. 互动性 

社交困难是孤独症儿童干预的重中之重。王鑫，杨柳(2021)认为：“戏剧活动将个人、角色及生活之

间的相互关系加以概念化，通过情感转移、投射、认同和模仿等手段，加强 ASD 儿童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促进 ASD 儿童的改变和转化。”通过戏剧活动的互动特征帮助孤独症患儿提升互动社交能力，治疗师在

干预始终居于核心和引导地位。Kouvava 等(2011)指出：“教师/治疗师在课堂/干预中就像父母和孩子生

活中的其他重要成年人一样，教师/治疗师以培养富有成效的社会角色和防止社会问题行为的方式指导孩

子进行新的互动和关系。教师/治疗师提供了反应性互动、关注和尊重他人的模式，通过他们的行为可以

激发孩子对彼此的同情和理解。” 
王立皓(2016)采用 Chasen 的观点提出了戏剧的互动性对于孤独症患者的作用：“相遇”阶段给参与

的案主一个相互接触团体其他成员的机会。“谐和”阶段，给案主提供与团队成员建立联系的方法与技

巧，适应团队规则，向着“一起玩”、“一起协作”的社会互动迈步。戏剧治疗为来访者提供一个安全

的环境，此处的环境不仅在物理、空间层面上，更是基于心灵层面上的。 
互动性不仅指代来访者之间的互动交流，对于治疗师来说，把控干预的节奏、平衡来访者的心理状

态在干预中更为重要。Corbett 等(2011)认为：“提供一个支持性的社会环境和个性化的援助是极为重要

的。同伴/治疗师通过模仿社交行为、外部强化(如贴纸)、内在强化、观看视频等方法来帮助被试，以增

强与他人的社交互动。”这个观点从心理学的角度上进一步规范了治疗师在孤独症患者干预中基于身份

和治疗效果的互动技能。 

2.3. 开放性 

表达性艺术治疗相较于传统的语言训练和行为训练，更为强调艺术本身的想象力和开放观念。表达

性艺术应用于治疗，不存在对错，更不会给患者设立限制和边界。因此，戏剧治疗强调想象、创造和开

放意识。在教育戏剧对青年自闭症学生性教育自我保护之教学成效的研究中，李涛(2016)采用单一受试跨

行为多试探实验设计，利用教育戏剧教学活动，对三名青年自闭症学生进行教学实验，评估学生的性教

育相关能力。研究者也从多个角度佐证戏剧应用的开放性和无限可能，Eriksson (2011)认为：“教育戏剧

以人为主体地位，教师与学生没有谁主导谁，而是在整个戏剧教学过程当中，主导地位互相转换；参与

者自由发挥，凭借对戏剧活动的理解，加上教师的善诱，每一个人都可以按着心中所想发挥自己的潜能。” 
有的治疗师在特殊学校实践中会要求学生们写一些文章、信件、日记和合唱演讲片段，并做会议记

录。这些文本会被发展成一个粗略的剧本。最终，这个剧本会成为一个短片的基础，用来记录项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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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发展的故事。这些写作训练往往是在治疗师的引导下即兴完成的，来访者们写下心中的真实所想，并

用戏剧形式表现出来。Kempe & Tissot (2012)认为，“对于孤独症患者来说，融入想象世界通常被认为是

困难的。戏剧可以提供一个支持想象技能的论坛，为来访者与同龄人的合作提供了一个机会。戏剧可以

令他们在一个灵活的结构中探索这些概念。”因此，如何在前测中对具备参与戏剧治疗的患儿们进行筛

选，开发孤独症患儿的想象力，并让他们能够完全沉浸在戏剧治疗创作中，依旧是研究者们需要进一步

探讨的要点。 

2.4. 突破性 

戏剧治疗的突破性应用于孤独症，指的是对于患儿刻板行为的突破以及对于他们社交边界的打破。

江英(2019)指出：“边缘儿童缺乏社会技巧，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和同伴交流，甚至不能触碰到他的玩

具和身体。所以，教师要注意给他一个小空间，给他一些独立玩具等，进入到孩子的游戏空间。同时要

中断边缘儿童的固著游戏模式，引导孩子学习与同伴合作。”戏剧提供的是多种可能的发展方向，利用

戏剧活动进行孤独症儿童的干预，需要发挥戏剧“假定性”作用，利用无实物表演、动物模拟等相关的

戏剧活动。在恰当的治疗时机利用语言、动作以及活动等打破孤独症儿童的边界，调整他们的刻板行为，

扩展他们的社交能力，以得到更好的治疗效果。 

3. 戏剧治疗应用的具体方法 

美术治疗使用画笔、颜料等工具，音乐治疗利用各类乐器，舞动治疗利用人们的身体，根本目标都

是达到疗愈目的。戏剧应用于孤独症患儿治疗中也具备自己独特的方法，包括角色扮演、面具、热身游

戏以及演出等。下文将对于干预中常用的游戏、叙事和角色扮演三种方法展开，并说明它们的具体应用

方式。 

3.1. 游戏 

在戏剧的排练过程中和演出前夕，会安排一些热身活动。游戏是心理治疗干预和戏剧的结合产物，

因此也成为戏剧治疗的重要部分。游戏不仅可以让参与者身心放松、打开想象力。同时通过游戏与他人

建立良好的联系，保证排练和演出效果。游戏是打破参与儿童和治疗师边界的重要环节，为正式干预打

下良好基础。对于孤独症患儿来说，游戏要从身边熟悉的事物着手，比如喜欢的玩偶、较为擅长的简单

活动等。 
美国内布拉斯加大学(The University of Nebraska) Rosol (2017)指出：“对所有儿童来说，功能性和象

征性的游戏是语言发展的重要先导。自闭症儿童在模仿他人的能力方面存在缺陷，特别是在身体动作和

对物体的行动方面。参与社会互动、模仿另一个人或参与游戏会帮助个人提升了解社会和非社会环境的

能力。”但是，研究者同时也指出孤独症患儿在游戏训练中依旧存在局限：“ASD 患儿最终可以学会如

何参与象征性游戏，但这种游戏通常缺乏创造力和娱乐性，显得机械和重复，没有灵活性或精心设计的

主题。”并且 Rosol (2017)还发现，通过在干预中的观察，参与者花在假装游戏上的时间往往比社交互动

要多，干预目的就会有所偏颇。 
雷妮•伊姆娜(2006)曾在专著中指出心理学大师 Erikson 的一个重要观点：“戏剧性游戏是孩子最自

然的自我治疗。”同时，解眉(2018)提出：“治疗师利用玩偶、面具、玩具以及其他物件，营造出一种充

满神秘感的戏剧性氛围，使得治疗者处于一种深感神秘的状态之中，因此在治疗者的周围筑起一道屏障，

得以掩盖他们原本自以为固有的弱点或缺陷，为他们的想象提供了一个制造理想化的机会。”但是，孤

独症患儿由于其自身特殊性，在游戏设置上需要针对患儿的基础能力进行专项设计和调整，以便患儿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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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真正投入到游戏中。因此，游戏应用于孤独症患儿的治疗必须具备一定的灵活性，需要治疗师充分了

解患儿，并具备较高把控干预的能力，对治疗师有着较高的要求和标准。 

3.2. 叙事 

戏剧的内核是戏剧冲突，在戏剧治疗中，故事的创作和叙事是其区别于其他艺术治疗的显著特征。

不论是在心理剧(Psychodrama)、一人一故事剧场(Playback Theatre)、共命运者剧场(Enthnodrama Therapy)
中，来访者讲述的和开放性创作的故事都是治疗的核心，后续治疗均围绕这个叙事而展开。在一人一故

事剧场中，专业演员、乐队和领航员根据观众口述的故事进行即兴表演。共命运剧场的参与者会为最终

的演出呈现共同创造剧本、分配表演内容并且制定完整的演出计划。叙事是戏剧治疗中最具有特色的核

心环节，为最终呈现奠定基石。 
戏剧本身就是叙事的艺术，Manna (2021)认为：“戏剧融合了假装的戏剧，有脚本的社会或虚构的情

况，是一种即兴创作。”在一些新型研究中，基于机器人的游戏剧干预可能会提高中国学龄前孤独症儿

童的叙事能力，So 等(2019)指出：“叙事话语是在文化语境中传达感知、情感、价值观和态度的一种手

段。叙事不仅是一种重要的沟通工具，也是理解经验和关系的基本机制。此外，叙事能力是语言障碍儿

童后期语言和识字结果的敏感预测因素。它们与社会化能力、工作记忆和学业成绩有关。” 
叙事给予干预的是一种空间感的建立和搭建。So 等(2019)认为：“戏剧治疗利用虚拟的故事情节为

ASD 儿童提供不同的、类似的、逼真的社会生活场景，让 ASD 儿童在一个场景中进行大量的排练、接

受重复的技能指导，直到这种技能被习得或融入其行为当中。”基于故事的成立和完善，戏剧治疗得

以正式开始并且深入。面对孤独症儿童，许多研究在叙事上采用非即兴叙事。根据紧张世界理论，高

度结构化的学习环境会给自闭症儿童带来积极的学习成果。这也为研究者和治疗师提供了方向和启发。

由于孤独症患儿在认知程度上存在差异，如何创作干预专用的剧本，有针对性的根据孤独症患儿进行

故事设计，将戏剧叙事真正融入孤独症儿童干预，依旧是戏剧治疗师和研究者未来在设计上的一个难

题。 

3.3. 角色扮演 

戏剧演出中，核心的一个因素是演员，即人。不论是独角戏抑或是儿童剧，人是剧场舞台的核心。

演员在排练及演出的过程中，经历对角色的了解到深入，最终成为角色本身的过程。戏剧治疗中，角色

扮演也是来访者认识自我的重要活动。王鑫，杨柳(2021)认为：“在戏剧活动中，ASD 儿童可借由角色

扮演来使自己处在他人的立场，通过对他人语言、行为的模拟，获得对他人心理状态及行为间因果关系

的认识。通过理解角色、认同角色、体验角色，习得不同角色的情感、感觉、意图，ASD 儿童能够发展

移情和共情能力，从而提高心理理论能力。” 
角色扮演要在治疗师的引导下得以进行。王立皓(2016)指出：“戏剧治疗师帮助案主扮演多种角色、

培养讲述和演出多种故事的能力，借助过渡性的向导把出现问题的角色与恰当的反角色整合在一起。戏

剧治疗认可‘神经多样性’观点，更多是试图去‘控制’而不是‘转变’ASD 儿童的认知、行为和情感

模式，力求以一种好玩有趣的方法，激发孩子内在的创造性天性。” 
角色扮演可以帮助边缘儿童更好地感受到自己的变化，逐步适应社会环境，探索解决问题的办法。

So 等(2019)指出：“通过表演戏剧，社会问题儿童(例如孤独症儿童)可以发展和探索角色扮演，从而发现

游戏行为的含义以及他们的行为对他人的潜在影响。因此，孩子们将更好地理解生活中的模式和顺序。

此外，假装与他人玩耍有助于儿童认识和欣赏他人的意图和心理健康，以及他人的想法对他们的反应的

影响。并且，角色扮演加强了儿童对原因和结果的理解，并帮助他们在叙述中做出认知和情感推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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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戏剧治疗对孤独症的干预效果 

在国内外研究中，通过前后测量表的数据分析，以及孤独症患儿的家长观察反馈，均在不同程度上

发现了戏剧治疗应用于孤独症患儿干预中所能够取得的成效。 
在一些研究中，可以看到研究者通过教育戏剧的方式对孤独症患儿进行干预。教育戏剧与戏剧治疗

存在一定的差别，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具体应用。教育戏剧主要是基于语境和身份的不同：在教育戏剧中，

教师充当着治疗师的角色，学生即为来访者。在教育的语境中，不强调明显的治疗效果，而是通过教育

达到一定的教学目的。金京等(2020)认为：“在教育戏剧教学之后，自闭症儿童的表情识别能力、情绪线

索理解能力、愿望理解能力，自闭症儿童的信念理解能力和情绪暗示能力均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和提

升。” 
戏剧治疗对于孤独症患儿的作用首先体现在语言和叙事能力上。So 等(2019)发现：“基于机器人的

戏剧干预在叙事长度、句法复杂性、叙事结构和认知推理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干预条件下患有

自闭症的儿童在训练后使用的从句数量和句法复杂程度增加；他们还能够结合人物的目标，并对故事中

的人物做出认知推断。”同时，研究者也发现，叙事水平提升之后，关于事物理解能力也有所提高。 
对于孤独症患儿来说，干预更为强调的是社交能力的改善和提升。Manna (2021)发现：“ASD 儿童

常见的行为特质在儿童接受戏剧治疗后会逐渐减少，社交技能有显著提高。戏剧治疗有助于提高 ASD 儿

童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在接受戏剧治疗后，患儿激发自我进行社会交往的能力显著提高。”Rosol (2017)
经过八周的干预活动后，三名参与者的虚拟游戏和社会互动次数都有所增加，都表现出了社会交往方面

的改善。 
想象能力的练习和提升是孤独症患儿要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研究者在特殊学校进行戏剧治疗干预，

发现孩子们在想象力上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突破。比如自闭症患儿开始以另一种身份写作，而这是自闭

症学生通常很难掌握的技能。有些患儿的社交能力和想象力也有所发展。Kempe & Tissot (2012)指出：“对

于自闭症患者来说，融入想象世界通常被认为是困难的。这个项目的研究结果表明，戏剧可以提供一个

支持这种技能的论坛，引导他们提问，并且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他们与同龄人合作。他们可以在一个灵活

的结构中探索这些概念，不害怕失败，但也让他们实际学习一些与课堂之外的相关社交技能。” 
不难发现，由于戏剧治疗自身的综合性和包容性，对于孤独症患儿来说可以从多方面产生一定的治

疗效果，在临床中逐渐开始投入应用，得到大家重视。但是，与戏剧艺术本体相比较而言，戏剧治疗起

步较晚，流派众多，应用于孤独症患儿这一特殊群体中的研究较少，并且依旧存在着一些局限。 

5. 戏剧治疗应用于孤独症治疗的局限性 

首先，对于孤独症患儿来说，智商发育、理解能力等认知层面上的差异就会使得治疗师在传达信息

时产生困难和曲解。王立皓(2016)认为：“戏剧治疗中很多分析自我内心，扮演虚幻角色的技术如‘替身’、

‘辅助自我’、‘角色互换’等练习活动在面对 ASD 孩子时并不实用。”但是与此同时，这些练习相对

于身心健康的来访者而言，在实践上也需要大量的热身、搭建关系及破冰之后，才有可能实现。针对于

孤独症患儿，我们的治疗诉求更多集中在患儿的基本社会技能、语言技能等方面的提升，在前期治疗中

很少会触及心理层面上的问题。因此，治疗师应依据孩子们的基础情况，在充分了解患儿的基本能力、

家庭等状况的基础之上，针对性进行干预设计。 
其次，针对于研究设计，依旧存在诸多需要考虑的因素。对于研究样本，“研究者认为样本量相对

较小是研究的首要问题。与此同时，人们可能会质疑团队对戏剧剧本的选择，当让患儿描述不现实或不

熟悉情况的戏剧，是否会影响学习结果(So et al., 2019)？”Rosol (2017)在研究的最后提出她仅对三名孤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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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患儿进行测试，同时在数据采集上也存在一些局限：“研究人员无法在参与者上戏剧课之前收集观察

基线数据。观察基线数据的收集可能会为参加戏剧班和增加假装游戏和社会互动之间的功能关系提供更

多支持。”同时她也提出一些对于未来研究的展望：“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收集观测基线数据以及维护

和概化数据，检视戏剧治疗对不同年龄和能力水平的学生群体的影响等。”Corbett 等(2011)也指出研究

存在的问题：“该研究没有使用随机的实验设计，受到非常小的、异质性样本的限制，也没有包括对照

组。” 
最后，戏剧治疗应用于学校或者临床中，依旧存在一些主观层面上的挑战，包括治疗师、来访者以

及来访者的家属以及其他对于戏剧治疗抱有怀疑态度的人群。Kempe & Tissot (2012)总结自己在特殊学校

的干预经验，认为：“在特殊学校使用戏剧作为教育工具时，必须克服一些挑战。首先，戏剧作为一种

学习媒介，在专业环境中仍未得到充分利用。游戏的叙述和半正式的性质并不一定能够支持提高特殊儿

童社交技能的目标。”并且在戏剧治疗的应用之中，治疗师作为主体承担着非常重要的责任，在学校和

临床中应当得到重视。但是 Kempe & Tissot (2012)提到：“在特殊的学校环境中，戏剧作为教学工具的

使用是一种未得到充分利用的教学方法。这可能部分是由于教师缺乏技能和专业知识，也可能是由于缺

乏对艺术形式如何应用存在普遍误解，缺乏对其在该领域的潜力的研究。” 

6. 小结与展望 

根据五彩鹿儿童行为矫正中心 2019 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 III》，全球

孤独症的发病率正在逐年上升。截止到 2019 年，我国已经有超过 1000 万的自闭症谱系障碍人群，12 岁

以下的自闭症儿童为 200 多万(五彩鹿自闭症研究院，2019)。这已然不是一种特殊现象，孤独症患者也不

再是处在社会边缘的人群，而是需要研究者们持续关注的庞大群体。戏剧治疗应用于孤独症患儿的干预

研究相较于美术、音乐、舞蹈治疗而言仍处于小基数研究，需要临床心理医生、康复治疗师以及戏剧专

业人士们的聚焦和关注。 
戏剧治疗在我国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应用于在孤独症患儿的干预研究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需

要研究者们不断突破。但建立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戏剧可以与其他学科进行深入的跨学科融合，相互

吸纳优点并且应用于临床，不断推进我国心理健康领域和精神卫生领域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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