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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殊儿童因各种因素的影响，较一般儿童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然而问题行为对儿童康复训练带来挑战，

影响着特殊儿童各项技能的学习。本文结合文献和实践工作，就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干预策

略进行探讨，为特殊儿童的家长和一线康复师提供问题行为干预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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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various factors, special children are more prone to Problem behavior than 
ordinary children, which pose challenges to children’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and affect their learn-
ing of various skills.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and practical work,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influen-
cing factors an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of Problem behavior in special children, providing refer-
ence for parents and frontline rehabilitation teachers of special children to intervene in Problem 
behavior.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p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1679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1679
https://www.hanspub.org/


杨翠翠 
 

 

DOI: 10.12677/ap.2023.1311679 5368 心理学进展 
 

Keywords 
Special Children, Problem Behavior, Influencing Factors,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3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特殊儿童的教育与康复能有效减少终身致残率，因此教育和康复的效率和效果就很重要。然而，特

殊儿童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较一般儿童更容易出现问题行为，问题行为一方面直接给教育者带来巨大

的挑战，影响教育的实施效率和效果，一方面问题行为与教育时间形成竞争，减少了特殊儿童有效进行

教育和康复的时间。在针对特殊儿童的教育与康复的过程中，必然会面对他们的问题行为这个问题，通

过对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以及如何依据问题行为的功能预防问题行为的发生、干预

已经发生的问题行为，可以帮助特殊教育工作者以及特殊儿童的养育者有针对性地解决特殊儿童的问题

行为，提高他们教育和康复的效率和效果。 

2. 研究特殊儿童教育的社会重要性 

在文明社会，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拥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实现教育公平的起点。特殊儿童

作为社会的一员，理应拥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因此，研究特殊儿童的教育，为实现教育公平具有重

要的社会意义。除此之外，特殊教育可以帮助特殊儿童学会自力更生，也有利于减轻社会和家庭的负担。

研究特殊儿童的教育，可以更有效地实现特殊人群自力更生、减少终身致残这一目标。另外，研究特殊

儿童的教育，有助力于社会生产，特殊儿童的家长，作为社会的生产力量，因家有特殊儿童往往需要一

个人照顾，而不能参与到社会建设中来，当特殊儿童因教育回归到主流环境中生活学习时，家长也可回

归到社会进行生产活动。最后，重视特殊儿童的教育，是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重要

举措，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 

3. 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 

“儿童”通常是指 0~18 周岁所有个体的统称，此年龄跨度正是一个人从出生逐步发展为独特个体的过

程，可塑性大，面临的变化多，所受的环境影响也较之与成人明显。特殊儿童通俗讲是指有各种功能障碍

及发展迟缓的儿童，比如智力障碍、听力障碍、情绪行为障碍、自闭症、发育迟缓等等(何侃，2015)。影

响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因素也较多，生物学因素、环境因素、饮食因素、以及自身障碍等等共同在影响。 

3.1. 生物学因素 

生物学因素是导致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王海燕等人(2004)发现黄疽、出生时体重过低、

高热惊厥、窒息、脑炎、产伤、缺氧缺血性脑病和多动症、中毒和脑外伤等与神经系统密切相关的婴幼

儿期疾病，可能是诱发儿童行为问题的重要生物学原因，防治这些疾病有重要作用。 

3.2. 环境因素 

环境因素一般包含家庭环境因素、学校环境因素以及社会环境因素。父母是儿童的第一任老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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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进行社会化的重要场所，可见父母对儿童的影响有多大，作为特殊儿童群体，更多的时间是与父母

在一起，父母的影响可能会更大。特殊儿童因大多存在智力、语言的发展落后，在想要表达自己的各种

需求时不能很好地使用语言来表达，父母也更多只能通过儿童的行为来判断他们的需求，比如，儿童想

吃糖，但不会用语言表达，就使劲哭，父母各种尝试去满足，给了糖就不哭了，儿童便学会了以后想要

什么就哭，父母会来满足自己，父母为了让儿童停止哭闹便会努力尝试满足儿童。特殊儿童的父母是否

能准确判断儿童哭闹等问题行为的目的是什么，并以儿童的表达能力为基础，设计恰当的、社会可接受

表达需求的方式，去替代问题行为表达需求的方式，是影响特殊儿童问题行为重要的家庭因素之一。

Harding (2001)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儿童与成人的行为问题与儿童的一些发展障碍，往往由于成人的强化而

使行为问题或障碍持续保持。另外，因为特殊儿童由于生理上的缺陷，父母有更大的接纳度，导致特殊

儿童有更多的问题行为(刘新学，2015)。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殊儿童也享有了平等教育的权利，他们也和正常发展的儿童一样，除了在家庭

里的时光，也有很长的时光是在学校中度过。因为特殊儿童具有很强的特殊性，儿童的个性特征、现有

技能水平、自身障碍等因素，几乎一个儿童需要一个个别化教育。然而特殊教育学校还处于不完善的阶

段，很多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缺乏专业背景，教师资源短缺等现实问题，这将导致学校老师在面对特殊

儿童的问题行为时，难以做到有针对性地分析儿童的问题行为。因人手不足，也经常处理乏力，导致很

多问题行为因没有及时获得正确的处理而被维持下来或被强化得更严重。除了教师资源的专业性，学校

的其他方面也会影响特殊儿童的问题行为。刘红羽(2009)的研究发现：教师的态度及教育方式与不适当的

人际交往方式、不良说话习惯呈显著相关；与情绪不稳定呈极显著相关；学校环境与不适当的人际交往

方式和情绪不稳定呈显著相关；与退缩和不良说话习惯呈极显著相关。可见，学校因素也是影响特殊儿

童问题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 
特殊儿童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也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对特殊儿童是正向、接纳，还是负向、

歧视，也会影响到特殊儿童的行为表现以及他们父母对于问题行为的认知。若社会是接纳的态度，特殊

儿童的父母更愿意让儿童融入到社会，相反则会选择闭门在家，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更容易爆发问题

行为。除此之外，大众媒体、特殊儿童周围重要他人也在无形中起着示范的作用，特殊儿童本身的辨别

能力较差，就更容易受到社会环境中不良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更多的问题行为。 

3.3. 饮食因素 

不健康的食物，比如高糖、多食品添加剂、反式脂肪酸等也是影响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因素之一。

张宪斌(2003)发现，因长期大量用饮料代替喝水而导致的多动症、抽动症占临床病例的 10%~15%。而多

动症儿童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表现出注意力不集中、自控能力差、冲动任性、多动等问题行为。 

3.4. 自身障碍因素 

特殊儿童自身障碍因素是导致问题行为的因素之一。比如，感统失调的特殊儿童，因大脑不能有效

地整合感觉信息，导致儿童产生一系列的行为问题，如学习能力、专注力、姿势控制、小肌肉协调、情

绪、生活功能等功能障碍(李青史，2022)。孤独症儿童的刻板行为，虽然婴幼儿早期即可表现出与感觉及

运动相关的重复行为，如身体的反复摇摆、旋转，手部习惯性的重复动作等(Harrop et al., 2014)，但婴儿

的这类行为在后期的发育过程中逐渐减少，但孤独症的这类行为却具有延续性，随年龄逐渐进展(Richler 
et al., 2010)。而这类行为很容易因为与年龄不符而被当着问题行为。 

4. 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 

经典的行为原理是以操作性条件作用为理论基础的，其一般性原理包括正强化、负强化、惩罚和反

https://doi.org/10.12677/ap.2023.1311679


杨翠翠 
 

 

DOI: 10.12677/ap.2023.1311679 5370 心理学进展 
 

应代价。目前行为原理已被有效地用于干预广泛的儿童问题，如焦虑、抑郁、反抗行为、成绩低劣等，

不论是在家庭教育过程中还是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都可以采用行为原理对儿童的问题行为进行干预(邹敏，

2008)。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干预与一般儿童的问题行为干预有一定区别。这些区别主要是因为导致特殊

儿童问题行为的因素更复杂，且特殊儿童大多同时存在语言和智力的落后，很难通过沟通、说教的方式

让他们理解自己哪里做得不对，需要怎么做。因此，建议在针对特殊儿童的问题行为干预时，基于行为

的原理，以行为干预为主要策略。采用行为的原理进行干预时，首先要清楚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即问

题行为的目的。在干预环境不具备干预条件时，采用预防发生的策略，避免或减少问题行为发生的机会。

在干预环境具备干预条件或问题行为已经发生时，采用干预策略以减少未来问题行为发生的频率。 

4.1. 问题行为的功能 

特殊儿童因大多自身语言表达能力不足，较难通过语言表达自身的各种需求。特殊儿童大部分问题

行为其实是表达自己各种需求的方式，那么清楚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就能判断他们想要表达的需

求是什么，再教他们用社会可接受的恰当的方式去表达，便可有效减少很多问题行为。 
特殊儿童常见的问题行为的功能有： 
1) 被正增强所维持的：得到物品、得到社会关注。正增强是指当一个反应出现时随即给予一个刺激，

如此导致未来相似反应发生的频率更为提高(John O. Coop et al., 2012)。举例说明：当儿童做出的行为就

是为了得到某件物品时，比如：儿童直接抢，或躺在地上大哭大闹，妈妈知道他这样是想吃糖，为了儿

童不哭不闹，赶紧给儿童糖，儿童通过这样的问题行为的方式达到了交流目的，因此不需要用语言去交

流，下次想吃糖继续抢或躺地上哭。此时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就是得到物品。当儿童做出的行为就是为

了得到周围人的注意力，希望周围人与他互动时，比如：儿童推人，扯头发，吐口水等，当儿童做出这

些行为之后，身边的人可能会批评他，但对于语言理解能力有限的特殊儿童而言，“批评”也成了互动，

未来相似情境下，想要周围的人理自己就会出现上述的问题行为，此时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就是得到社

会关注。 
2) 被负增强所维持的：逃避要求。负增强是指一个反应产生了移除、终止、降低或延迟刺激的现象，

并导致该反应未来发生率的增加(John O. Coop et al., 2012)。举例说明：当儿童做出的这个行为就是为了

逃避学习，不完成别人的要求时，比如：不对老师或家长的指令做任何回应，或用问题行为，比如哭闹、

扔东西等来拒绝教学任务。若停止让儿童完成教学任务，问题行为就被强化，未来一有教学任务，儿童

不愿做就会哭闹，此时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就是逃避要求。 
3) 被自动强化所维持的：自我刺激。自动增强是指一些行为能独立于其他中介变项之外，自己能产

生并提供自己所需的增强(John O. Coop et al., 2012)。举例说明：当儿童做出的行为不是为了得到物品，

也不是为了得到周围人的关注，也不是为了逃避任务，而是为了获得身体上的某种感官享受，或者逃避

某种感觉刺激时，比如：用头撞墙获得头部触觉刺激的满足；在眼睛处晃动手指以获得视觉刺激的满足

等等，此时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就是自我刺激。 

4.2. 如何判断问题行为的功能 

外观形态一致的问题行为，并不意味着干预的方式和策略是一致的。若功能不同，干预方式就不同，

此处举例儿童的问题行为都是用头撞墙，如何来判断问题行为的功能是什么？ 
Orton (1997)在针对儿童的问题行为时，关注对问题行为的 ABC (前提一行为一结果)分析，指出 ABC

分析的重点在于确定行为的类型，即行为干预是要针对缺失行为的增加还是过度行为的减少，这样就能

为随后目标行为的确定和恰当干预策略的选取提供有效的信息。实践工作中也发现，在分析行为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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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用 ABC 分析方式分析，有助于形成前提、问题行为与后果之间的关系假说并有助于猜测其行为后

果的功能，对于没有接受过行为分析专业训练的家长和一般教师而言较好掌握。因此，这里用 ABC 的分

析结构来说明如何判断问题行为的功能。那么，A 是行为发生之前发生的环境事件，B 是行为：用头撞

墙，C 是行为之后的结果。 
例一：儿童看见妈妈手里有糖，去抢，妈妈不给是 A，儿童用头撞墙是 B，妈妈把给糖给了儿童，

儿童停止用头撞墙是 C。分析：在行为，即用头撞墙之后，是否得到了什么物品，如果是，儿童问题行

为可能的功能是得到物品。 
例二：妈妈在做家务，儿童自己一个人在玩是 A，儿童用头撞墙是 B，妈妈停下手里的家务去拉住

儿童、抚摸他的头问他“痛不痛”，儿童停止用头撞墙是 C。分析：在行为，即用头撞墙之后，是否得

到周围人的社会关注，比如语言或肢体互动等，如果是，儿童问题行为可能的功能是获得社会关注。 
例三：妈妈要求儿童把鞋穿好是 A，儿童用头撞墙是 B，妈妈说“好了，算了，不要你穿了，我帮

你穿”然后帮儿童穿好鞋子，儿童停止用头撞墙是 C。分析：在行为，即用头撞墙之前，是否有要求儿

童做什么，如果是，儿童问题行为可能的功能是逃避要求。 
自我刺激行为常见表现：摇手、旋转、频繁碰触身体某部位等等，自我刺激行为很难通过 ABC 这样

的形式去判断，因为自我刺激行为通过儿童自己满足自己，不需要借助他人，所以自我刺激行为更多发

生在儿童没有事情做的时候，若给予陪伴，儿童可能还会爆发问题行为，因为我们的陪伴干扰到他进行

自己刺激。因此，若儿童无聊时该问题行为发生频率更高，那么此问题行为的功能很有可能是自我刺激。 

4.3. 基于问题行为功能的预防策略 

问题行为的干预一般分为预防和直接干预，当干预的环境和条件不具备时，我们一般选择预防为主。

比如，妈妈手里拿着很多的东西，儿童想要吃棒棒糖，不给他可能会乱跑，而你因为手里拿着很多东西

没有办法针对他乱跑的行为进行制止或干预，那么预防行为的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就更合适。再举例，比

如在公交车上，不陪儿童玩，他可能会因为无聊就尖叫，而公交车的环境因为他人并不清楚情况，很容

易因为儿童的行为用负面的眼光去看待我们和儿童，这样的情况最好也是提前预防，避免行为的发生，

从而避免掉行为发生后可能的后果。 
当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是得到物品时，要预防行为的发生。我们可以做的是：首先了解儿童喜欢的

是什么物品，在儿童还没有发生问题行为之前主动给儿童他喜欢的物品玩，在这个过程中配对社会性强

化物，比如夸奖他很会玩，很安静；其次教儿童用恰当的行为来进行要求，这个行为要比问题行为简单，

当儿童学会了如何用恰当的行为去要求自己想要的物品时，也会减少用问题行为去表达自己想要什么的

可能。这里要注意的是，儿童用替代行为，比如用手指或说物品的名字来要求自己想要的物品时要及时

强化，给到更多的量，这样恰当要求的行为更容易成功替代问题行为，从而达到问题行为更少发生的可

能。 
当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是得到社会关注时，要如何预防：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儿童最多多长时间没有

得到关注就会出现问题行为，在这之前给儿童关注。比如，儿童最多五分钟不去陪伴他就会出现哭闹或

搞破坏的问题行为，那么我们在 4 分 50 秒的时候，儿童还没有发生问题行为时主动去陪伴他，给他社会

性的关注和赞美等等；其次，儿童行为好时主动给予注意力强化，并具体化赞美他的好行为，比如：你

有安静哦，你拼的房子好漂亮啊等等；再者，要培养儿童独立休闲能力，让儿童能在没有人陪伴时可以

自己安排自己的休闲时间；另外，我们还可以了解儿童最喜欢的独立活动是什么，没有办法陪伴给予关

注时允许玩他最喜欢的；最后，教儿童用恰当的获取他人关注、与人互动的技能行为，比如想要得到别

人的关注时靠近别人、叫对方的名字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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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是逃避要求时，要如何预防：首先，降低、减少或撤销会诱发问题行为的活

动或指令，给儿童简单并且可以通过辅助完成的任务。比如，你知道让他做三的手势他就会哭闹，那么

当环境不希望他发生哭闹的行为时，我们就降低原三的手势的难度，减为击掌的任务，或者直接不呈现

做三的手势的任务；其次，建立固定顺序，让儿童知道做完这个紧跟着的是想要的强化物，通常这个任

务对他而言相对困难些，做完这个就可以休息；另外，我们还可以将工作区域与强化物配对，两者之间

建立联系，让儿童明白在这个地方有吃的，有玩的，工作任务也由简单到复杂，逐步引入，儿童就更不

容易出现逃避学习的问题行为；最后，了解儿童最多坚持学习多长时间就会出现问题行为，在这之前，

主动让儿童休息。爸爸妈妈们常犯的错误是：儿童表现越好，任务越多！这样做儿童就会觉得自己越配

合学习，任务就越多，就更不愿意学习了，正确的做法是越是配合我们越应该主动让儿童休息。 
当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是自我刺激时，要如何预防：首先，丰富环境刺激，特别是感官类刺激，比

如视、听、触、味、嗅、动等。例如：给儿童能发光或能发声的玩具，给儿童挠痒痒、拥抱、举高高、

旋转等；其次，分析儿童的自我刺激行为是哪类感官刺激的满足，并寻找生活中被社会可接受的方式满

足，例如喜欢将板凳排成一字型，转化成让儿童将积木排成一字型满足；还有就是给儿童多提供感官类

玩具或活动，这个过程中做好强化物配对开发，例如：儿童喜欢小汽车，我们希望他喜欢橡皮泥，可以

教儿童用橡皮泥做小汽车。配对的可以是其他功能性玩具或社会性强化物；另外，多陪儿童或强化儿童

玩或进行其他非自我刺激的活动；最后，增加自我刺激行为执行的困难程度，让儿童觉得做这个行为很

辛苦，例如：儿童喜欢用手打下巴，手臂套上沙袋。 

4.4. 基于问题行为功能的干预策略 

问题行为的预防策略主要是预防行为的发生，本质上只是避免了问题行为的发生，并没有教会特殊

儿童如何恰当地表达自己的需求，只要需求存在，问题行为就还会发生。要从根本上解决儿童的问题行

为是需要儿童学会恰当的表达各种需要的方式。因此，当具备干预的条件时，或问题行为已经发生时，

我们需要针对问题行为直接进行干预。 
当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是得到物品时，干预时要对问题行为消弱，并对替代行为进行强化。例如：

儿童想要吃糖，但因儿童没法用语言表达，曾经通过哭闹的方式获得过糖，于是儿童想吃糖时就哭闹，

哭闹是问题行为，对于儿童用问题行为来得到糖果，应该进行消弱，也就是哭闹得不到糖果；同时教儿

童一个正确的行为获得糖果，如让儿童用手指一下糖果，儿童不会，用手拉着儿童的手辅助完成，儿童

用手指了就可以得到糖果。那么儿童就明白了，不用哭闹着要，用手指向想要的就可以得到，儿童的问

题行为就会减少。 
当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是得到社会关注时，干预时对问题行为消弱，对替代行为进行强化。例如：

儿童想要妈妈陪着玩，因为不会用语言表达，曾经自己只要哭闹妈妈就会停下手里的事到儿童身边，于

是只要儿童想要妈妈陪就哭闹。哭闹是问题行为，对于用哭闹获得妈妈过来陪伴应该消弱，也就是儿童

用哭闹的行为妈妈不能给予关注和陪伴，教儿童一个正确的行为获得妈妈的关注和陪伴，如走到妈妈身

边抱下妈妈，或用语言说：“妈妈陪”，根据儿童能力选择替代行为。当儿童用替代的正确行为要求获

得妈妈的注意力时，妈妈立即停下手里的事给予关注和陪伴。这样儿童就会明白，哭闹没有用，用恰当

的方式要求妈妈关注是可以的，从而减少问题行为。 
当儿童问题行为的功能是逃避要求时，干预时仍然对问题行为消弱，对替代行为进行强化。例如：

儿童不想学习，不想执行妈妈给的任务，因为不会用语言表达，曾经只要被要求做事哭闹就可以不用做

了，于是儿童只要不想完成大人给的任务就哭闹。哭闹是问题行为，对问题行为应该消弱，即当儿童哭

闹时不能逃避任务，需要完成被要求的任务，儿童不进行任务我们就辅助他完成。替代行为是正确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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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自己想要休息，当儿童用恰当的方式表达不想完成任务时，比如说“休息”或展示表示休息的图片，

立即可以休息。儿童在稳定用恰当行为代替问题行为表达不想完成任务时，开始改变强化比例，提出休

息后我们可以说等一下，然后执行一个任务之后再让儿童休息。这样儿童就会明白，哭闹没有用，用恰

当的方式表达想要休息才可以，从而减少问题行为。 
当儿童问题行为可能的功能是自我刺激时，干预时要进行合理的转换，先明确是哪种感官享受维持

着儿童的自我刺激行为；再用合理的方式满足儿童；同时增加儿童的游戏技能。例如：儿童喜欢将椅子

摆成一字型，走到哪里都会把看到的椅子摆成一字型，儿童喜欢的是物体被排列整齐的视觉刺激，干预

时给儿童提供足够将物品摆成一字型的机会，以满足儿童的需要，比如把积木摆成一字型，经过干预后，

儿童便只会将积木摆成一字型，不会再看到椅子后非要将椅子摆成一字型，此时再教儿童将积木摆成多

种形状。儿童用社会可接受的方式获得了摆放一字型的满足，同时在这基础上发展了游戏技能，避免固

定单一的玩法，从而减少了易吸引社会负面眼光的自我刺激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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