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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康复空间规划的设计与研究 
◆唐盛伦 

（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自闭症儿童康复空间是为自闭症儿童提供生活教育与治疗训练的

康复场所。近几年，众多相关研究者已关注到该领域的设计，但其空间

规划与布局设计仍未做到针对性与创新性。本文将针对自闭症儿童的心

理特征，提出自闭症儿童康复空间的设计策略，为自闭症儿童营造出一

个舒适、健康、助益的康复环境，同时希望对未来该领域设计研究提供

出多元的理论依据和设计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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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闭症儿童的相关概念与背景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产生于儿童初期的一种包含感知觉、

情感、语言、思维、动作和行为等多方面的发育障碍，也是广泛
发育障碍中 为常见和典型的一种。1943 年，自闭症由美国的
Kanner 专家提出并描述了这个类患者的特征如下：与他人的情感
接触严重缺乏；怪异刻板的动作行为、重复性的仪式性行为；缄
默、语言沟通严重不足；高水平的视觉，在空间记忆或机械记忆
能力方面常高于普通人。随着社会发展，呈现出越来越高的趋势。
自我刺激过激、自我伤害、刻板等行为是自闭症儿童 常见的行
为。 

据统计，我国自闭症儿童数量已超过 200 万，并以每年近
20 万的速度增长，在这个庞大的数量中，仅有不到 5%的患儿接
受了康复治疗，众多康复机构中，约 80%为民办机构，其康复环
境、康复服务及康复设备面临着种种考验。近十年来，社会各界
对自闭症儿童康复环境有所重视，笔者也将结合所学专业，从康
复空间的布局与规划着手，提出一个尊重患儿的心理与需求并助
成长、助康复的空间规划体系。 

2 自闭症儿童的心理特征分析 
其一，患儿对情绪控制具有障碍，自闭症儿童对情感难以做

出正确的表达，常常出现惶恐与焦躁的情绪。患儿的理解能力较
差，对他人的情感也无法体会，表现得很冷漠；其二，患儿具有
独处与角落心理。自闭症儿童常以自我为中心，难以被介入其他
的规范与准则，他们具有一定的模仿力，但经常错误的运用，阻
碍自身的社会性发展；其三，自闭症儿童患有语言交流障碍，在
沟通能力方面，他们很难表达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而且言语运用
不当，长期如此也导致了患儿不主动、不喜欢与其他人交流，
终失去了沟通与社交能力；其四，自闭症儿童具有同一性和刻板
性，患儿对生活环境与生活规律具有依赖性，他们认为一成不变
就是安全感，他们反感变化，一旦发生变化会引起暴躁与焦虑的
情绪。 

自闭症儿童的部分心理异常特征导致了患儿出现妨碍性行
为，异常的情绪可能使患儿出现自伤及破坏性的过激行为；刻板
性心理会使患儿出现多动、兴趣狭窄等异常行为；长期具有同一
性心理会使患儿缺乏社会融入性，也将导致患儿生活自理能力较
差，认知能力不足；患儿经常以自我为中心，会使自闭孤僻的性
格放大， 终将使沟通与社交障碍严重化。 

3 自闭症儿童康复空间规划的设计策略 
3.1 主题性规划设计 
空间环境的规划也是对自闭症儿童教育的一部分，将教育纳

入环境规划中，可以更好的达到康复目标。空间规划应与教学主
题相匹配，保证环境规划创设的条理性，与教学内容的一致性，
达到教学目标。康复空间是自闭症儿童的天地，患儿喜欢一成不
变但对其社会性发展会造成障碍，这里要提出“大环境不变，小
部分改动”的规划策略。 

空间规划应具备归属感与社会融入感，设计过程中可纳入部
分自然元素与户外元素，例如:在以“秋天”为主题的教学活动
中，老师可以根据教案带患儿们一起布置一下自然角，把秋天的
特征布置在自然角内，落叶、果实、树枝等，营造一个温馨的“收
获乐园”；教室内也可添加一些秋天的色彩，让患儿对秋天的概

念有所了解。此时，教学内容与空间规划完美融合，患儿可通过
课堂活动及环境对课程有所认知，并对外界的环境有了初步了的
了解。 

3.2 围合性规划设计 
自闭症儿童通常具有角落心理，由于他们性格孤僻、以自我

为中心，喜欢将自己身处角落中活动来增加安全感与依托感。自
闭症儿童康复空间规划应具备围合性，可在空间中提供出半封闭
式独处角落或亲子交流空间，处于围合性空间中可以消除患儿内
心的恐惧与焦虑，提高情绪稳定性。 

在康复空间内部，可通过移动桌椅等设施来搭建围合空间。
在课下时间里，教师或家长将座椅半围合的摆放在室内角落，患
儿可以借此拥有独处的时光，消化课堂学习内容，提高自身认知，
围合性空间的干扰性较小，能够增加患儿学习的专注力；如果在
课堂中突发特殊情况引起患儿出现不稳定情绪，也可运用此空间
调整自己的心态。在活动空间中提供亲子交流空间，设置弧形或
半圆形半包裹的桌椅设施或者半封闭的隔断，在此空间中，亲子
之间的活动将不受干扰，可进行互动性的游戏与学习，提升亲子
之间的情感与熟悉度。 

3.3 共享性规划设计 
共享性规划是在室内活动场地中纳入多样功能区域，满足患

儿在空间内可根据自身的喜好进行不同种类的游戏与活动，该空
间内可增设交流区、沙盘区、涂鸦区、游戏区、阅览区、互动区
等，且每个区域呈半封闭，由于自闭症儿童具有兴趣狭窄、交流
障碍的特性，空间的功能多样化有助于改善患儿的异常特性。 

共享性规划具有互动交流的功能，患儿们可一同进行同一项
游戏活动，在此过程中，增加同伴间交流与沟通的机会，提高语
言交往、情感交流与共同合作的能力；共享性规划具有的促进活
动与扩大爱好的功能，空间内的多种游戏活动区域会激发患儿的
好奇心，从而对其增加活动兴趣并积极的认知事物；共享性规划
能够激发患儿学习活动的积极性，并能够从中发掘出特殊性天
赋。 

3.4 自主性规划设计 
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提高自闭症儿童的学习积极性。例如，空

间中布置小汽车、红绿灯、斑马线等交通场景，让孩子在游戏疗
法中懂得遵守交通规则，培养儿童的安全意识；空间中设置生活
体验区、农场体验区、四大发明区、戏曲大舞台区等，并在体验
环节中运用具体事物，配合情景教学方式建构自闭症儿童的知识
体系，塑造儿童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空间中设置儿童职业体
验区，模拟现实社会中的各种职业的工作场景，倡导以儿童为主
体、家长为客体的体验理念，家长和儿童在互动中共同完成职业
体验，让孩子体验不同职业的主要职责，不仅能够增进家长和儿
童之间的交流和互动，还能够不断地激励自闭症儿童主动参与，
不断挑战自我，在鼓励中保持旺盛持久的学习动力。 

4 结语 
自闭症儿童是具有特殊性的弱势群体，其康复空间规划设计

不同于一般空间规划设计，设计时应以人为本，更多的考虑到该
群体特殊性。本文通过对自闭症儿童心理特征的研究与分析，探
索出自闭症儿童康复空间规划的设计策略，并从主题性、围合性、
共享性与自主性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阐述。希望本文的理论研究对
相关领域有一定的参考应用价值，同时呼吁人们对此类群体拥有
理解和关爱的心态并接纳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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