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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优势智能干预自闭症情绪问题
李佳佳

江苏省江阴市特殊教育中心校　江苏　江阴　214400

摘要：自闭症儿童虽然存在不同的障碍和行为异常，但不能否认他们具有某种潜能。在有严重情绪行为的自闭症儿童身上，

如果一味地对其进行缺陷补偿，那么反而会激起该学生的畏难情绪和对抗反应。本案中教师把缺陷补偿转变为扬长补短，利

用优势智能开发适合学生的个别化课程，满足自闭症儿童的心理需求，对其情绪行为异常进行辅助矫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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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孩子，情绪成谜

幼儿时期小徐接受过一些行为干预，但症状仍非常明显：

缺乏安全感、情绪不稳定、挑食、躲避人群、不与他人对视，

躲避视线接触、刻板行为。学龄后收入我校，刚入学就发生

了剧烈的反抗：大声喊叫，情绪激烈，而且短时间内无法恢

复平静，每天早晨抗拒入校，但又表现的特别需要安慰，在

情绪不佳的时候喜欢把头靠在他人身上，需要别人轻拍后背，

表现出对他人关爱的需求。

上述情况发生之后，我们联合任课老师多多留意这个小

孩，大家都发现，他平时心情好的时候，嘴里会一直不停的

说比较悲观的话，比如：生病了，发烧了；流血了；还模仿

电视里面的一些哭腔，综合来说，都是一些情绪比较负面

的话。

偶获密码，破译情绪谜团

通过观察，还发现小徐不爱运动，对游戏不感兴趣、不

爱零食、不爱看电视、不爱玩玩具。各种强化物均宣告失败，

小徐真是给老师们出了难题！正当大家都苦无对策时，他妈

妈无意中说起他手比较巧，喜欢剪剪、画画。于是，马上试

一试！我在白纸上画了一只小刺猬，画的比较小，上面还有

好多小刺，拿了一把剪刀给他，他立刻安静地坐在一旁剪了

起来，剪得很认真，一根根小刺都能剪出来。

我发现他剪纸的时候特别专注，很安静，剪完之后他非

常开心。也许这是解开他情绪行为问题的一个重要密码？于

是，我想抓住他这一优势，慢慢改善他不良的情绪行为。

根据小徐的能力情况和评估结果，为他制定了一个学习

剪纸的个别训练计划。该计划的长期目标是：借助现有的剪

纸工具，把图案剪下来，会折纸、抠图等简单手法，最后形

成作品集或者作品展；在情绪控制方面能明白乱发脾气是错

误的，并能通过兴趣爱好来缓解或者调节不良情绪。具体分

为三个短期目标：一是搜集一些旧图册，选择喜欢的图案，

把它剪下来，同时开始能适应学校的学习生活；二是用儿童

剪纸材料，剪出相对简单的图案，剪完之后知道整理工具，

并把剪下的图案放在指定地方，同时能逐渐减少发脾气的次

数。三是剪出相对难度较高的图案，学会抠图，能看懂图案

上折纸的线条，同时能保持稳定的情绪。

1. 剪纸过程悉心引导，潜移默化中见起色

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我搜集了一些废弃的绘本、图册，

并且每天早晨给他打“预防针”：今天小徐可以乖乖的在学校

上课，不发脾气我们就可以剪纸。如果表现好了就给他一本

图画册，让他把喜欢的图画剪下来。剪完还要试着跟他聊天：

小徐，你想剪纸吗？小徐，你想剪哪里的图片？小徐，你剪

下来的是什么？……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得到一个很大的

惊喜：

【例一】“* 老师，* 老师，* 老师……”

入学两个多月了，我给他找来很多废弃的彩色杂志，在

他情绪不稳的时候鼓励他剪剪自己喜欢的图案。起初，我是

直接把材料交到他手中的，后来，我渐渐地培养他主动交流

的能力：“小徐，你想不想剪纸呢？快来拿材料吧。”起先是

默不作声，于是，我试着引导他：“说：老师，我要剪刀。”

他也跟着我学说，慢慢的他能主动要求了。经过一段时间的

相处，他对我越来越熟悉，有一天，他很开心的一直叫我：

“* 老师，* 老师，* 老师……”眼神能和我对视，表情放松、

自然，就像个正常的调皮小孩。

小徐虽然入学后每天都哭闹不停，但我们没有放弃对他

的教育。一直以来都在寻找突破点，为他营造宽松的氛围。

自从摸清了他的爱好之后，我们就抓住并放大他的闪光点，

让他有事可做，跟他说说话，引导他参与集体活动，当情绪

波动较大的时候，就轻拍他，安抚他，等他稍微平静之后就

跟他说：小徐表现好了，我们就来剪纸吧。我下意识地把

“表现好”、“不发脾气”和“剪纸”放在一句话中，让他潜移

默化地把情绪和剪纸结合起来，用剪纸的方式来奖励他自己

稳定情绪。并在同学面前夸奖他，给他一些奖励，每次表扬

他的时候，他总表现得很得意，眉眼间露出的喜色让他慢慢

的打开心扉，接受老师、接受同学、接受周围的环境。

2. 剪纸材料专人专用，习惯养成中见提升

为了达到第二个目标，我在某网站搜到一些适合幼儿年

龄段孩子使用的剪纸材料，里面有植物、交通工具、家具、

动物等，这些符合低年龄段孩子的喜好特征。买回来之后，

小徐特别喜欢，每次剪下图案之后，还把上面的文字也剪下

来，还要认一认上面的字。慢慢的他养成了每天剪纸的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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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也形成了整理材料的习惯，同时和老师的关系也亲近多

了，某天我记录到这个情节：

【例二】“搬着椅子来剪纸”

从 2017 年 9 月又是一年开学时，小徐发脾气的程度虽然

没有以前厉害，还是免不了每天哭一下。这学期我从网上买

来了一些儿童剪纸材料，他比较喜欢。每次都是他自己选择

喜欢的图案来剪，剪完之后还要拿给我看，结束后自己收拾

整理工具。有的时候他把剪的图案一个个排放在课桌上，自

己欣赏，越看越开心，于是我帮他整理、粘贴成一本本的作

品集。自从有了这些小成就之后，他天天都盼望着能剪纸，

慢慢的形成规律之后，某一天，午休铃声刚结束，他就搬着

椅子，拿好剪纸材料，主动对我说：“* 老师，我要剪纸。”

自从方案实施以来，他发脾气的次数越来越少，但这个

过程比较长，因为情

绪控制对自闭症孩子来说是个普遍难题。但是即使发脾

气也不像以往那种大喊大叫的激烈对抗，打扰他人的次数明

显减少，在集体活动中能懂得遵守规则，每当剪纸作品得到

了老师的肯定和表扬，增强了自信心，激发了他的荣誉感。

主动语言的发生是一个“质”的飞跃，对他来说躲避和独处

是常态，剪纸变成了一个“诱导剂”，引领他主动与他人接

触。自从开始剪纸之后他的主动语言越来越多，在语言表达

能力、整理能力、手部精细动作、手指的灵活性都有明显

提高。

3. 剪纸难度调整，自我突破中见成效

在第二个目标实施的时间比较长，由于生理和心理的限

制，或者外界、天气、生活状态都能影响他，在情绪控制方

面也是进步较慢的。一开始觉得第三个目标会有困难，因为

小徐毕竟和正常小孩有一定区别，智力上存在明显障碍，加

上自闭，沟通比较困难。剪纸又是精细活，如果仍然停留在

目标二的水平上，小徐已经出现不满足的状态，有时他就会

胡乱剪很多，或者干脆马上剪完就玩去了，起不到理想中的

作用。

所以为了实现第三个目标，我慢慢给他加大难度，首先

给他准备难度高一点的材料，第一步教他折，有的三折，有

的四折，慢慢的他学会了复杂剪纸中的折纸；然后教他抠图，

也就是雕刻镂空的图案，因为工具存在一定安全隐患，改用

剪刀抠图，没想到他剪刀也能做的很好。渐渐地，他越来越

得心应手，甚至完成了一组窗花图案，在迎新年活动中为班

级的环境布置增添了不一样的光彩！

随着剪纸难度提高，情绪问题也出现了突破性的进展，

这段时间他情绪控制的越来越稳定了，因为他要花费一些精

力和时间都放在比较有难度的剪纸上，专注于剪纸中。所以，

要对自闭症孩子的成长给予一定的期待和鼓励，有时看似难

以完成的高度，在师生合作、家长助力的合力下，慢慢的进

步。同时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环境的适应，他慢慢懂得，也感

受到老师对他的关爱，在学校越来越有安全感，下面是我记

录到的一个片段：

【例三】“不要哭了。”

今年入学，新转来一名学生，由于环境的陌生，刚刚来

的几天，该新生到了下午，想妈妈了，也哭了起来。以往小

徐看见别人哭，他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也会跟着哭的。但

是，这次却一反常态，第一天下午他听见他哭就看了他几眼，

并没有受到影响。第二天下午，他正在剪纸，那位新生又哭

了起来，小徐听见哭声，他转过去跟他说了好几声：“不要哭

了。”“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从例子上看出小徐对“哭闹”已经产生内省自知，明白

这是一种不好的行为，此后的学习生活也确实进步很大，虽

然偶有小情绪，但能很快调整。现在多数时间能稳定情绪，

起码上课的时候不发脾气，能写写作业，回答问题，认识了

好多汉字，也学会了简单的加减法。所以只有适应了学校环

境，适应了老师，调整好恰当的情绪，才能进行后续教育，

进入学习状态，在学习上有所得。

经过三个阶段的训练，小徐在剪纸能力方面取得了突破

性的进步，为班级布置了窗花，整理出了作品集，他的两个

作品在校报上刊登，剪纸能力在智障孩子中已经很厉害了。

剪纸激发了小徐学习的乐趣，增强了他的自信心。他现在能

认真、独立的完成剪纸，对外界的干扰能经得起考验。

巧手出彩，稳定情绪促进融入：

本案源于多元智能理论的启发，运用潜能开发，挖掘到

自闭症学生的兴趣特长，开发适合他的个别化课程，在日常

教学中慢慢的培养他的兴趣，让他有事可做，对他进行鼓励，

慢慢的缓解他的情绪问题，并且让他对老师放下警戒心理，

接受老师和同学，获得安全感。在训练中逐步让他学会自我

调节，自我控制，逐渐稳定他的情绪，让他适应学校的学习

生活，融入到日常学习中。

随着中重度弱智儿童及多重障碍儿童的入学，我们所面

临的将是所有障碍儿童在同一教学环境中学习的状况，他们

往往会互相影响，尤其是自闭症儿童会受到干扰，也会去干

扰他人，如果不寻找解决方案，长此以往，教师上课效果低

下，学生难以适应学校环境，老师工作压力会加大，身心疲

惫，对学生和教学工作都是不利的。如果抓住学生智能因素

中的强项，根据学生特点形成个别化教学，将有利于帮助他

们在能力局限的情况下获得提升，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

一个尽可能合适的学习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