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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培养策略探究
蒋旭旦

浙江康复医疗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52

摘　要：提高自闭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的训练活动应该持之以恒、见缝插针地贯穿在孩子的日常学习与生活中。作为教师，在

日常教育教学中要善于分析把握学生的个体差异，有的放矢地采取适合孩子的训练方式，逐步提高他们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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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患有这种疾病的儿童往往具有语言

表达方面的障碍，同时伴有兴趣狭窄和刻板重复等行为。这

部分孩子的眼神经常躲躲闪闪，拒绝与交谈者的目光对视，

在与人沟通交流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提高自闭症儿童的

语言表达能力，促使其学会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意愿、能够与

人进行基本的交流是他们能够融入正常社会的条件和保障。

一、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主要的表现

（一）语言迟缓

自闭症儿童相比于正常儿童，在语言发展上表现出很明

显的迟缓，有时只会发出“啊啊”的声音；说话缺乏连贯性，

通常只会说单词或单字，比如看到自己喜欢的糖，其大多会

说“糖”或者“吃糖”这类不完整的表述；语言常常会重复，

教师在讲到某一特定物品时，自闭症儿童会反复重复词语，

即使教师已经转移了物件，其也会一直重复该词语，还有出

现随口即兴说，想到什么就重复什么。

（二）语音异常

部分自闭症儿童在说话时，在重音、声调方面很容易出

现问题，导致自闭症儿童在说话时不知道如何判断重音、轻

音，所以有时候会出现在说话时，轻重不分，让人听起来觉

得非常奇怪。

（三）句子关系理不清

很多自闭症儿童在说话时分不清人称代词，在与人对话

时常常出现“你、我、他”的混淆。如问道“你叫什么？”

自闭症儿童则会回答“你叫 xxx”再比如问到“这是谁的

书”，自闭症儿童则说“xxx 的”。此外，就是句子的肯定与

否定分不清。当自闭症儿童想要表达肯定意思时，口中往往

是说出否定的意思，相反用肯定却表达否定。

（四）语言缺乏感情色彩

自闭症儿童所表达的意思只是单纯的叙述语言，缺乏情

感色彩，也就是机械式简短的回答问题，不会主动与人对话，

有时甚至心不在焉，缺乏情感的交流。

二、自闭症儿童语言训练的重要性

文字本身就是思想的物质外壳，积极地进行语言训练，

能不断地提高儿童的表达能力和交流意识，促进儿童全面发

展。但对于自闭症儿童这一特殊群体而言，他们的语言发展

速度较慢，不仅理解能力较弱，而且难以表达自己的需求和

想法，不愿意主动与他人沟通，因而难以融入社会群体，难

以实现良好的成长和发展。因此，在语言教学的实际发展中，

教师要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能力，大力开展相应的语言训练，

以提高自闭症儿童的语言运用和交际能力。

三、自闭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培养策略

（一）身体方面的训练

1. 感觉统合训练

感觉统合训练主要有体觉、触觉以及平衡方面的训练。

一方面是提高自闭症儿童身体运动技能以及身体素质；另一

方面是帮助自闭症儿童更好的感知，提高认知、理解能力，

从而帮助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得到改善，同时也可以提高自

闭症儿童呼吸肌的力量，促使其语言能力得到良好发展。其

中在体觉训练上，可以带领自闭症儿童做一些体操，通过肢

体动作提高自闭症儿童感知。触觉则可以利用大龙球，而平衡

训练则可以通过双手拍球动作进行训练。这些有利于锻炼学生

大脑，提高认知理解能力，有助于提高自闭症儿童语言学习。

2. 气息训练

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发展障碍与不会运用气息也有一定关

系，所以训练自闭症儿童练习气息转换，可以有效帮助其发

音。首先是吸的练习，如教师可以利用圆唇、舌头后缩等帮

助自闭症儿童锻炼面部肌肉，增强灵活性，同时，也借用吸

管辅助练习，利用吸管的长度、弯曲度随时调整自闭症儿童

训练难度。其次，是吹的训练，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吹长笛、

吹小口琴、吹小喇叭等，根据儿童的能力选择合适的教具，

既要避免太容易而达不到训练的目的，也要避免太难而带给

儿童挫败感。

3. 舌头训练

对于舌头的训练，教师可以利用按摩棒、舌头训练器以

及压舌板等辅助练习，也可以教会学生口舌操，进一步锻炼

自闭症儿童舌头的灵活性。另外，教师也可以利用自闭症儿

童喜欢物品训练，如利用儿童喜欢的棒棒糖等，将其涂抹在

儿童的口腔周围或者嘴唇某个部位，引导自闭症儿童用舌头

去舔，可以很好地锻炼儿童有目的进行舌头训练。

（二）语言训练教学法

1. 回合式教学法

回合式教学法，也称作分解式操作教学法。简单说，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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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目标分解成具体的小目标，将小目标完成后，也就实现

了大目标的学习。教师向自闭症儿童布置任务，此时观察儿

童的反应，并及时对儿童的反应进行反馈，稍等片刻后进行

下一回合的教学，当儿童在具体操作时出现问题时，教师应

当及时帮助儿童。此外，在使用回合式教学法过程中，教师

采取激励措施，对表现好的儿童做出奖励，增强儿童自信心，

提高儿童的团结合作意识。

2. 自然教学法

自然教学法相比于回合式教学法，能够更好的促使自闭

症儿童将学习到的行为运用到生活实际中，这也正是训练自

闭症儿童的主要目的，提高自闭症儿童语言运用能力，提高

生活质量。这就需要教师将训练融合到自闭症儿童生活中，

特别是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应当在日常中训练儿童。如在日

常生活中，家长可以根据儿童语言习惯，逐步引导其学会正

确的表达方式，儿童说“糖，糖，糖”，家长则引导他说“吃

糖”和“我要吃糖”，通过不断练习，儿童能够学会了“我

要……”这个句型表达。

（三）契合自闭症儿童自身特点

教师要善于找准学生的兴趣点，激发自闭症儿童语言表

达的潜能。比如自闭症儿童小凯，刚开始总是把头扭向一边，

任老师怎么说，都不正眼看老师，更不会开口跟老师说话。

我经过对他的日常观察以及与其家长的沟通了解，得知他非

常喜欢吃蛋黄派，于是就从蛋黄派入手，跟他反复地聊与蛋

黄派有关的话题，问平时谁给他买蛋黄派、他最喜欢吃什么

口味等等，慢慢地，他开始放下戒备心理，能够做到在跟老

师说话时眼睛看着老师了，看到他有了积极的反应，我就用

蛋黄派做奖励，进一步与他交流，激发他主动开口。经过多

次训练，他已经能够用简单的应答来回应别人的询问，见到

老师知道主动问好，在语言交流方面有了明显的进步。

（四）激发自闭症儿童自信心

在自闭症儿童的语言交流训练活动中，老师要仔细观察

孩子的表现，及时捕捉孩子想表达的意愿并认真倾听孩子的

表达。实际训练过程中，自闭症儿童可能会说出一些让老师

感觉“意外惊喜”的话语，老师可以顺着孩子的话语再继续

询问一些开放性的问题，由此进一步引导、发展孩子的口头

表达能力。当孩子遇到表达上的困难时老师要及时伸出“援

手”，适当降低难度，最大程度上减轻孩子的失败感，尽可能

地让孩子从训练中获得成功感，从而激发他们的自信心，能

够更加积极地投入到下一步的训练中。

（五）设计合适的游戏

教师还可以设计适合自闭症儿童的游戏，吸引自闭症儿

童全身心参与其中，从而发展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教师要

根据孩子的年龄、兴趣特点设计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场景，让

自闭症儿童通过模仿、扮演角色，慢慢开口同其他的参与者

交流。在组织游戏的过程中，老师一定要用最容易理解的语

言表达指令，用简单明了、通俗易懂的词语和句子让孩子记

住所要表达的信息。针对语言理解能力特别薄弱的儿童，可

以使用单个的词语来标记他感兴趣的物品或动作；对于能力

稍微强些的孩子，可以用简短的句子跟他们交流，切忌使用

难理解的、复杂的句子；同时老师可以适当放缓语速，给自

闭症儿童留出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他所听到的信息。当然，老

师还可以将表达主要意思的词语用重音做强调，以此吸引孩

子的注意力。

（六）保持耐心和爱心

在对自闭症儿童的语言沟通训练和能力培养过程中，可

以先不用刻意去纠正他们的发音。只要能听懂了孩子表达的

意思就要及时表扬，要注意保护好他们主动开口交流的积极

性。自闭症儿童的情感反应普遍较慢，且情绪容易反复，对

待这些孩子需要有十足的爱心和耐心。对这些孩子毫不嫌弃、

全心接纳的爱是开展教育康复工作的前提。只有让孩子消除

了对老师的陌生感和排斥感，才能真正让他们从心底里亲近

老师和依恋老师，从而慢慢开口与老师交流。同时老师还需

要及时地寻找训练点和突破点，采取适合孩子的康复训练方

法，只有将这些措施灵活结合起来，孩子才能一点点地打开

封闭的心门。

四、结语

总之，我们要充分尊重这些孩子，理解并接纳他们在学

习、认知、交流上的困难，针对他们的个体情况给予更多的

指导和陪伴，设计更多适合他们的语言交际活动，不让这些

“星星的孩子”越长大越孤单，引导他们慢慢开口，逐步建立

与人沟通交往的能力，从而真正适应社会、融入社会。

参考文献：

［1］贺晓旭、于妍，《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类型及训练策

略分析》；《绥化学院学报》，2018 年第 4 期。

［2］戚耀月、谭丽金、杨馥榕，《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及

其教育训练对策》；《医药前沿》，2017 年第 16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