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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师与孤独症儿童家长沟通的策略研究
秦春婷　黎　莉　黄丽婷

（广西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 南宁 530022）

摘要：孤独症是一种伴随终身的广泛性发育障碍，康复教师与孤独症儿童家长沟通的效果会直接影响到孤独症儿童干预治疗。本研

究通过梳理孤独症儿童家长常见的心理问题，找到与孤独症儿童家长进行沟通的原则和技巧，立足实际根据课程与孤独症儿童家长进行

沟通，并根据不同类型的孤独症儿童家长进行沟通，进而找到与孤独症儿童家长沟通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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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SM-5 将孤独症定义为两大核心障碍，一是在社会交往方

面存在质的缺陷，二是兴趣狭窄及刻板重复的行为方式。孤独

症是一种伴随终身的广泛性发育障碍，对孤独症进行治疗的原

则：早发现，早治疗。治疗年龄越早，改善程度越明显；促进

家庭参与，让父母也成为治疗的合作者或参与者。孤独症儿童

本人、儿童保健医生、孤独症儿童父母及老师、心理医生和社

会应共同参与治疗过程，形成综合治疗团队；坚持以非药物治

疗为主，药物治疗为辅，两者相互促进的综合化治疗培训方案；

治疗方案应个体化、结构化和系统化，根据孤独症儿童病情因

人而异的进行治疗，并依据治疗反应随时调整治疗方案；治疗、

训练的同时要注意孤独症儿童的躯体健康，预防其他疾病；坚

持治疗，持之以恒，治疗过程将是漫长的。要想达到良好的治

疗效果，家长和教师之间应该高度配合，可是现实情境中，很

多康复教师会发现有很多家长存在不配合的情况，而在进行家

长沟通时显得束手无策，那么应该如何提高康复教师与孤独症

儿童家长沟通的策略，就成了一个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

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了解孤独症儿童家长常见的心理问题

（一）焦虑

当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被告知自己的孩子疑似或确诊孤独症时

往往会出现对孩子或自己前途命运等的过度担心而产生的一种烦

躁情绪，其中含有着急、挂念、忧愁、紧张、恐慌、不安等成分。

（二）抑郁

抑郁是一种以情感低落、思维迟缓，以及言语动作减少、迟

缓为典型症状的情绪状态，当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时，很多家长

会出现茶饭不思、寝食难安等抑郁状态。

（三）否认

否认是孤独症儿童家长普遍存在的问题，他们会觉得我的孩

子只是在某一方面与其他孩子不一样怎么可能就是孤独症，部分

家长第一时间会出现否认的心理状态。

（四）愤怒

愤怒也是孤独症儿童家长常见的心理问题，他们会觉得我的

孩子好好的你凭什么说他 / 她是孤独症，听不得别人说自己的孩

子不好，一听到就生气。

（五）恐惧

恐惧是一种有机体企图摆脱、逃避某种情景而又无能为力的

情绪体验，部分孤独症儿童家长因为接受不了孩子患病的事实会

出现逃避现实却又无能为力、害怕面对现实和未来的情况。

（六）悲伤

悲伤包含沮丧、失望、气馁、意志消沉、孤独和孤立等情绪体验，

这些情绪体验在孤独症儿童身上都会有所体现。

（七）挫败感

挫败是一种受挫失败的情绪体验，这种情绪体验往往在那些

事业比较有成的家长身上有更显著的体现。这部分家长会觉得我

什么都能做好，为什么我的孩子却得了孤独症呢？

（八）负罪感

负罪感是在事后自己对自己的行为产生后悔、自责或罪过的

情绪。很多家长觉得孩子患上孤独症都是由于自己照顾不周或者

某方面的缺失而导致，从而对自己充满了自责、怪罪等。

（九）混乱感

混乱感是一种复杂的情绪体验，是指上面所提及的心理问题

中出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情况。如知道自己的孩子确诊孤独症后

充满了焦虑、恐惧、束手无策、自责等，交杂在一起出现了充满

混乱感的情况。

作为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教师，当家长出现以上心理状况的时

候都应该持有一个缓和的态度，这对于孤独症儿童家长来说也是

一个正常的过程，我们需要帮助他们的是让他们先接受这个事实

而后通过一些心理疏导缓解心理问题和压力。

二、家长沟通的原则与技巧

与孤独症儿童家长进行沟通时有一定的原则和技巧。

（一）家长沟通的原则

1. 建立专业的、友善的、亲切的关系

建立良好的关系是进行家长沟通的首要原则。作为康复教师，

在家长面前要表现出自己的专业性，对待家长应该是友善的、亲

切的，要赢得家长的信赖，这才是开展其他工作的基础。

2. 了解并满足家长的合理需求

及时地了解家长的合理需求有利于促进老师与家长之间建立

良好的关系从而促进沟通。我们可以加强与家长的联系，主动询

问家长的合理需求并力所能及地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

3. 积极聆听，共情家长，强化家长

在与家长进行沟通时，一定要体现出积极聆听的姿态，与家

长共情，想家长之所想，对家长表现优秀的地方要及时强化。

4. 沟通要及时和具体

与家长的沟通一定要及时和具体，当天出现的问题一定要当

天反馈，不要过几天后再来反映；沟通的内容也要具体，尽量用

家长能理解的话语去表述。

5. 发现并善用家长的优势

我们要善于发现家长的优势，引导家长用自己的优势来干预

孩子。

（二）家长沟通的技巧

1. 换位思考，保持耐心

我们之所以要了解孤独症儿童家长常见的心理问题，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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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我们要善于与孤独症儿童的家长进行换位思考，站在他们

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从而保持我们的耐心。当我们认定了孤

独症儿童家长出现这样的状况都是合理的且能较好进行换位思

考的情况下，我们在进行沟通时就会得心应手，家长也会更配

合我们的工作。

2. 以情动人

要做到与孤独症儿童家长以情动人，需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

（1）理解家长，理解家长其实更多的是要与家长共情，深入对方

内心去体验他们的情感、思维，借助于知识和经验，把握家长的

体验与他的经历之间的联系，更好地理解问题的实质，把自己的

共情传达给对方，以影响对方并取得反馈；（2）尊重家长，以平

等相待的心态及其言行与家长进行沟通，而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

“我是老师你必须听我的”的心态进行沟通；（3）鼓励家长，孤

独症儿童的家长也是很需要得到肯定与鼓励的，我们要善于鼓励

家长参与到教学过程中，加强家长与机构合作形成教育合力共同

制定切实合理的干预计划，使对孤独症儿童实行的教育与康复训

练发挥最大作用，更好帮助孤独症儿童适应社会 。

3. 以理服人

这就要求作为康复教师必须掌握科学的孤独症儿童教育干预

的系统，从评估到个别化教育计划到教学计划，我们必须用理论

和实践知识征服家长，真正实现以理服人。

三、根据课程，立足实际与家长沟通

（一）家长想知道什么

课程结束后，家长想知道的往往是幼儿的表现，我们可以从

配合度、学习内容、情绪状态三个方面跟家长沟通：孩子今天是

否配合老师的指令，专注力、目标完成度如何；孩子今天的学习

目标是什么，为什么教孩子这个目标，今天教了什么，家长需要

怎样巩固，让家长学会观察和思考；孩子的情绪表现正常或异常，

与平常有什么区别，如何对待幼儿闹情绪，分析问题行为功能并

针对这些功能进行干预。

（二）家长的期待

家长的期待往往是孩子什么时候能和普通小朋友一样、什么

时候能去幼儿园、什么时候能说话等一些比较实际的问题。针对

这些问题我们要一一解答。孤独症儿童是很难达到完全跟普通儿

童一样的，这也是家长必须接受的现实；什么时候能去幼儿园也

要根据孤独症儿童的能力去判断，以及幼儿园需要小朋友具备哪

些能力，两者之间的能力相匹配了方可去幼儿园等。

（三）老师应该让家长知道什么

老师应该让家长知道上这门课的目的，一定是根据孩子的评

估及个别化教育计划来实施的。如个训课是为了提升孩子的认知

等基础能力，而集体课则侧重与同伴的关注、互动。

（四）如何获得家长的信任

要获得家长的信任，首先要具备丰厚、扎实的理论知识，能

够“以理服人”；其次，一定要与家长拥有共同的目的——为了

孩子好，这就要求康复教师真的把孤独症儿童当成自己的孩子一

样去对待；再次，告诉家长应该怎么训练孩子，教会家长一些家

庭康复技巧；最后，一定要镇定自若，态度坚定、沉着冷静、合

力支持，做好反思工作，保持终身学习。

四、不同类型家长对症下药，选择恰当的方式进行沟通

家长类型多样，面对不同类型家长我们要因人而异进行沟通，

共同促进特殊儿童的整体性发展，实现良好的家园共育。

（一）“专家型”家长

“专家型”的家长往往在各方面都要老师觉得他们是专业的，

与他们沟通时注意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放低自己的姿态，

切勿逞强，充实自己的理论知识。

（二）放弃型家长

放弃型的家长往往觉得自己的孩子已经没救了，我们需要让

家长看到孩子更多的闪光点，与他们沟通时尽量突出孤独症儿童

的进步，让家长看到更多的希望。

（三）购买型家长

这个类型的家长往往觉得只要我给你钱了你就要教好我的孩

子，那么这时候就需要用到现代联系方式了，可以微信或者电访

进行沟通，既可以让家长知道孩子情况，也可以防止家长遗漏重

要通知，也要让家长亲自参与到儿童的教育干预当中。

（四）“维权型”家长

“维权型”家长总喜欢把“合法权益”挂在嘴巴，一般教师

对这类型的家长都敬而远之。与这类型的家长沟通最重要的是取

得他们的信任，尽量体现出我们的友善与专业。

（五）回避型家长

这类型的家长，他们只关心孩子的吃饭、睡觉，在康复机构

是否开心，而对孩子其他方面的表现均“视而不见”。对于这类家长，

我们可以通过谈心，表现我们对孩子的关心，同时也要让家长接

受现实，参与到孩子各方面的教育干预中。

（六）明星 / 总裁型家长

这个类型的家长往往表现出来的是霸道，“我说什么你都应

该听，我说的就是对的，你必须要听我的”，表现出来的是高高在上。

面对这个类型家长时，我们作为老师就要积极主动去与家长拉进

关系，用我们的专业去征服他们。

（七）合作型家长

合作型的家长是最理想的家长，与这个类型的家长沟通时我

们需要实话实说，始终与家长保持共同目标，就是促进孤独症儿

童整体的发展，为了这一共同目标，我们必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

处使，共同完成孩子的教育干预，真正实现家园共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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