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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小儿广泛性发展障碍，在三岁
前发生，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精神病医生卡勒在1943 年提出，自
闭症的临床表现主要为交流障碍、语言障碍和刻板行为，少数
具有智力障碍。交流障碍体现在自闭症不能与他人建立正常的人
际关系，无法同别人目光对视，不喜欢过于亲密的举动，尤其
在对父母依恋关系上存在问题。语言障碍即语言与交流障碍，
一般自闭症学生在两到三岁仍不会说话或言语极少，家长会因此
就诊发现其有自闭症。自闭症学生的刻板行为主要表现在对某些
作息或生活习惯过于规律化，大多数自闭症会重复某些让人难以
理解的言语、反复跺脚、拍手或环绕教室奔跑等。大多数的自
闭症存在智力发育迟缓，但也有极少数的高功能孤独症。

经研究表明，自闭症的发生可能由多因素作用所致，即自
闭症可能是由于外部环境因素（如孕产期危险因素、营养因素
等）作用于具有自闭症遗传易感性（由遗传因素决定）的个
体，导致神经系统发育障碍（出现神经生理或神经生化的改
变），从而表现出一系列功能障碍的疾病。

1  自闭症常用心理干预方法概述
1.1游戏治疗
游戏治疗有助于自闭症学生在游戏中认识成人的社会生活。

通过开设角色游戏、表演游戏、结构游戏、体育游戏等帮助自
闭症学生在游戏的角色扮演中，在模仿成人的基础上进行富有想
象力地创造。游戏治疗的最大好处是能帮助自闭症学生在游戏中
表达自己，在角色的模仿中无意透露出自己的喜好，这样也有助
于了解自闭症学生的内心世界。

1.2音乐疗法
在和谐的音乐环境下，可以消退自闭症的心理防御机制，放

松自闭症学生的身心，运用音乐增强自信，增进与其他人之间的
联系，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音乐疗法的使用需要注意自闭
症学生对分贝及高音的适应，建议采用缓和的音乐进行治疗。

1.3松弛治疗
这一方法由中国雨林心理教育咨询技术开发中心1994 年提

出,他们认为,自闭症学生一般很笨拙紧张,其中枢神经有问题,因
此采用推拿按摩,体操,静养等方法促使自闭症学生放松,调整其骨
骼神经系统,以达到治疗的目的。

2  教师上好一节课的心理准备
2.1教师态度要端正
想要上好一节课，需要教师有把课上好的强烈愿望，并不断

探索、改进、创新不断提高课堂教学效率。用积极乐观的心态面
对学生，做到讲台上教态自信从容。在实际教学中教师不要过于
追求形式上的浮夸，应当把着力点放在让学生实实在在的学到知
识、提高能力上。有随班就读自闭症的班级教师，要清楚地了解
自闭症学生兴趣爱好，根据自闭症学生自身特点进行教学工作，
然后研究教法，最后根据大纲教材要求编写相应的教学计划，做
好根据班级基本情况和学生学情，分类教学。

2.2在对特殊学生整体的了解上，结合实际进行个别化教学
通过灵活多样的教学组织形式适应差异，满足不同特殊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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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主要以普通小学中，随班就读的自闭学生为研究对象，在对其身心特点和家长心理的研究基础上，简要地分析自
闭症常用的心理干预方法，并结合特殊教育教学方法，通过所掌握的课堂实践经验，以及家校合作的配合，从心理角度概括帮助普
通学校中自闭症学生融入课堂学习的方法，浅谈如何转变普小教师角色心理，调整好对班级内自闭症学生常规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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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殊教育需要。常用的组织形式有班级授课制、合作学习、分
组教学、个别教学、同伴教学、协同教学等。多种的教学形式不
仅能丰富课堂教学形式，也能为发展程度不同的学生进行差异教
学，最重要的是能根据上课内容进行灵活的调整。而且自闭症学
生作业不宜过多，适量的作业和针对性指导将有助于提高学生对
该学科的兴趣。

3  针对课堂中有自闭症学生教学方法的总结
3.1调动家长参与课堂的积极性
自闭症学生只有在熟悉的环境和熟悉人的陪伴下才能在课堂

中发挥优势，学有所长，因此家长的陪伴对于自闭症学生来说
尤为重要，家长陪伴时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自闭症学生
的情绪和学习态度，在教学过程中，自闭症学生会面对多种需
要应对的情况，父母应适当给予引导，帮助自闭症学生在课堂
中完成教师安排的任务。

3.2创设安静舒适的教室环境
在实际教学中，遇到的自闭症学生或多或少对部分高分贝的

声音有厌恶情绪，他们常常表现出急躁不安、大声呼喊、双手
堵住耳朵等行为，虽然喜欢音乐，但也对部分高音表现出同样
症状，因此，在上课之前应做好准备工作，如将多媒体设备等
音量调低，防止上课时突然声音过高引起自闭症学生烦躁不安，
造成学生混乱，影响上课课堂秩序，而且尽量保证教室不受外
界杂音干扰，吸引自闭症学生的注意力。

3.3课堂教学应多设置角色扮演等双向沟通的环节
自闭症不喜欢和别人交流，因此在课堂中应营造人际交往，

互助互爱的情景氛围，让自闭症学生在家长的帮助下模仿教师安排
的角色，并在适当的时机让自闭症学生发挥想象的能力去完成任务。

自闭症学生认知能力差，在学习课堂常规方面存在很大困
难，所以我们不要期望他们能够像其他孩子一样既守纪又活跃。对
于他们在课堂中的异常行为，教师应在理解的基础上，适当降低课
堂纪律要求，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进度和方式学习，允许他们在别
人跟着教师学习的时候通过安静地玩自己喜欢的东西调节情绪。

总之，自闭症教学的方法需根据自闭症学生本身的特点进行
针对的教学，随着时代的进步，自闭症学生也开始使用沟通板和成
人间进行沟通，借用帮助性图片表达他们的基本需求和感受，另外
计算机的普及也为与人工语言结合起来打下了基础，学生可以利用
鼠标和方向键来选择语言合成器大声读出单词。这些设备的运用为
今后自闭症学生更简便地参与教学活动提供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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