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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语言特点及康复训练方法 
刘庆标 

（特殊教育学校  山东省邹城市  273500） 

摘要：自闭症属于特殊社会群体，他们外表即使看起来正常，但严重的语言障碍也会影响他们正常进入社会群体。自闭症儿童

的主要特征便是语言障碍，语言障碍会直接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与学习教育，还会影响他们的情感发展，阻碍他们对社会的适应程

度。针对于此，该如何帮助自闭症儿童克服语言障碍是重要关键。本文对自闭症儿童的语言特点和康复训练的有效方法进行分析和

阐述，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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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经研究表明对自闭症儿童来说，有效的教育训练是提升企业各

项能力的重要方式。语言障碍对自闭症儿童来说会严重阻碍他们进

入社会，这时如果能够采取有效的干预训练，能够帮助自闭症儿童

回归主流社会，解决他们的沟通问题。因此，对自闭症儿童展开语

言干预训练是十分重要的。 

一、自闭症儿童的语言特点 

自闭症儿童开口说话的时间比较晚，经研究表明，有 40%左右

的自闭症儿童存在终生失语的可能。有 30%到 50%的自闭症儿童难

以正常使用口语展开沟通交流，他们只能用肢体动作和手势等来表

达需求，若他们的需求没有得到正确理解时，会出现其他行为和情

绪上的问题。[1] 

（一）声音问题 

有部分自闭症儿童是无法发音的，这部分儿童能模仿口型但声

带几乎不动，这部分儿童的上唇与脸颊肌肉比较僵硬，模仿口型时

张口的幅度也比较小；还有部分自闭症儿童是可以发出单音或说简

单句子的，但声音非常小，同时也可以发出尖锐高亢的尖叫声；还

有部分自闭症患者是能说话的，有的说话声调高，出现假声现象、

有部分儿童在说整句话时前几个字声音较大，越说声音越小。 

（二）语言内容问题 

第一、语言重复。自闭症儿童的最大语言特点便是模仿和重复

别人说的话，回答问题时十分呆板，出现即刻模仿和延时模仿的情

况。[2] 

第二、人称代词混用。自闭症儿童并不善于对话，在使用代词

方面存在人称代词混用的问题，最为突出的问题便是不会运用“你

我他”等人称代词。 

第三、词汇迁移困难。自闭症儿童掌握的语言词汇并不少，但

他们的思维模式比较固定，所以无法词汇迁移。 

第四、语言逻辑问题。有大部分自闭症儿童在说话时会颠倒词

语顺序。 

二、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康复训练法 

（一）培养感情交流 

在和自闭症儿童进行交流时，要认识和了解孩子，通过陪伴的

方式用自己的情绪去感染和引导孩子。在整个陪伴的过程中还要多

表扬和鼓励以及帮助孩子，当孩子做得好时要及时夸奖，使用一些

鼓励性语言，比如宝宝好聪明！ 

（二）模仿训练 

模仿是帮助孩子掌握基本能力的重要学习方法。模仿训练的内

容主要包括：模仿一些粗大简单的动作，比如拍手、跺脚和摸头等

等；模仿触摸身体部位；模仿使用物件去做动作；模仿做动物的动

作。当孩子出现不跟指令去做的情况时，可以用身体辅助的方式完

成模仿，并夸奖孩子：宝贝真棒！通过阶段性的模仿训练，孩子的

模仿能力得以提高，就可以训练一些连续三部动作的模仿训练，或

者是听指令做动作的模仿训练，比如先摸头再拍拍手，拍拍肚子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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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跺脚等。[3] 

（三）听简单的指令 

听指令练习能够提升儿童的注意力，还能锻炼儿童的理解能力

与配合能力以及协调能力。 

练习一步指令，比如站起来、坐下和躺下等等。在进一步练习

听指令做动作，比如拿杯子和搬板凳等。我们在发出指令时会要求

孩子看我们，当发出指令之后孩子做出反应，那么就说明孩子注意

到了我们。就比如说，我们发出拍拍手的指令，孩子就能做出拍手

动作，这时就说明孩子对拍拍手这个词能有所理解。建立在这一基

础上，你就可以展开语言模仿与刺激训练，使孩子能够主动做好配

合。 

（四）模仿嘴部动作 

就拿呼吸练习举例来说，可以组织吹倒积木和吹彩色纸片的游

戏，把吸管插到装水的杯子里让孩子吹气泡，或者吹燃烧的火柴等

等。 

（五）口型练习与发音练习 

对自闭症儿童来说，模仿口型与发音是比较困难的，这就需要

孩子建立在嘴部动作模仿与身体动作模仿的基础上，过渡到口型模

仿与发音模仿。对年龄偏大的自闭症儿童来说，前期的训练任务着

重放在口型模仿上。对年龄较小的自闭症儿童来说，就可以让孩子

在自然的环境中展开发音练习，可以在陪玩中找到发音练习的方

法。比如在玩开小车时，就可以引导孩子发出呜呜的声音，在玩小

鸡时可以模仿叽叽的声音。这样的练习方法能够激发孩子对模仿的

兴趣，有助于引导孩子有意识的发出单音。紧接着就可以引导孩子

模仿和发出一些单词或者叠词，在家庭日常训练中，家长和孩子的

互动也比较重要。比如：家长和孩子一起完成拍拍手儿歌或手指操

儿歌，不仅能够促进家长与孩子间的情感，也能为孩子营造和谐有

趣的练习环境。 

（六）音乐训练 

针对自闭症儿童展开语言训练师，必须要注重儿童在训练过程

中的体验感与参与感。在训练过程中，可以用节奏鲜明的音乐和活

泼的动画作为辅助，来激发儿童的练习兴趣，同时也能加强儿童对

语言内容的理解。当孩子沉浸在音乐中时，富有节奏性与一味的字

词都能够激发儿童的模仿和说话兴趣，可以起到较好的训练效果。 

（七）情境训练 

通过营造情境的方法，带领孩子展开语言训练，有助于儿童理

解语言内容，激发表达兴趣。比如：当孩子想喝水时，就可以举起

水杯教孩子说：“我要喝水。”在一开始，家长可以先口头提示，在

随着训练时间的推移逐渐减少提示，让孩子在情境中自然地表达出

想要喝水的想法。 

（八）社交训练 

自闭症儿童的主动性较差，比较难融入社会，这时就可以带孩

子到公共场所中去，比如野外和公园等，带孩子多参加社会活动，

多让孩子与同龄孩子交往和交流，可以为孩子提供更多的模仿机会

与学习机会，进一步丰富孩子的生活经验与词汇，这能促进孩子语

言理解能力与表达能力的提升。 

结论： 

自闭症儿童所呈现出的语言障碍特点都是不相同的，越早开始

对自闭症儿童进行语言康复训练能够起到越好的训练效果，最佳的

训练时期是 2 到 3 岁。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是较为漫长和艰苦的

过程，是无法通过短时间的训练，能够起到明显效果的，这就需要

家长能够给予孩子足够的耐心和积极的配合，只有这样才能起到较

好的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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