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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戏治疗应用于自闭症儿童干预的研究进展

吕瑞霞

聊城特教中心学校　山东　聊城　252000

摘　要：在心理分析学校，自闭症儿童的游戏疗法包括 : 利用游戏作为治疗的载体和载体；运用心理理论，使自闭症儿童

能够在游戏中表达和揭示自己的情感、经历和行为；以及获得心理治疗方法自闭症儿童由于其特点，在发育过程中没有象

征性的游戏，很难像普通儿童一样发展理解和模仿能力，也很难理解他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状态。游戏的处理具有独特

的优势 : 由于游戏的形式和内容多种多样，儿童更容易接受游戏；在游戏中，自闭症儿童感觉更放松更容易与周围的人交

流和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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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已成为最常见和最常见的发展障碍之一。生病

的儿童不能像正常儿童那样从事正常的社会和日常活动，可

能对他们自己的发展和周围的人产生不利影响。当然，随着

自闭症儿童数量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重视自闭症儿童的治疗

近年来，我国对自闭症儿童的治疗通过游戏疗法得到普及，

这种疗法通过与生活有关的游戏调动了儿童的积极性，提高

了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语言和体育技能，从而对他们

与他人交流的能力产生了微妙的影响。

一、与治疗性游戏相关的概念

1. 游戏治疗

美国游戏治疗协会 (APT) 将游戏治疗定义为基于理论

系统应用模型建立人际关系的过程。训练有素的治疗师利用

游戏的治疗能力帮助客户预防或解决心理和社会问题，并最

大限度地提高他们的成长和发展。重要的是要注意到，为了

探索游戏的隐藏含义，游戏从业人员必须有一定的游戏处理

经验才能开始与案件联系，否则游客可能会受伤 [1]。换句话

说，游戏疗法是一种精神病学技术，需要合格和熟练的专业

人员 ( 心理学家、心理学家等 ) 在受控环境中为孩子玩结构

化或非结构化游戏。目前主要用于治疗儿童的情绪或精神障

碍。治疗游戏以游戏疗法为基础，由多学科专业人员开发，

帮助儿童应对住院治疗。

2. 分类

视游戏的目的而定，治疗游戏可分为三类 : 生理刺激游

戏，用于维护或促进儿童的体感健康；帮助儿童接受治疗；

促进儿童参与治疗和护理方案；以及帮助儿童指导小组旨在

通过视频教学、洋娃娃游戏、模特等方式向儿童提供关于如

何提供医疗服务的建议，使儿童做好接受医疗服务的准备。

在游戏中，儿童的认知水平和学习模式被用来指导治疗措施

和住院情况，以澄清其误解。指导小组包括角色扮演和医疗

实践演示 [2]。情感疏导游戏通过绘画和讲述故事、提取感情

和非言语体验，表达住院儿童的内心感受。同时，医务人员

可以这样观察住院儿童的情绪情感宣泄游戏包括叙事和平

行游戏。

二、游戏形式

1. 沙盘游戏

目前，游戏疗法形式在沙盘游戏中较为常见在 32 项实

证研究中，有 15 项采用了沙盘处理方法。许多实证研究表明，

沙盘游戏疗法在帮助自闭症儿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沙盘

游戏治疗实施后，病例自闭症表现明显提高；97 例自闭症

病例被分为干预组和观察组。发现沙盘游戏治疗 (ABC) 后干

预组得分大幅下降，发展行为量表 PEP-3 得分提高。

2. 体育游戏

体育游戏主要包括感官整合游戏和团队游戏在 32 项实

证研究中，有 6 项采取了体育比赛的形式。尽管文献很少，

但现有的实证研究表明，体育比赛对自闭症儿童的治疗也有

积极影响。三名自闭症儿童接受了感官融入游戏、互动游戏

和团体游戏方面的培训。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的积极沟通

和沟通技能显着增加；实验组的五名自闭症儿童以小组游戏

的形式发言，发现体育游戏对自闭症儿童的社会互动能力的

影响显而易见。

3. 体感游戏

体育意义游戏以运动感知控制技术为中心，通过惯性

感知、光学感知以及惯性和光学综合感知三项原则实现对人

类运动、声音和姿态的识别和分析。这是一个互动的电子游

戏。在过去十年中，体感认知游戏在教育行业逐步得到应用

和发展，其良好的教学成果使研究人员能够将体感认知游戏

应用于特殊教育领域的康复。有三个关于体感游戏的理论研

究；在 32 项实证研究中，有 3 项研究侧重于肢体游戏在帮

助自闭症儿童康复方面的作用 [3]。对一名设计不当的自闭症

儿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感官游戏干预。结果表明，感官游

戏可以有效提高上下肢体的运动能力，协调自闭症儿童的视

觉运动，并有助于减少问题行为。研究表明，他们在社会技

能、体育和生活技能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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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结果

1. 社会交往能力

社会动荡是自闭症儿童的主要障碍之一。这一障碍严

重阻碍了儿童参与社会生活，使他们难以融入社会。在目前

的研究中，大多数出版物，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的，都涉及

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构造块集用于干涉功能强大的

自闭症儿童。案例研究 A-B-A-B。研究表明，儿童建立和

维持社会关系的能力有所提高，他们的社会互动能力大大提

高 [5]。A—B—A 采用实验方法干预 3 名自闭症儿童 12 周的

沟通行为。研究表明，三名自闭症儿童的积极沟通行为和沟

通技能在干预后显着增加。在对自闭症儿童进行 60 多次光

盘游戏治疗三年多之后，教师们表示，他们可以与老师和同

学交流，参加团队活动，并大大提高语言能力 [6]。

2. 注意

除了发展社会技能之外，研究还证明了游戏疗法在促

进自闭症儿童护理发展方面的有效性。4 名自闭症儿童接受

了 3 个月的游戏干预，发现感官游戏可以有效地改善儿童的

持续护理。4 岁自闭症儿童通过结构化游戏进行的干预表明，

由乐高玩具组成的结构化游戏的干预可以有效地促进自闭

症儿童集体护理的发展。3. 动作技能

游戏疗法也对自闭症儿童运动能力的发展产生了积极

影响对三名自闭症儿童进行了为期三个月的体育干预，发现

他们的运动能力在所有领域都有了显着提高，但其他领域没

有显着改善。一名自闭症儿童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反向实验

性心理干预。结果表明，感官游戏可以有效地改善上下肢体

的移动和自闭症儿童视觉运动的协调 [7]。通过利用游戏来帮

助自闭症儿童，我们看到他们在体育和生活技能方面取得了

巨大进步。

4. 情绪行为

此外，实证研究表明，游戏疗法可以改善自闭症儿童

的情绪行为。实验组的 12 名 4 至 6 岁自闭症儿童接受了 24

周的沙子游戏治疗。研究表明，实验组的行为、学习、冲动、

焦虑和过度活跃问题远远低于治疗前的问题。在参加体育比

赛四个月之后，学生的不服从、不合作、不适当的社会行为、

自尊和情绪不稳定现象明显减少。目前的研究表明，游戏疗

法可以改善自闭症儿童的情绪行为，减少有问题的行为。

四、启示与讨论

游戏的环境必须多样化。换句话说，自闭症儿童对环

境和干预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在中国特殊教育机构中，小型

培训室、空墙和照明不足仍然很普遍。有组织的教育或干预

环境被认为最适合自闭症儿童。然而，关于关键干预措施培

训、相互模仿培训模式和面向发展的游戏干预措施的研究表

明，游戏干预措施不应局限于专门的培训场所，而应由治疗

师和自闭症儿童单独进行，并可加以扩大。

提高自闭症儿童的符号游戏水平已成为干预的主要目

标。自闭症儿童在符号游戏阶段可能会遇到困难，但如果在

别人的指导下，他们也可以玩虚拟游戏，在虚拟游戏中表现

出更多的社会行为。成年人的指导和参与必须与实际情况相

适应，了解参与程度非常重要。如果成人提供的咨询太多，

自闭症儿童可能会依赖或疏远同龄人 [8]。

结束语

综上所述可知，所有文献都清楚地表明，自闭症儿童

正在发展人际关系、情绪、运动和认知能力。然而，这些个

案研究是特殊性和独立性的，缺乏普遍性。如果我们要把这

些结果应用于其他自闭症儿童，我们需要更多的实践来证明

这一点。此外，这些研究的大多数结果都是根据自闭症儿童

在一年内采取的干预措施得出的。虽然已经证明游戏治疗可

以使自闭症儿童受益，但并不排除病例可以分阶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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