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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大学生志愿者对自闭症谱系障碍患者关注度与干预度逐步提高，但由于国内外相关研究较少，我国大学

生缺乏科学指导。本文以促进自闭症谱系障碍者自理难、就业难、融入难等突出问题解决为主要目的，

为大学生志愿服务提供路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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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ttention and intervention degree of university student volunteers towards people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has gradually increased. However, shortage of established studies hinders uni-
versity students from involving themselves in guided interventions. Aiming at solving problems such 
as difficulties in self-care, employment and integration for people afflicted by autism spectrum d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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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der, this essay attempts to provide a systematic guidance for university student volunte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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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其核心症状为交流障碍、重复行为及狭隘兴趣。由于发病原

因不明、临床表现多样且难以治愈，自闭症谱系障碍者(以下简称 ASD 个体)亟需社会各界的帮助与支持。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志愿者加入到帮助 ASD 个体的行列中。然而，由于专业知识缺乏、学业

任务较重、功利性较强等因素，大学生志愿者在帮助 ASD 个体方面还存在着诸如帮助方法不科学、帮助

过程流于形式等问题。本文结合自闭症谱系障碍领域前沿研究，探究大学生在帮助 ASD 个体的实践中可

能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以及可发挥的作用，分别从提高大学生关注度、拓展大学生志愿渠道、改善有

效干预模式及帮助 ASD 个体就业方面提出建议与思考。 

2. 提高 ASD 关注度，完善培训制度 

提高大学生参与相关志愿活动的积极性与提升活动的专业性以及提高大学生的获得感密不可分。因

此，加大宣传力度以提升关注度，吸引更多大学生参加帮扶活动应关注以下三点： 
第一，提高大学生对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关注度。由于大部分大学生对自闭症谱系障碍缺乏深入了解，

相关志愿帮扶活动往往浮于表面。加强宣传可以扩大有兴趣参与志愿的大学生群体，并让其充分认识到

ASD 个体的困境、参与切实帮助。 
第二，引入良好的评价与激励制度。世界上志愿活动发展较好的国家，大多有配套的评价制度与激

励制度。然而，目前中国高校的志愿活动评价体系大多以结果为导向，而忽略能力评价。评价维度的单

一性挫伤了志愿者的积极性，也损害了志愿评价的公平性，使很多志愿者倾向于组织或参与短期项目。

因此，如果能引入对志愿者能力提升的考核，将单次的结果评价转化为阶段性或长期的项目评价，面向

自闭症的志愿活动的深度与广度将会有所提升。在完善评价制度的同时，也应完善激励制度。进行外在

激励(如社区、地区政府与志愿机构合作，给予优秀志愿者当地景点门票折扣、文教活动免费参与等福利)
与内在激励(树立志愿队伍中的模范，以朋辈榜样鼓舞志愿队员)兼顾的激励制度也可以有效鼓励大学生参

与志愿活动。 
第三，建立志愿培训制度。自闭症幼儿综合干预的方案均强调越早对自闭症幼儿进行干预，越能取

得积极的效果[1]。因此，为抓住黄金时机对患儿进行干预治疗，许多干预机构不得不拒绝一部分不专业

的志愿者。针对这一问题，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参考“服务学习”制度，将社区服务与学术课程相结合，

充分利用大学生学习性强的优势，为帮助 ASD 个体的志愿者提供较为专业的前置培训。 

3. 建立专门社团，拓宽志愿渠道 

当前，大学生参加帮助 ASD 个体的渠道有限，大多数大学生参加相关志愿活动需要通过社团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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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然而，许多大学中的志愿服务社团并无明确的帮助对象和群体，缺乏后续的长效机制保障。因此，

若要实现大学生对 ASD 个体志愿服务的高效精准，应当改善、拓展大学生志愿服务的渠道，建立面向

ASD 个体的专门化社团。 
此类社团应当建立完备的制度以保障学生活动顺利进行。专门社团可建立并完善团队制度、分工制

度和服务制度：团队制度，即社团内部分成数个小组，同时适当引入团队竞争机制；分工制度，即在每

个团队中应有专门负责不同工作的成员；服务制度，即遵守系统化、流程化的规范，以保障活动的效率

和效果。此外，专门社团也应获取更多专业支持。社团可以邀请从事相关工作的教师或研究人员进行定

期讲座及科普，使专门化社团中具备专业化社员。社团也可以与 ASD 康复机构沟通，在活动之前了解

ASD 个体情况、制定活动方案，活动结束后及时获取反馈与建议。 
专门社团的建立还需要长效稳定的社区合作。在疫情期间，社区帮助 ASD 个体的作用被放大，但仅

凭社区之力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效的协同模式以联合社会各界。英国政府 1989 年提出的“社区照顾模式”

实现了社区各方成员组成的非正式网络与公共社会服务系统紧密配合，共同为特殊群体提供服务，从而

建立关怀性社区。非正式网络与正式服务系统相配合需要桥梁，大学生志愿者是桥梁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旦这种模式建立，大学生志愿者可在就近社区进行帮扶，让 ASD 个体得到更多来自社区的温暖。 

4. 实施科学干预，探索线上形式 

4.1. 大学生对中小龄 ASD 个体干预的有效志愿服务模式 

4.1.1. (含 ASD 个体的)混龄班级/群体中的引导者角色 
ASD 个体通常作为混龄班级/群体成员接受公益志愿服务，大学生应该在志愿活动中扮演好引导者、

支持者角色。该角色要求大学生志愿者积极引导低龄患者观察、模仿年长患者更积极、正面的行为举动，

促进不同年龄患者交流互动，从而实现“对榜样行为的强化”，促进年幼患者“对新行为的获得和自身

行为的改善。”同时，针对混龄班级/群体本身可能带来的风险，大学生志愿者应在活动中积极引导年长

患者爱护年幼患者，避免可能的冲突与伤害。 

4.1.2. 体育项目中的引导角色 
受 ASD 个体难以融入集体、(部分患者)感统失调等因素影响，中小龄患者室外活动时间小于室内活

动时间，相较于典型发育者而言，ASD 个体体育运动较为缺乏。因此，在运动过程中提高患者社交互动

能力是目前大学生有效干预模式探索重要的突破口之一。 
在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一项研究中，该校大学生运动员作为志愿者，联合社区与患者家长，

针对 ASD 个体开展了长达连续五个学期的志愿服务。在志愿过程中，志愿者与 ASD 个体结对，以 8 周

为一训练季，志愿者每周定期(周日)与结对患者进行一小时跑步训练，对患者进行体育运动方面的引导(以
及计时测量等工作)。研究表明，患者的跑步速度等体能指标显著提升，并与志愿者和整个训练队伍建立

了良好的信任与社交关系；大学生志愿者在此过程中提高了对自闭症谱系障碍的关注度，完成了有意义

的志愿活动；社区对自闭症谱系障碍关注度整体提高，预计将在相关工作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2]。这

种模式能够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具有推广的价值。 

4.2. 大学生对大龄 ASD 个体干预的有效志愿服务模式 

大龄 ASD 个体的就业问题一直是国内外各界关注的焦点和难点。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应用行为分

析干预策略已经在 ASD 个体语言技能教学方面被证明有效，同时学界的关注点也部分地从基本语言技能

的习得转向了在多种环境下的应用，“自发语言”的概念应运而生。脚本渐隐法[3]就是一项旨在增加 AS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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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自发语言发生率的方法策略，该策略可应用于 ASD 个体就业前社交能力训练。 
该策略主要实施流程为脚本教学、脚本提示、提示撤销 3 个环节[4]。实施者需根据所模拟的真实情

景编写脚本，将该场景中的关键事物列为刺激物，在脚本教学前对 ASD 个体进行刺激物认读训练，直至

ASD 个体能够无误认读所有刺激物名称及其所对应事物；之后，对 ASD 个体根据脚本进行提示训练(患
者依照完整的脚本发出互动，实施者依据脚本作出相应回应)；随后，实施者逐渐撤销提示(首先从右到左

逐字隐去脚本，直至剩余最后一个提示字；患者能够照常无误发出互动后，减少脚本中所含有的刺激物

数量，如将九个刺激物中的三个除去，剩下六个刺激物相关的脚本；最后隐去所有脚本) [3]。在具体应

用中，志愿者与特教学校或社区可利用一定空间，根据大龄 ASD 个体就业需求模拟工作场景(如社区便

利店收银台)。在模拟场景中，大学生志愿者可充当上述流程中实施者的角色(进行训练或对患者发出的互

动进行回应)，并根据流程逐渐隐去脚本，最终使大龄 ASD 个体脱离脚本后能够在自然环境下进行良好

的交流互动。 
相较于传统的就业支持模式，脚本渐隐法的应用需要更精确的控制，但研究表明该方法在帮助患者

融入工作环境方面成果显著。值得指出的是，脚本渐隐法也被广泛应用于常规的干预当中，因此在此策

略的应用中，大学生志愿者具有广阔的参与空间。 

4.3. 疫情期间有效志愿模式探索 

疫情当下，许多特教学校无法正常为 ASD 个体提供特殊教育，大学生志愿服务也困难重重。录像示

范法可以成为疫情期间大学生志愿者首选的志愿服务方式。 
录像示范法“是一种将需要培养的目标行为过程通过录像记录下来，再供学习者反复观看、模仿，

从而习得某种目标行为的干预方法”[5]。该方法能够充分利用 ASD 个体视觉学习的优势引导其进行学习

和训练，且由于录像播放器通常为一块电子屏幕，该方法对患者的注意力要求也较低；同时，大学生可

充分发挥其灵活性强、熟练运用各种科技手段的优势，为 ASD 个体提供提示性、趣味性更强的示范录像，

从而有效提高患者在疫情期间的习得效率。 

5. 协助康复训练，助力 ASD 个体就业 

现有研究显示，自闭症是一种慢性的终身障碍，需要终身支持[6]。除对 ASD 个体进行干预的具体服

务模式外，大学生志愿者还能为 ASD 个体的就业提供更多帮助。 
一方面，大学生志愿者可以通过对社会交往能力与情绪管理的干预助力 ASD 个体就业。大部分 ASD

个体可以在辅助下参与简单的体力、甚至是脑力劳动，但事实上，由于情绪不稳定及社交障碍问题，许

多 ASD 个体即使有能力完成工作，也无法实现就业，而大学生志愿者可以对此提供帮助。根据人际交流

干预的 SCERTS 模型(SCERTS Model 是一种针对自闭症儿童的综合性教育干预模式，它以社交沟通、情

绪调控和执行支援作为三个主要的干预维度。本模型更加重视儿童的内在感受和个人意义的表达，注重

真实情境中的功能性社会性交往，对自闭症群体融入社会大有裨益[7])，志愿者可以在社会沟通、情绪调

节及交往支持三个环节中发挥作用。因为大学生志愿者人数众多且对于 ASD 个体而言相对陌生，ASD
个体可以在接纳与互动中提升社会沟通能力与情绪控制能力。在交往支持环节中，志愿者可以在游戏中

进行互动，为 ASD 个体提供学习机会，落实干预目标，提升其交往能力。 
另一方面，大学生志愿者还可在 ASD 个体的工作过程中协助其完成特定任务。由于自闭症谱系障碍

无法根治，大部分 ASD 个体仍需在工作人员的看护与帮助下完成任务。如今，我国残疾人就业仍以庇护

性就业为主流模式，即为残障人士建立兼生产劳动与养护康复于一体的庇护场所。大学生志愿者虽难以

为 ASD 个体提供更为专业的支持，但可以协助其完成工作任务，从而减轻康复机构工作人员的工作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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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语 

大学生志愿者对 ASD 个体的帮助是其投身社会实践、帮助弱势群体、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有益实践之

一。本文为提升大学生对自闭症群体的关注度及帮助的有效度提出了若干建议。大学生志愿者在积极投

身帮扶实践的同时，也应注意了解有关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科学知识，从培训制度、志愿渠道及干预方法

等方面加以改进，以提升对 ASD 个体帮助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推动自闭症谱系障碍者自理难、就业难、

融入难等突出问题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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