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理论探讨 

 255 

合肥市自闭症儿童的调研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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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闭症是一种精神疾病,严重危害儿童患者的身心健康。近年来，合肥市对于这一群体的关注逐渐加大。本文是在了解合

肥市自闭症儿童的家庭教育、康复机构、福利保障等多方面实际发展情况后，提出相应的思考和建议。其中,文章以合肥市天情特殊

儿童康复机构为研究对象，通过访谈法、实地调查法相结合的模式，对于自闭症儿童的社会康复机构状况、社会志愿以及各项教育

等方面进行探究。同时进一步分析其存在的问题，提出不同角度对应的措施，以帮助自闭症儿童更好地融入社会， 积极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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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研究立足于合肥市自闭症儿童的状况，了解自闭症儿童在

社会机构的教育环境，探讨社会志愿者在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过程

中的作用，并通过访谈和观察了解家长的教育需求,确定自闭症儿童

的社会机构教育需求。通过调查，全面客观地了解合肥市自闭症儿

童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有助于合肥市自闭症儿童教育发展的若干

对策。 

一、合肥市自闭症儿童研究现状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等，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2022 

年，在安徽登记在册的孤独症儿童有 4 万人，且呈现逐年增加的趋

势。目前合肥市孤独症的患病率报道不一，一般认为约为儿童人口

的 2～3 万人，男女比例约为 3～4:1，男孩比女孩多 3-4 倍。自

2016 年报道，合肥市自闭症儿童人数每年都会增长，发生率约为

0.75%。每年在相关机构进行教育的自闭症孩子超过 2500 人，且

在不断增长， 

但是在岗的老师只有 5000 人左右，缺口甚至达几万人。但是

由于自闭症行业的特殊性，自闭症康复训练机构很难留住人，有时

老师通常两三年就转行了， 因此合肥市自闭症儿童面临的困境依

然十分明显。虽然有媒体的大量宣传和报道，使自闭症逐步进入公

众关注的视野，但总体还是较落后于全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本研究

将主要关注合肥特殊教育中心（http://www.hftsjyzx.com/）上公布的

有关信息，深入了解以 合肥市天情儿童康复中心为代表的特殊教

育机构所公开的有关内容，以探究社会机构发展现状以及社会对自

闭症儿童的认知程度，进而找出不足之处，提出相关对策。 

二、合肥市自闭症儿童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学校方面 

1.校内教学设施及教具不完善 

通过我们的调查了解到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主要通过 

ABA 技术、结构化教学、游戏运动、音乐疗法、精细训练等方法对

孩子进行一对一或小组课教学， 这对于训练机构的设施要求比较

高。考虑孩子们的安全问题，校内地面、窗台等都应采用安全装修，

所以有些学校的教学设施以及教具并不完善，也有些没有达到要

求。 

2.教师的素质不够高、经验不充足 

首先是“自闭症”这个领域很少有人知道，且这个行业也鲜为

人知，教师资源也比较缺乏；另外目前国内各高校都没有设立“自

闭症教育”专业，尤其在合肥市，这个方面的教师行业还没有兴起，

大部分机构的老师都不是真正的专业人士，即使有了解相关知识的

人也仅限于了解，并没有深入的系统学习过，也缺乏教学经验。 

3.缺少稳定的训练场所 

截止到 2022 年 1 月 5 日，自闭症家园网共收录合肥市自闭

症康复机构共 52 家，其中主要包含了合肥市民办自闭症康复机构，

合肥市公办康复机构以及合肥市特殊教育学等。但是合肥市自闭症

儿童已经达到几万名，现有的康复机构超过了自闭症人士的需求，

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现象，使得许多孩子缺少稳定的训练场所，不利

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 

（二）家庭方面 

1.自闭症儿童家长经济和照顾压力 

自闭症的治疗是一个漫长且艰辛的过程，而这些自闭症家庭中

大部分都是普通家庭甚至还有很多是家庭情况比较困难的。在自闭

症的治疗过程中， 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这对一个

家庭的经济情况来说无疑是一个挑战。根据我们对天情特殊儿童康

复中心的走访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由于康复训练费用十分高昂，家

长们需要大量的资金，虽然国家有一定的资金补助，但是对训练费

用来说还是杯水车薪，大部分的家庭都面临着一个比较严峻的经济

负担，且由于孩子的特殊性需要父母无时无刻的悉心照顾，因此对

父母的职业性质也要求比较高，家长们在工作和照顾孩子之间难以

择决。部分家庭是由孩子的爷爷奶奶们照顾的，虽然可以让家长们

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照顾的负担和经济的压力，但是不可避免的会出

现一些照顾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社会和政府的关

注和帮助。 

2.自闭症儿童家长心理压力大 

作为具有一个特殊的孩子的父母，当他们获悉自己的孩子的特

殊性时， 他们的内心无疑是痛苦焦虑且无助的，许多家长无法接

受孩子患自闭症的事实，甚至部分家庭结构会发生变化。有些家长

因为对这方面知识的匮乏，导致错过了最佳治疗时期。同时有些家

长不愿意承认自己孩子的特殊性，排斥康复训练治疗，不愿意将孩

子送到康复治疗机构中去，这些问题对孩子的康复治疗来说都是不

利的。且许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成功的融入学校社会中，

尽管社会对自闭症群体的理解和接受都在不断地提高，但歧视仍然

还是存在的，在许多次的拒绝后对家长们的心理和精神都造成了极

大的压力。 

3.缺乏相关信息来源 

我们在对相关家长的调查中发现，家长们在帮助自闭症儿女们

申请相关服务过程中许多问题是一知半解的，不知道该怎么申请以

及去哪里申请。虽然这些年来相关机构不断的设立，但相关信息平

台建设较少，教育资源依旧还是匮乏的，大部分机构都有人数限制，

家长们由于缺乏相关信息来源可能会延误孩子们的康复治疗。 

（三）社会方面 

1.合肥市自闭症儿童社会认知了解发展缓慢 

合肥市对于自闭症患者仍然存在一定的偏见，也缺乏足够的关

爱和尊重， 许多人对于自闭症患者的症状了解不足，因此难以理

解他们的某些行为，心理上与行为上都会对他们有一定程度的疏

远。 

2.社会相关机构的缺乏和质量偏低 

普通学校接纳自闭症儿童入学的意愿低，会以他们的行为缺乏

规范性、情绪变化无常以及扰乱正常教学秩序等为理由拒绝自闭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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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入学。民办康复机构的社会存在感很低且宣传力度不够，再加

上民办康复机构的规模小， 社会影响力有限，因此资金筹集的渠

道很少，资金筹集困难使得民办康复机构难以提高教学设施以及雇

用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合肥的社区对于自闭症群体的关注力度不

够，没有为自闭症儿童提供一个有效的实践平台。一些托养服务机

构也存在着缺乏针对性的康复指导、专业人士缺乏、机构建设不完

善等问题。 

总的来说，整体的社会大环境对自闭症这一弱势群体的包容度

不高，使得他们难以融入正常的社会生活。 

三、完善合肥市自闭症儿童问题的对策 

（一）学校方面 

1.完善和改进基础设施 

首先，在教学设施的修缮上，需要定期对教学设施进行检查。

对于已有的设施来说，如果存在问题并且可以修缮的话就需要投入

一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维修；其次，是在教学设施和教具的维护上，

需要每天对教学设施和教具进行消毒； 最后，是在教学设施和教

具的添置上，作为特殊教育培训机构， 不仅要符合国家规定的标

准，更需要与时俱进，必要时也可以向国外的机构学习，引进所需

要的教学设施和教具，从而使机构设施满足康复训练的要求。 

2.提高教师的素质与能力 

加大资金投入和人员投入。对于教师素质不够高的学校，学校

不仅需要安排老师外派到具有自闭症老师培训能力的机构进行培

训学习，还要安排大量的人力进行教师的岗前培训和业务学习交

流。在培训新的教师时也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可以向有经验的教

师多学习，也可以从简单的助教工作做起， 多积累经验。 

3.扩大和完善教学场地 

合肥市有十几家公办的康复机构，对于这些机构来说目前无论

是硬件设施和软件设施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所以训练场所也都符

合标准；剩下的有大部分的康复机构都是民办机构，需要扩建的话

就要符合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场地，二是资金。首先对于场地问题

可以选择新建不同校区，这样不仅可以分摊教育压力，新的环境还

可以让自闭症儿童有更好的教育体验；其次是资金问题，目前大部

分机构完全靠服务收费，主要资金来源也就是服务费， 如果资金

不够充足的话可以适当提高服务费，从而更好地投入教学场地的建

设，政府也可以加大教育补贴，这样教育机构就会有更多的资金，

可以把政府的补贴全部投入到建设中去，新建和扩大训练场所。 

（二）家庭方面 1.资金和政策支持 

社会可以通过捐款等方式来募集资金，为这些经济比较困难的

家庭提供尽可能多的帮助；政府也要完善相关的政策补贴和法律法

规，增强自闭在儿童的福利，尽可能的让每个相关家庭都切实享受

到国家的政策支持。同时， 相关企业单位也可以提供一些满足这

些家庭要求的职业工作，让家长们可以权衡工作和照顾孩子，同样

国家也要有一定的政策支持。 

1.社会成员提供心理帮助 

社区工作人员要做好对这些家庭的了解，发挥调动社区和谐积

极的氛围。家长们要做好心理疏通，这就需要亲戚朋友、特教老师

以及志愿者等家庭和社会的安慰和支持，帮助他们树立信心，不再

焦虑和迷茫，为这些家庭提供心理帮助。 

2.完善信息咨询和提供平台 

政府要提供相关的技术支持，加快推进完善相关信息更新咨询

平台，用更加清晰简单的方式让家长们知道如何申请以及查阅了解

相关信息，加快建立更多高效的康复训练机构以及对教育资源的投

入，同时争取让相关机构以及咨询平台普及到所有包括偏远地区的

相关家庭。 

（三）社会方面 

1.充分发挥大众传媒的作用 

例如可以制作与自闭症相关的公益视频，向社会公众普及自闭

症领域的知识，加深对这一群体的了解，学会如何正确与他们相处；

增加爱心帮扶报道，关注社会志愿者和企业的帮扶举动，扩大积极

影响，展现出社会关怀对于自闭症儿童以及康复机构良好发展的重

要作用；影视行业的编导们也可以以自闭症领域为创作背景，制作

出相关的电视剧和电影作品，寓教于乐，让大众在潜移默化中加深

对自闭症以及特教行业的了解。同时，充分发挥政府的力量，利用

政府强大的号召力和权威性，积极地引导建设和谐温暖的社会风

气，营造促进包容、关爱与开放的社会氛围。 

2.康复机构积极拓展筹资渠道 

康复机构要树立良好的自我形象，对机构取得的康复成果以及

获得的荣誉扩大宣传，抓住机会，吸引企业社会的投资与支持，也

可以通过举办公益性活动来吸引社会各界的参与和关注，将自闭症

儿童的手工作品进行公益拍卖，同时充分运用政府的帮扶活动，实

现筹资方式的多样化。 

3.充分发挥社区作用 

首先，社区拥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环境，是自闭症儿童

康复训练的有效实践地点，把自闭症儿童放在社区环境中，与社区

居民开展简单的人际交流，能够促进自闭症儿童与他人的交流，帮

助自闭症儿童进一步融入社会；发挥社工机构的积极作用，为自闭

症儿童提供专业化的康复训练，及时了解自闭症家庭群体的需求，

为这些家庭提供帮助，加大对自闭症家庭的关怀力度。改善自闭症

儿童群体的生活环境，从而提高自闭症儿童群体的生活幸福感。 

四、总结 

综上所述，关于合肥市自闭症儿童调查的相关方面依然有很多

可以关注研究。但目前小组的工作进度在相关实践平台和专业核心

了解方面受到了一定阻碍。之所以存在这样的状况，是因为小组工

作本身存在一定的不足，同时合肥市关于自闭症儿童的相关开放较

少，缺少了本土实践经验的积累和指导。而且单一的小组调查不能

够更加全面的去深入了解和解决相关问题，怎么样使得大众去更加

关注这一群体也值得深入思考。在改变或解决合肥市自闭症儿童的

一些问题上，需要各方齐心协力，寻找自身优势，合作协调发展。

本研究旨在通过调查分析了解合肥市自闭症儿童的生存现状和相

关需求，来探讨合肥市自闭症儿童未来的进一步发展，从而为政府、

家庭、学校社会机构和社区提供相关建议，为自闭症儿童建立起更

好的生活教育学习环境。在此方面，还需后续研究者的不断补充和

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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