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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治疗对孤独症儿童情绪行为的个案研究
吴翠玲

（江门市特殊教育学校，广东 江门 5290000）

摘要：在课堂中，音乐能促进良好的师生关系，又能营造轻松愉快的课堂气氛，让孤独症儿童保持着良好的情绪状态。本文中的孤

独症儿童因情绪失控会咬自己手背上的肉，咬出很深的牙印，所以利于音乐治疗对个案进行干预。音乐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安抚学生的情绪，

让学生身心得到放松，同时也创设良好的课堂氛围，提高学习效率，有效地减少学生自伤行为出现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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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部分孤独症儿童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情绪行为问题，而这

些情绪行为问题对孤独症儿童的学习以及康复都有很大影响，甚

至还会出现自伤行为。自伤行为可以具体表现为：自己用手打自

己，用头撞墙或撞桌子，咬自己的手，抓破自己的皮肤等等。自

伤行为对孤独症儿童的身体和身心发展都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影响。

因此，在发现孤独症儿童有自伤行为时，应该及时干预。并了解

孩子出现自伤行为的原因，这样才能针对其自伤行为做出相应的

对策及有效的矫正方法。

一、基本情况

（一）个人的背景资料

小云，女，2008 年 9 月 1 日出生，顺产。父母在送到幼儿园

后才逐渐发现孩子与同龄儿童有着明显的差别，不说话、喜欢扔

东西、在地上爬等等。后来去残联进行康复训练。语言能力一般，

总是鹦鹉学舌。小云理解能力比较差，动手操作能力一般，能够

自行吃饭和上厕所，发脾气或心情不好时会尿裤子。

（二）环境的背景资料

小云在家排名老大，还有一个妹妹。父母每日的工作很忙，

所以很少去关心和照顾孩子。生活起居、教育由爷爷和奶奶负

责，很多行为习惯都不是很好，不喜欢做的事情或是得不到某

些东西时就发脾气，如丢东西或是咬自己手。问题行为更是日

益多见，导致情绪不好就会很用力咬自己的手背，咬出很深的

牙印。

二、行为功能分析

（一）确立目标行为

首先，通过与患儿家长进行谈话，确定家长现在所关心的

问题焦点，然后老师观察什么时候会出现自伤行为以及自伤行

为的程度和持续时间，最终确定了要干预的目标行为：情绪不

好时会咬自己的手背。目标行为的出现一般与情景有关，似乎

与时间关系不大，随时都出现。自伤行为的强度不是很大，但

也对自己造成一定的伤害，最重要的是产生情绪方面的长时间

焦虑和不安。

学生在受到外界干扰后或是需求得不到满足时，加上无法正

确用语言或肢体去表达时就会情绪不好，乱发脾气。这个时候在

不加以干预就会出现自伤行为，直接或间接对身体造成伤害。这

些行为严重伤害学生身体以及心理健康，这样的缺陷行为会日益

明显，严重的会导致无法与他人正常交往，无法适应社会的生存，

同时也干扰了课堂教学，更让她难以融入到集体生活中。

（二）进行功能分析

第一、访谈。通过访谈，询问有关患儿出现情绪失控时自伤

行为出现前、后的事件，经过家长和上课老师介绍可知道学生小

时候在哭闹时，家长都是用打骂或是给零食让学生停止哭闹。所

以导致她在抗拒某些指令、逃避某些要做的事情、自我需求得不

到满足、情绪不稳定时就会出自伤行为。

第二、对小云进行音乐治疗初级评估

一、情绪与情感

项目 是 否 学生分析

积极配合 （    ） （ √ ）
在初步评估中发现小云是

一个情绪比较不稳定的孩

子，刚开始评估时不太配

合，有语言能力。教师发

出简单的指令，小云也能

够完成。行为比较刻板、

内向，不喜欢与同学进行

交流沟通，自己一个人拿

音乐器材敲击或是站在角

落自言自语。

友好愉快 （    ） （ √ ）

被动冷淡 （ √ ） （    ）

焦虑恐惧 （ √ ） （    ）

无情感交流 （ √ ） （    ）

情绪稳定 （   ） （ √ ）

多疑孤僻 （    ） （ √ ）

无原因哭闹 （ √ ） （    ）

二、行为与特点

项目 是 否 学生分析

能和他人友好相

处能听从指令
（    ） （ √ ）

   

在对小云的行为与特点进

行评估中发现她不能够与

他人进行有效沟通，其他

同学找她玩也不愿意融入

其中，喜欢一个人独处。

当同学拿了她手上的乐器

时会打人。有攻击性行为，

多动。

相处时被动、无

反应
（ √ ） （    ）

和他人无目光对

视、回避
（ √ ） （    ）

多动、坐不定 （ √ ） （    ）

刻板、重复行为 （ √ ） （    ）

有攻击行为 （ √ ） （    ）

对任何事物无兴

趣
（    ） （ √ ）

三、目标行为治疗

（一）音乐内容制定。

利用你好歌、乐器演奏《wewillrockyou》、音乐《兔子跳跳跳》、

乐器敲奏《兔子跳跳跳》、听音乐跳动作、乐器敲奏《春天沙沙沙》、

再见歌对学生进行干预，干预内容的设计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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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动

内

容

序号 活动名称 活动内容 学生效果

1 你好歌
治疗师弹唱《你好》歌。引导学生一起唱“你好歌”

歌曲，同时伸出手做你好的动作。

小云比较喜欢音乐，听到音乐后情绪相对比较稳定，当老师

对小云说“小云，你好”。小云是没有反应的。经过几次的

训练后，小云就能够回应治疗师“你好”。

2

乐 器 演 奏

《we will rock 

you》

教师播放《we will rock you》视频，让学生观察演奏，

然后教师手把手指导学生用非洲鼓敲出节奏。

小云的节奏感还是比较好的，听到音乐时，她能够跟着音乐

的节奏在摇摆身体，节奏感都比较准确，同时也能够跟着老

师一起敲击非洲鼓。

3
音 乐《 兔 子

跳跳跳》

治疗师播放音乐，当听到音乐中有跳跳跳的时候带领

学生跳起来，跳的时候脚要离开地面。治疗师先慢慢

引导小云练习做跳起来的动作，然后让小云自己听音

乐做跳的动作。

小云在治疗师的引导下从椅子上站起来，她的反应是比较迟

钝，歌曲的节奏感比较快，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先播放一小段

来进行训练，当学生熟悉旋律和动作后才播放全部的音乐。

在课堂中治疗师和学生一起来完成动作，整个训练的过程中，

小云都比较开心，心情很愉悦。

4
乐器演奏《兔

子跳跳跳》

当小云熟悉《兔子跳跳》的旋律后，而且也能够掌握

跳跳跳这个音的准确节奏时，再用铃鼓进行演奏。

治疗师用铃鼓演奏《兔子跳跳跳》时，小云的眼睛能看着治

疗师的手部动作，当没有出现跳跳跳时，治疗师带着学生做

摇摆身体，小云也能够跟着治疗师做摇摆动作。在课堂中，

小云的表现都非常好，情绪很稳定，一听到音乐就特别开心

的和治疗师一起用铃鼓演奏。

5
听 音 乐 跳 动

作

治疗师播放《兔子跳跳跳》的视频，先让小云看 3 遍视

频，让学生熟悉一下大概的动作，然后治疗师进行动作

分解，指导小云进行练习。让她熟练动作后，治疗师不

在手把手辅助学生，而是一起完成听音乐做动作。

小云对轻快的音乐是非常感兴趣的，音乐一响起就会跟着摇

摆身体，而且摇摆动作能跟上音乐的节奏，但对于小云来说，

要看着视频跟着音乐做动作，还是有些难度的，但小云享受

在音乐的过程中，整堂课都是在轻松愉悦中完成。

6
乐器敲奏《春

天沙沙》

小云拿到沙锤时比较兴奋，一直拿在手上摇动，治疗

师给她讲解沙锤的使用，然后播放《春雨沙沙沙》的

音乐，告诉小云听到沙沙沙这几个字的时候就摇动沙

锤三下，小云能够准确地使用沙锤，摇动沙锤的节奏

也很准确，当听到春雨沙沙沙，沙沙沙，老师摇动沙

锤，学生也能够一起摇动。

小云经过前面的非洲鼓的演奏后，慢慢地喜欢上乐器，一看

到乐器就会用手去触摸或是拿起来摇晃一下，表情是非常开

心的，有时候还会开心到手舞足蹈，小云也很喜欢沙锤的声

音，在整个训练过程中比较配合治疗师，没有发生情绪行为

问题。

7 再见歌
治疗师每次准备下课前都会给学生唱《再见》歌，引

导学生一起唱《再见》歌。

每节课开头必有《你好》歌，下课前也会唱《再见》歌，告

诉学生这节课就学到这里，让学生知道下课，经过多次练习，

小云知道上课前唱什么歌曲，下课要唱什么歌曲。

治疗后的情绪状态：为期一个学期的音乐治疗干预，小云在

课堂上的情绪相对比较稳定，下课后能够主动把乐器归放好，同

时也能够把教室的门窗锁好，整个人的状态是非常好，没有任何

的不好情绪，能够和老师说：“再见”。

（二）增强视觉提示、提早告诉要做的事情。

小云的反应比较迟钝，环境的改变有时候会导致她情绪不好，

这样就会引起她出现自伤行为。所以要制作视觉提示图片并放在

她能够看到的地方，这样增加视觉上的提示。同时要做什么事情、

要去哪里都要提前告诉她，以免造成学生焦虑。增强视觉提示、

提早告诉她要做的事情，能够很好地避免学生的情绪失控，减少

自伤行为的出现。

（三）利用代币进行奖励。

在进行音乐治疗的过程中使用代币制进行奖励。当学生能够

跟着治疗师完成一个目标内容学习或是模仿动作就进行代币奖励，

等下课后可以用代币换取自己喜欢的零食。

（四）留意学生身体情况，及时发现问题。

因为学生不懂得主动沟通，一旦牙痛、感冒等身体问题时，

出现目标行为的次数也挺多的，这些因素诱导了学生的目标行为

出现。所以家长、音乐治疗师要留心注意学生的身体情况，如有

身体不舒服，发烧、肚子疼、牙疼等等，教师就要及时告知家长，

让家长带孩子去看医生。

五、音乐治疗的效果及反思

小云在音乐治疗的一个学期中，她的情绪行为得到了很好的

控制，原来喜欢自己一个人站在角落，经过训练后能主动参与到

教学活动中，一听到音乐就跟着摇动身体，心情是非常愉悦。发

脾气和咬手背的行为也减少了很多，不在用咬手来逃避不喜欢的

事情，能够主动告知老师不要或是不去，只是学生在前期对治疗

室比较陌生，所以不愿意进入治疗室，为了让小云熟悉环境，多

带她在治疗室走动。同时治疗室也放着她平时喜欢的公仔和积木，

让她不要排斥治疗室。等小云愿意进入音乐治疗室后再进行简单

的音乐活动，如果学生在课堂中出现情绪不稳定时就要暂停活动，

等到她情绪稳定后才能进行相应的课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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