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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他们只是与众不同，但绝不低人一等，越来越成为一种基本的共识和尊重。”这是美国电影《自闭历程》周静的台词，该电影的原型为患有

孤独症的美国动物科学家天宝·葛兰汀。从多年的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教学中，笔者深刻的认识到，孤独症儿童虽然活在自己的小世界中，但他们

很多拥有常人不具备的天赋，只要合理的训练教学，提供给孤独症儿童足够的爱与关注，他们就能够更好的成长。而分层教学正是笔者在爱意浓烈

的康复训练中发现的有效形式，分层教学依据孤独症儿童的差异，提供个性化的训练指导，其训练对孤独症儿童的启蒙是“独一无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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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情的人总以为孤独症儿童是完全自我封闭，然而在分层康复教

学中，常常发觉他们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康复训练虽要集体进行，但

由于儿童的内心活动不同，所应用的训练方式也需体现出差异，孤独症

儿童看待食物的角度与做事情的方式与常人有很大的差别，训练中要找

到他们的特征特点，以便于从不同的角度开展分层，满足孤独症儿童的

生理与心理诉求。 

1.教学对象分层 

孤独症儿童是训练的对象，他们的情况应作为分层的基本条件，每

一个孤独症儿童的语言、认知、运动、精细、感觉神经都不同，他们有

着不一样的自理、社会适应、沟通能力，可将孤独症儿童与普通的儿童

类比，区分他们中个体的问题，授课不宜太过急躁，可依据孤独症儿童

的言行举止，按照他们的表现去判定个体特点，经过训练中基本的语言、

认知、运动、精细、感知、社交、生活自理、注意力的记录，可初步设

定 ABC 三级，为提高分层的效率，每个层级还需要划分小组，如 A 层

孤独症儿童各方面表现可，按照儿童的优势或者兴趣划分 A 层---xx 组，

而 B 层儿童表现一般，可分别按照儿童的优势与劣势分组，如注意力集

中的开展相应小组训练，注意力不集中的另外开展吸引注意力后的小组

训练，C 层的儿童则相对能力较弱，或者无法参与、配合训练的工作，

就要针对这一批次的儿童，开展好奇心调动、兴趣激发等的导学训练。

由于训练的对象年龄小，小组划分的时候可利用儿童喜欢的动物、水果

命名，如小淘气组、小熊猫组、小草莓组，既能够充分的保护了儿童的

自尊心，又让儿童在小组划分后潜意识的形成接受训练的思维。其中要

注意，儿童的成长很快，一段时间后需要充分分组，结合儿童的优势、

劣势转变情况，训练的效果等，进行小组的调整，且新的分组应获得儿

童的认可，采取游戏等方式告知儿童分组的原因，避免儿童在分组变化

下产生情绪应激。 

2.教学目标分层 

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目标是帮助他们更好的提高语言、社会适

应、形成自理能力、具备一定的心理与生活认知，这一过程中，首先要

制定层级的目标，让孤独症儿童一层一层的进步，而不是要求他们在不

同的水平下获得同等的进步，这样是不公平的。期间可配合家长的意见，

制定分层学习目标，如手部功能的训练能够促使孤独症儿童的操作能

力、注意力、手眼配合能力、思维能力得到提高，进行沙画创作式训练

中，要求 A 层水平偏高的儿童在言语的启示、动作的演示后能够正确的

捏、捻沙子；B 层的儿童则可在辅助、引导、手势作用下完成捏、捻的

动作；C 层的儿童则不着急去做动作，可先触摸沙子，能够抓握、拿取、

撒沙子，产生兴趣，而后训练者包裹住儿童的手，掰开他们的手指，慢

慢的去捏、捻，体会动作，在分层目标设计后，还要及时的给予儿童们

强化，通过食物、玩具、活动等表扬、赞叹他们做得好、做的棒，让儿

童因为信心十足而积极参与训练学习[1-2]。 

3.教学辅助分层 

孤独症儿童与社会产生隔膜，无法接受新鲜事物的原因在于他们存

在语言、社会沟通交流障碍、智力问题、思维差异，在受到新内容、新

环境的刺激后，部分的孤独症儿童会因为不适应、恐慌、陌生产生焦躁

情绪，他们会痛哭、尖叫、逃跑甚至自我伤害，教学训练中为了避免孤

独症儿童产生自伤与伤人行为，保护他们的安全，同时让他们能够具备

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产生面对新事物后的体验感、好奇心、愉悦心理，

能够主观的面对世事变化，减轻情绪的波动。由于康复训练中家长陪同，

可整合家长的功能，让儿童在学习中有所安全感。同样是沙画的训练，

康复师分别对 A、B、C 层的家长阐述不同的要求，如对 A 层家长说，

应用两三个字的简短话语去提示儿童；对 B 层的家长说，伸出手，简单

的帮助儿童控制手指活动；对 C 层的家长说，先让儿童自己去摸索，然

后帮助他们去完成动作，无论哪个层级的教学辅助，都应有足够的耐心，

尤其要告诫家长，儿童做错是正常的表现，不可以急躁，这样会影响儿

童比他们更加急躁，反而要冷静，儿童做错或者做不到的时候，可以选

择合适的辅助方式参与教学，并及时给与强化，促使儿童积极、快乐地

参与康复训练。 

4.活动设计分层 

活动设计尤其是游戏设计，既要巩固训练的效果，又要联合多个学

科知识，促使儿童们在分层后，掌握多方面的知识技能，潜移默化的帮

助儿童提高语言、运动、精细、社交、生活自理能力，设计上可分别结

合儿童的独立处理能力、活动能力与语言理解表达能力，安排不同的游

戏内容，但游戏的主题应该相近，或者在同一个游戏中，安排不同层次

的儿童完成不同环节的任务，这样也可以让儿童都参与到相似、同样的

游戏中来，展示自己不同层级的优势，获得层次进步。如分配给 A 层的

比较复杂的、难度大的、要求高的游戏，也可以在游戏中将最难完成的

步骤分摊到 A 层，分给 B 层的难度偏低，但具有一定要求的游戏，在

环节中可提供适当的辅助，分给 C 层儿童最为简单的，一些基本的动作

游戏，让儿童不假思索的去完成，或者在家长的帮助下快速的理清逻辑

完成[3-4]。 

结束语 

集体训练活动中，孤独症儿童情况不一，分层教学模式更能在集体

教学中体现出个性、个体优势，无论分层的形式如何、目标如何，都应

关注儿童的个体发展能力、情绪变化，不同层次活动中，要及时提供帮

助与引导，促使儿童能够顺利的完成活动，能够以较为愉快的情绪参与

训练，逐渐的愿意主动训练，获得高效的训练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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