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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心理理论指对他人心理状态进行归因并对他人行为做出预测的能力，是人类社会交往活动的重要基础。

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理论异常对其社会交往有重要影响。本文就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对其社会交

往影响的两个方面进行归纳，重点梳理了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与社会交往的关系及其相关的干预研究，

并提出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研究的建议，以期从心理理论角度促进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能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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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ory of mind refers to the ability to make attributions to other people’s mental states and to 
make predictions about other people’s behaviors. It is an important basis for human social inte-
raction.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abnormal theory of mind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wo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mind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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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their social interaction,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heory 
of mind and social interaction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related intervention research, aiming to 
better understand children with autism. Finally,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research of autistic child-
ren’s theory of mind are put forward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autistic children’s so-
cial communication abil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y of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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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闭症(Autism)是儿童常见的并且较为严重的发育障碍性疾病。关于其发生机制，目前学界主要以心

理理论为主流研究方向。该理论聚焦于社会认知损伤层面，认为自闭症个体是心理理论发育异常，致使

自身难以理解他人的观点或兴趣，无法有效识别他人的交际意图，最终导致社交缺陷[1]。 
“心理理论”的概念首次提出于 1978 年[2]，在这之后掀起了一波研究热潮，Premack 和 Woodruff

认为心理理论是能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心理状态并进行归因从而去预测和解释他人行为的一种能力[3]，具

有良好的心理理论是人类社交活动的基础[4] [5]，在此之后心理理论开始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 
数据显示近年来自闭症的发病率保持逐渐升高的态势。据 2019 年《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

况报告 III》的报告显示，目前中国有超过 1000 万的自闭症人群，其中儿童占比超过 20%，也就是说目

前国内有大约 200 多万的自闭症儿童，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并且这个数字正以每年将近 20 万的速

度增长。社会交往是个人尤其正处于发展阶段的儿童发展的必要环节，对其发展自我意识、形成社会规

则与责任意识有着重要作用。 
随着国际上对特殊儿童教育的关注，培养特殊儿童的社会交往技能、帮助其融入社会、正常生活已经

成为世界各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共识[6]。自闭症的高发人群是 2~3 岁的幼儿，自闭症儿童是特殊儿童中的

主要群体，我国目前有数量庞大的自闭症患病儿童，因此提升其社会交往能力刻不容缓。目前关于心理理

论对自闭症儿童影响的实证研究不断完善，但缺乏总结与归纳。因此本文将梳理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与社

会交往的以往相关研究，并据此提出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研究的建议，以帮助自闭症儿童融入社会。 

2. 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与社会交往的关系研究 

心理理论是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前提和基础。研究显示，心理理论是建立人际沟通和社会关系的先

决技能，而这种能力的缺乏阻碍了孩子们有效地与他人交往。心理理论的发展让孩子具有同理心、能够

敏锐地感知他人的心理意识和活动过程，从而帮助其社会交往顺利进行。由此得知，心理理论的发展是

社会交往能力的重要先决技能，对个人社会交往产生深远影响。 
此外，相关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理论发展水平低于正常水平。2017 年，研究者使用 10 项任

务来评估 100 名自闭症儿童的认知能力，以衡量他们的心理理论，结果显示自闭症儿童的认知经常发生

刻板印象，因此其心理理论水平普遍低于正常的同龄人。同时在中国，杨娟和周世杰选择了 18 名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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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完成三项心理理论测试。结果表明，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同龄正常儿童。 
刘艳丽从同理心的角度解释了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与社会交往障碍的关系。她认为一些自闭症儿童

的情绪反应受损，对他人情绪的理解受损，共情能力不足，无法像正常人一样产生同理心。这种情感体

验的缺失，使得自闭症儿童难以与人进行良好的沟通，并成为社交互动的障碍[7]。 
基于同理心的相关研究，孟静和沉琳发现，自闭症患者倾向于在任务复杂或内隐的实验条件失去该

能力，但在简单或外显的实验条件下却能够产生一定的同理心[8]，自闭症儿童的共情表现有着特别重要

的社会交往意义，失去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自闭症儿童社交技能发展的重要性。上述研究从实证研

究的角度证明了心理理论与社会交往之间的相关性，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二者影响的机制。但自闭症

儿童的社交障碍与心理理论之间是什么关系，两者又是什么关系呢？未来需要进一步研究。 

3. 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与社会交往的干预研究 

在证实了心理理论与自闭症儿童社交能力的关系后，一些学者尝试采用心理理论干预来提高自闭症

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目前，针对自闭症儿童的社会交往的有效干预策略有多种，如社会故事法、关键

反应训练法、同伴干预法、视频演示法等。李静、王丹阳等人以心理剧的形式对一名 6 岁的自闭症男孩

进行了历时 3 个月的干预研究，并且干预结果较好：相较于干预之前，男孩三个月后在目光接触、听从

指令、集中注意力、模仿能力等方面有了一定的进步，并且社交沟通能力显著提高。詹晓芹通过系统的

自我意识干预，提高了自闭症儿童的沟通和互动能力，提高了他们的心理理论能力，促进了他们整个社

会技能的发展。毛洁玉以自闭症心理理论为基础，采用跨行为多基线设计的单学科研究方法，在杭州某

公办特殊学校开展社交技能训练，结果表明心理理论结合社交技能训练对自闭症青少年的社交技能干预

是有效的[9]。此外还有学者将心理理论与社交技能干预相结合，对有明显情绪行为的自闭症儿童进行社

交技能培训。与以往单方面的干预研究相比，复合型的理论加技能训练结果显示更加有效，让被试同时

提高了他们的心理理论和社会交往能力，并且跟踪发现他们成功将通过训练获得的能力转移到新的环境

中[10]。 
然而，现有干预研究的结果并不一致。衡树鹏对 6 名自闭症儿童进行心理理论干预，考察了干预前

后心理理论和社交能力的变化。结果表明干预对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理论有所改善，但他们的社交沟通能

力并没有显著提高。他推测可能是由于心理理论与社会交往的能力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在两个月的训练

中，将心理理论作为一种抽象的心理现象理清并不容易。事实证明，要想提高自闭症儿童的社会交往能

力，丰富自闭症儿童的社会交往经验，也是提高他们心理理论的一种方式。 

4. 未来研究的展望 

4.1. 注重长期干预研究，帮助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 

尽管近年来我国开始出现一些关于心理理论干预自闭症儿童心理的实证研究，但大多数研究人员只

讨论了干预对儿童的即时和维持效果，并未纳入对自闭症一般效果的评估。这可能是因为心理理论是一

种相对抽象的心智状态，难以具体分开。但是只讨论心理干预理论对自闭症儿童的即时和维持作用，而

忽视对干预效果的一般研究，很难确保所采取的干预措施能够长期有效。在日常生活中干预自闭症儿童

心理理论的最终目的是提高心理理论，提高他们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更好地参与各种社会活动。一些学

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证明现有的干预研究已经提高了自闭症儿童提高心理理论的能力，但目前的长期

干预效果还是比较受限。因此，干预研究超越了对“维持效果”的探求，更重要的是，将干预的效果延

伸到自闭症儿童的日常生活中，增强他们了解自己和他人心理状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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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探索多方式多途径干预研究，提高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 

心理理论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因此要得到有效的干预结果就不能仅仅从心理理论单方面下手，

根据以往研究可知，目前有学者尝试结合心理理论与社交技能训练从而去提高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并

且已经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这为之后的干预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从复合型的干预方案出发，如将

理论教育和儿童社交游戏结合，做到理论与实践并行，探索新的路径方法。同时可以借鉴其他类型特殊

儿童的干预方式，从多途径入手，实现家庭–学校–社会的联动干预体系，全方位为自闭症儿童设计一

套干预方案。此外，根据自闭症儿童的不同病因，大致分为 3 种社会交往类型：冷漠型、被动型、主动

但怪异型。研究人员也可以从这三种不同的社交类型着手，设置对应的干预方案，这能有效提高干预的

精准性和有效性。 

4.3. 探索国内本土研究方法，形成本土化的研究范式 

现有关于自闭症儿童和其心理理论发展的研究非常依赖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大部分干预方案是将国

外的方法本土化，并且有些研究只是对国外现有研究成果的介绍，缺乏详细的本土化研究。以本土人口

和文化特征为依托的干预方式还处于萌芽阶段。然而，跨文化研究表明，生活在不同环境中的人们具有

不同的心理理论特征。对其心理理论研究的范式也会有所不同。因此，简单地将国外的心理测试理论和

研究方法移植到国内自闭症儿童身上，可能会影响干预效果。对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不仅要参考

国外的经验，还要以本国儿童的心理理论特点为基础，做到真正因人而异，因地制宜。 
首先，通过调整测试任务的语言风格使其更符合中国风俗，将国外任务的英文名改为中文名等，将

其圣经等带有西方色彩的故事换为中国寓言，增强研究方法的本土适应性。这对自闭症儿童理解和改变

心理理论很有帮助，其次，也可以根据我国自闭症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规律进行调整，以形成本地化的

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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