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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随班就读的教育干预策略
叶改娟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万圣怡幼儿园，广东佛山 528300）

摘要：特殊需要儿童随班就读是特殊教育的重要形式，非常有利于特殊需要儿童的康复和发展，本文以一名 6 岁阿斯伯格综合症男

童小博（化名）为例，论述幼儿园随班就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对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的教育干预策略，如转变家长观念，在幼儿园一

日活动中渗透同伴榜样作用、移情训练法、激励表扬法、行为纠正法等有效策略。

关健词：随班就读；阿斯伯格综合症；干预策略

阿斯伯格综合症，是指一种广泛性发育障碍的综合症，与儿

童孤独症的某些特征类似，多见于男孩，一般到学龄期 7 岁左右

症状才明显，主要表现为：人际交往障碍、局限、刻板，重复的

兴趣和行为方式。随班就读作为融合教育中国化的主要形式之一，

重点在于为特殊需要儿童提供普教和特教服务。

一、随班就读对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的意义

融合教育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逐渐成为全球特殊教育的热门话

题，我国在 1988 年提出了“随班就读”的教育模式。顺德机关幼

儿园开展融合教育 19 年期间，曾接纳过 80 多位特殊儿童进行随

班就读，其目的是通过普特幼儿一起生活、游戏，为特殊儿童他

们长大后融入社会，自立、平等的参与社会活动打下坚实的基础。

实践证明，随班就读对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随班就读为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提供平等接受教育的

权力

2008 年生效的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明确规定缔约国须

确认残疾人在不受歧视和机会均等情况下享有受教育权利。开展

随班就读的教育形式，有利于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就近入学，为

其学龄前接受教育提供便利；同时，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入读普

通幼儿园，和普通儿童在同一环境中接受相同教育内容，以尊重

幼儿为原则，为其提供了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二）随班就读为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提供社交帮助

阿斯伯格综合症是一种人际关系和交往障碍，我们将阿斯伯

格综合症幼儿融合在普通幼儿的学习与生活环境中，在幼儿相互

沟通交往过程之间，一方面，普通幼儿的社交行为、语言及神态

为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做出正面示范，逐渐纠正了阿斯伯格综合

症幼儿的社交行为，促进其社会交往能力良性发展。另一方面，

普通幼儿与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共同参与幼儿园一日生活各环节，

有利于增进普通幼儿和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的相互了解，提高普

通儿童执残助困的意识，弥补特殊儿童的情感缺失，增强德育工

作的针对性。

（三）随班就读为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入读小学做好铺垫

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无明显言语与语言发育障碍，认知发育

基本正常。随班就读的教育形式，能够帮助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

尽早融入集体生活。集体活动的开展，对其行为不断强化，有助

于培养其形成良好的常规。在这期间，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的认

知水平提高，注意力及专注能力也不断加强，逐渐对老师的指令

有一定的解读能力，为其入读小学打下一定的基础，实践证明，

AS 谱系（智商在≥ 70）孩子基本能够入正常小学就读。

二、幼儿园随班就读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普通家长意识薄弱，家长工作难于开展

当前我国特殊教育基础薄弱、受重视程度不够，仍然是国民

教育体系中最为薄弱的环节。在普通幼儿园开展随班就读工作，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家长工作。当前普通家长对于阿斯伯格症幼儿

的认知意识存在偏差，如果班上有一名特殊儿童，家长们会议论

纷纷，出现焦虑、担忧等其他情绪，担心特殊儿童对普通幼儿造

成伤害，大部分不愿意接受。对此，作为园方及教师，在缓解家

长焦虑的同时积极而真诚的引导，调整家园沟通方式及内容，从

而逐渐转变家长观念，只有家长接纳了这些“星儿”，随班就读

工作才能顺利开展。

（二）普通幼儿的同伴作用难以发挥，班级管理存在困难

在幼儿园里，当普通幼儿与特殊需要幼儿发生交往行为时，

普通幼儿的接纳态度会直接影响融合教育实施的质量。在融合环

境中，普通幼儿对特殊需要幼儿的认知了解程度，是否能够接纳

他们并与其建立良好的同伴关系等方面都对特殊需要幼儿的发展

具有关键作用。不仅提高普通幼儿的社会交往能力，使幼儿富有

同情心，能接纳同伴之间的差异，也对特殊需要同伴施以尊重和

包容的态度，使他们感受到关爱的力量，重新拥有正常的生活，

这才是融合教育的本质所在。然而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幼

儿不愿接纳特殊需要的儿童，不愿与他们一起坐、一起吃饭、一

起睡觉，更不愿意和他们一起玩，这对班级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三）教师缺乏特教专业素养，难于实施个别化教育

对于实施随班就读的普通学校而言，在基础的课程与教学安

排之外，还应综合考虑特殊儿童生活自理、社会适应、运动保健、

职业技能等个别化的发展目标，根据随班就读儿童身心发展的实

际水平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必要时开设专门的个别化辅导课程。[4]

而作为幼儿教师，前期缺乏专业扎实的特教理论知识，工作期间

虽会组织进行相关培训，因此对掌握的特教知识体系不系统，同

时普通幼儿园没有专职特教老师进行指导，老师们只能摸着石头

过河，个别化教育效果难以呈现。

三、对阿斯伯格综合症幼儿的教育干预策略

《纲要》中指出，幼儿园教育要面向全体幼儿，为每一个幼儿，

包括有特殊需要的幼儿提供积极的支持与帮助，促进他们身心全

面、和谐、健康地发展，促进每个幼儿富有个性的发展。针对小

博有自残行为（情绪激动时喜欢用头去撞地）、语言充满暴力（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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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说：我要杀死你、我要打死你）、有攻击性行为、不喜欢参与

集体活动等各方面的情况，我们帮助小博制定训练方案，希望通

过有效的干预引导他融入到集体活动中，从而使他能更健康快乐

地成长。

（一）用温情转变家长观念，接纳特殊儿童

班级家长工作的顺利开展是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工作的重要前

提，只有普通家长接纳了这些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工作才能得以

顺利开展。为此，第一次家长会显得尤为重要。首先，提前沟通，

全面做好特殊儿童家长的工作。如：在开家长会前先和小博妈妈聊，

希望她能敞开心扉，接受现实，在家长会上谈谈养育小博的经历

与感受；其次，当小博妈妈在家长会上告知大家自己的孩子被确

诊为阿斯伯格综合症时的结果时，所有家长都被她的情绪所感染，

大家的眼框红了，纷纷给她递纸巾，为人父母者，皆会换位体谅

这个家庭的不幸与这位妈妈的难过；最后，当小博妈妈提出希望

能得到大家的帮助时，在场的家长都为她鼓掌，给她鼓励，无意

中也就接受了这位特殊儿童。

（二）充分发挥同伴榜样作用，建立信任感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强调要重视榜样的作用，他认为获得

什么样的行为以及行为的表现如何，则有赖于榜样的作用。幼儿

园集体生活的最大的好处就是同伴之间可以相互影响。因此，在“自

闭症关爱日”当天，我让全班小朋友自制小贺卡，让孩子们说说

小博身上的优点，并把这些优点放大，最后让每一个孩子和他拥抱、

握手、送卡片，让小博感受到原来有很多小朋友关心、关爱、包容他，

并愿意和他做朋友。另外，有意识的安排班里性格较为开朗的小

朋友和小博一起玩、一起游戏，并及时给予他表扬与鼓励。小博

最喜欢班上的法国小女孩，为此，我们安排他和法国小女孩坐在

一起，平时让小女孩多带着他，多给他做正面示范。集体活动时，

耐心而重复地提醒小博，长此以往小博对集体活动有了归属感与

认同感，不再随便离开集体。在生活中多关心他，让他感到老师

的爱心和朋友之间的友情与快乐，让他逐步对班级体产生信任感。

（三）陪伴孩子，移情训练

面对“星星”的孩子，我们给予他们更多的是以平常心对待

的耐心与尊重，采取积极的方式去引导。当小博出现不恰当行为时，

消极负面的引导反而会使结果更加糟糕，因此，适时转移他的注

意力，拉着他的小手跟他谈谈其它的事情；摸摸他的头，让他感

觉到老师的关爱；再与其分析原因，从而帮助他改正不恰当的行为；

用“温和教育”来感染孩子，拉近老师与孩子的距离，增强彼此

的信任感。如：在区域活动中，小博没收拾就走了，为此，我并

没有直接批评他，而是让他帮我浇花，做他喜欢的事情，然后再

带着他一块儿收拾好区域材料，并强调以后的进区规则。

（四）激励表扬法，树立自信心

《纲要》中指出：学会用欣赏的目光发现孩子的优点。作为

教师就要用发现的眼睛、欣赏的目光去探求每个孩子，因材施教。

[8]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别人的表扬与认可，小博虽是特殊需要的儿

童也不例外。当小博完成一幅画呈现在小朋友面前时，大家都为

小博的作品以及他的大胆创意为他鼓掌，让他有种集体归属感与

认同感；当他作为值日生认真地清扫地上的每一块垃圾、认真清

洗拖盘和碗勺时，其他小朋友都为他坚起大拇指，这也让他的自

信心大增，感觉自己也能做好每件事情。

（五）行为纠正法，建立规则

由于小博不愿意参与集体活动，有时还会出现自残及爆力言

语的行为。为此，我们和小博约定：如果他能和同伴完整参加一

个集体活动，那么第二个活动他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如：画

画、阅读等。慢慢地我们又提高要求，如果他一天内没有出现自

残及爆力言语的行为，在户外活动时间允许他拥有 15 分钟离开集

体的自由活动，如果出现过一次，就减少 5 分钟，以此类推；还

可奖励做小班长。通过建立这些约定，小博变得越来越有动力了，

慢慢地，自残及爆力言语等不良的行为有了好转，并有了一定的

规则意识。

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人的心理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生理

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小博

情况特殊，因此我们在与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充分尊重孩子，蹲下

来与孩子对话，耐心倾听孩子的声音，不断了解孩子，慢慢走进

孩子的内心，将孩子的心灵打开，用“和风细雨、润物细无声”

的教育方式，关注孩子成长过程中的小细节，及时“把脉”，找

准“方法”，精确“药方”，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孩子的成长

密码需家长及老师们有耐心地去破解，从孩子的认知、情感、行

为中来帮助孩子。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小博已经开始慢慢

融入集体，自残行为及暴力言语慢慢减弱，不再随意离开集体，

还愿意帮助老师做些小事情，如：扫地、分派牛奶、洗拖盘等。

值得每一个人开心的是，在进餐时，小博居然还会帮小朋友盛饭，

午睡时间也基本不会影响其他小朋友。一路走来，这个曾经有交

往障碍的孩子渐渐敞开了心扉，而在他一点点成长的过程中，教师、

家长、同伴也在和他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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