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88 Vol. 4 No. 21 2022育人不倦

片段式角色游戏提升孤独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的实践研究
张小莉　成　一

（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湖南 长沙 410300）

摘要：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对于孤独症儿童的关注度不断提升，其教育问题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其中，语言沟通能力不足是孤独症

儿童的一大特征，它会在很大程度上给教师、家长带来困扰，这也是我们应积极探寻培养孤独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的一大原因。结合当前

的游戏教学理论框架，我们可以尝试将片段式角色游戏引入到孤独症儿童语言能力沟通能力培养中，以此助力孤独症儿童的语言表达水平

进一步提升。鉴于此，本文将针对片段式角色游戏在孤独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培养中的实践展开分析，并提出一些策略，仅供各位同仁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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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人们沟通信息、交流情感的基础，在语言这一载体下，

人们能够更为高效地互相理解，让自己更好地了解他人想法、分

享自己见解，这也是人们取得进步的一大核心要素。但是，孤独

症儿童缺乏相应的语言沟通能力，他们常会自创出一些非常规词

汇，或者难以找到和现有情境对应的词语。比如，孤独症儿童常

会利用怪异的声音来表达自身情感、想法，这样就导致其很难正

常与他人展开交流，这种语言沟通能力的缺失为家长、教师带来

了极大困扰，它也逐渐成为了特殊教育活动中的一个新课题。

孤独症儿童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更习惯

于利用碎片化的方式来记忆、处理信息，对于周围的事物、人与

人之间的关系缺乏合理分析、整理、归纳的能力。教师在开展育

人工作时，要重视对不同儿童差异的分析，结合其实际需求和特点，

帮助其形成更好的语言沟通鞥能力。本文通过研究片段式角色游

戏在孤独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培养中的应用，能够大幅提升孤独

症儿童的语言沟通能力，这对提升育人效果意义重大。

一、研究方法

（一）文献研究法

在本文的研究过程中，首先在知网、万方、维普等专业学术

网站进行了搜索，搜集和片段式角色游戏、孤独症儿童、语言沟

通能力等相关研究文献，总结出优秀成果，促进本课题研究进程。

（二）问卷调查法

本课题是面向孤独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培养的研究，希望借

由分析孤独症儿童的语言沟通能力现状，为当前的教学困境寻找

到新的出路，切实提升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孤独症儿童的语言沟通

能力水平。例如，本研究在孤独症儿童之间发放问卷，了解他们

对教师管理、教学的评价，对教学过程的理解等。

（三）行动研究法

教师依据课题研究的不同进程，需要分层次地解决具体问题，

在课题的研究中，通过课题研究者不断学习、探讨或请教相关专

家等方式，不断纠正研究中的错误。

二、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参照如下标准：

1. 生理年龄 3-6 岁的孤独症儿童。2. 患有语言沟通障碍或者

语言发育迟缓的儿童。3. 有一定声母或者韵母发声基础的儿童。

比如，可以说出单字、单词、叠音。4. 征得家长同意的儿童。结

合上述标准，最终有 4 名儿童参与本次研究实验，其具体情况如下：

嘟嘟：男，孤儿症，中班 4 岁。能听基本指令，但是经常出

现无功能性的口语、自言自语等情况；口语发音大多是单字、叠音；

在要求没有得到满足时，情绪起伏很大。

点点：男，孤儿症，中班 4 岁。能听懂并执行基本的一步指令；

会用简单的口语提要求；非语言沟通理解和表达能力欠佳；沟通

需要大量提示。

小明：男，孤儿症，大班 5 岁。口语表达清楚，生活中会提

出个人要求、寻求他人的帮助；没有主动的发起式沟通行为；不

会主动观察他人行为；不会主动加入社交游戏。

小军：男，孤儿症，大班 5 岁半。能较好地表达自己需求；

有简单的回应性对话行为；喜欢参与游戏，但不能较好地遵守游

戏规则；能听懂简单的二步动作指令并执行；语言理解尚可，但

语言语句的组织和应用总是需要很多提示或示范；在语言学习中，

经常会出现逃避行为。

表一：研究对象语言与沟通能力基本信息

班级 姓名 年龄 听者反应 沟通方式 沟通功能

中班
嘟嘟 49 月 VB-MAPP 评分：6 分 少量肢体动作和口语 要求强化物、表示拒绝

点点 51 月 VB-MAPP 评分：6.5 分 少量口语（单词、叠词） 要求强化物、帮助

大班
小明 62 月 VB-MAPP 评分：7.5 分 口语 要求强化物、帮助

小军 64 月 VB-MAPP 评分：9 分 少量肢体动作和口语 要求强化物、引发关注

三、研究工具

在开展本次研究时，所用到的主要研究工具有《孤独症儿童

语言沟通行为调查问卷》《片段式角色游戏教学效果观察记录表》

和《沟通目标泛化教学——家庭检测表》。

利用《孤独症儿童语言沟通行为调查问卷》这一工具能够帮助

教师更好地了解孤独症儿童在日常生活、学习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对于后期的整理、分析、归纳等工作的开展有极大助力作用。这一

调查问卷主要分为家长版、教师版两种，他们可以从生活、学习两

个维度对孤独症儿童展开调查，以此更好地了解环境对于孤独症儿

童语言沟通能力发展的影响，帮助教师更好地找到孤独症儿童出现

语言沟通能力不足的原因，对后续教学优化及目标设定提供指引。

《片段式角色游戏教学效果观察记录表》是开展本次研究工作的核

心内容，通过对孤独症儿童在片段式角色游戏中的表现展开合理观

察、记录、分析，能够大幅提升教师对孤独症儿童的了解深度，这

对其后续展开更高水平的沟通能力培养工作有极大助力作用。

在实施本研究的过程中，家长应紧跟教学步骤，要结合教师

制定的家长康复目标完善自身的家庭教育行为，并利用《沟通目

标泛化教学——家庭检测表》展开合理检测。通过结合不同的检

测目标分析，能够帮助家长更好地找到培养孤独症儿童语言沟通

能力的措施，更为高效地发挥自身在孤独症儿童教育中的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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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片段式角色游戏教学效果得到进一步提升。

四、研究过程

（一）研究路线

本实验有较为清晰的研究路线和框架，可以保证各阶段研究

的顺利进行。简单来说，主要的研究路线为：确定研究对象——

明确研究主题——布置主题场景——明确角色目标与内容——实

施教学——展开反思。具体的路线如图一。

       

图一：研究路线图

图二：《理发店》角色游戏教学过程

（二）片段式角色游戏教学的研究要素及关系分析

在确定片段式角色游戏主题后，我们可以展开片段式的教学

研究。简单来说，每个角色游戏的主题可以分为如下四个片段的

研究内容：理解环境、情景体验、角色扮演、维持谈话。以《理

发店》角色游戏主题为例：《理发店》这一角色游戏的主要教学

过程可以分为四个片段，如图二。结合不同片段，教师可以设定

相应的语言沟通能力培养目标，其中可以包括名词理解、简单句

表达、动词理解等内容。通过搜集不同片段的沟通数据，我们可

以更好地优化片段式角色游戏的主题。

（三）研究程序

1. 基线期阶段。在基线期阶段，教师不需要对孤独症儿童做

出过多干预，在明确一个日常角色游戏主题后，我们只需准确记

录孤独症儿童在片段角色游戏中的表现即可，并尽可能地多收集

一些数据，而后以此为基准展开数据评估。在本次教学中，主要

培训了两名观察者、两名干预者。观察者需要对干预者的各类数

据展开评估，并保证其操作步骤准确。以下的程度案例以中班、

大班的四名儿童作为研究对象，以《理发店》这一角色游戏为研

究主题，数据收集的时间为 2 天，每次收集的数据时长为 30 分钟，

将在 2 次主题角色游戏中展开数据收集。

2. 干预期阶段。在此阶段，教师可以对参与角色游戏的孤独症

儿童展开适当干预。每个片段可以设计不同的语言沟通能力培养目

标，主要包括长短句、疑问句、动词、名词、多回合谈话等活动内容。

在片段学习中，每天的学习时长为 30 分钟，每个片段的学习周期

为 6 天，在此过程中，教师应做好相应的数据收集、整理活动。

3. 维持期阶段。在维持期阶段，家长和教师的培养目标应保

持一致，教师应每周展开一次目标进度和对，以此保证实验过程

与计划的相符。在教学结束后的一周内为维持期，在这一阶段，

教师和家长不需要对孩子展开任何干预，并以此观察孤独症儿童

的维持效果。表二是片段式角色游戏《理发店》的沟通目标：

表二：《理发店》片段式角色游戏沟通目标

角色片段 语言沟通目标 功能 教学策略

片段 1
理解环境

理解或命名：吹风机、假发、热水器、围篼、剪刀、剃刀、洗发水、精油、发夹、躺椅、
镜子、烫发器、收银台、灯箱、毛巾、理发师、洗发师、造型师、烫发师、顾客。        
表达句型：这里有 XX 有 XX 还有 XX。这是 XX。这不是 xx。

表示肯定或否定 提示示范 - 提示
社会性强化

片段 2
情境体验

理解或命名动词：抹躺椅、抹躺椅、夹夹子、剪头发、吹头发、戴眼镜、穿围篼、
插工具、挂毛巾、喷发胶。    表达句型：他在 XX。我想要 XX。先 XX 再 XX。

表达肯定或否定、表
达喜好

提示示范 - 提示
自然强化

片段 3
情境体验

理解或命名：你、我、他
表达句型：你好！谢谢！可以吗？好不好？请到这边 XX ！你想要哪个？好看 / 不
好看。这个 / 那个！

表达拒绝表达发起性
关注表示回应

提示示范 - 提示
自然强化

片段 4
情境体验

表达时间短句：刚才 XX“明天 XX，今天 XX”
维持回应性谈话：谁？在哪里？做什么 ? 为什么？你感觉怎么样？

表达回应 表达自我评
介表达对他人的意见

提示示范 - 提示
代币系统

五、结果与分析

针对被试儿童的基线期、干预期和维持期目标及学习情况展

开分析，我们可以结合相应数据将孤独症儿童的表达沟通能力水

平制成如下趋势图。

图三：片段 1 理解环境变化趋势图  图四：片段 2 情境体验变化趋势图

图三是孤独症儿童在片段式角色游戏的第 1 个片段结束后，

其语言沟通能力的变化趋势。结合这一图像我们可以看到，基线

期内 4 名孩子对理发店这一环境中的事物有初步认知，中班的两

名儿童恩能够命名 1-2 件物品，大班的小军能够命名 4 件物品。

但是，在基线期内，这些儿童的语句表达能力为 0，均不能利用

完整语句表达自己想法。在干预期内，4 名儿童有了非常明显的

进步，嘟嘟的理解和命名事物得到了一定提升，点点的理解、命

名事物数量到了 11 个、小明 13 个、小军 16 个；在维持期内，目

标达成率有 1-2 个数的下降，整体态势趋于平稳。

进入片段 2 的研究阶段后，整个实验的操作性逐渐增强，几

名被试儿童的学习兴趣也有了大幅提升。在基线期，实验人员手

机的数据较为有限，嘟嘟和点点在理解和命名上有 2 个动词，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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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表达为 0，小明和小军都出现了 4 个动词命名和 1 个句型表达。

在干预期后，小明和小军的动词命名数量达到了 9 个和 10 个，句

型表达完成了既定的目标。中班的 2 名儿童的动词命名达成数在

4-5 个之间浮动，句型表达也出现了 1 个，距离预期目标 3 个还

有一些差距。维持期和干预期的数据几乎持平。

             

图五：片段 3 角色扮演变化趋势图   图六片段 4 维持谈话变化趋势

基线期，嘟嘟和点点只会用“我”第一人称回应谈话；干预

期后，能在我、他之间转换，在维持期不稳定。点点的句型有 2-3

个并较好地维持。嘟嘟出现 1-2 个句型但不稳定。基线期，小明

和小军达到命名目标，并能较好地在你、我、他之间转换维持效

果良好。干预期句型的表达小军由最初的 2 个达 7 个并较好地维持，

小明在 5-6 个浮动。

针对图六展开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基线期阶段，中班的两

名儿童不会理解和使用相应的时间短语，分值为 0 分。在进入干

预期之后，点点能够掌握 1 个时间短语的表达，在维持谈话的基

本线阶段，点点和嘟嘟的分值为 0，并咩有出现过回应性谈话的

行为；小明的时间短语表达从基线期的 1 各上升到了干预期和维

持期的 2 个，并得到了有效保持，回应性维持谈话从基线期的 2

个增长到了后来的 5 个；小军的时间短语从原来的 1 个到了后续

的 2 个，并得到了良好保持，回应性维持谈话基线期出现了 1 个，

干预期到了 3 个，维持期的进步较为明显，在 6-8 个上下浮动。

六、结论分析

针对这一研究展开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将片段式角色游戏引

入到孤独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培养中会出现如下结论：

（一）有效提升了孤独症儿童的听觉反应能力

在测试的几名儿童中，他们普遍存在听能注意力缺陷等问题。

在传统的角色游戏中，通常是儿童自行开展游戏体验与互动，教

师通常是展开观察和指导，这恰恰是孤独症儿童的核心障碍，其

学习技能的效率较为低下，从而影响他们在角色游戏中的参与效

果。在片段式角色游戏中，教师会至少设计一个片段，以此增强

儿童的听觉反应能力，为其语言沟通能力提升打下坚实基础。通

过此方式，能够让儿童在游戏中得到能力强化，让他们在丰富的

教具中形成良好兴趣，这样可以逐渐减低他们的重复性、无意识

性语言，使其能够更好地达成相应的学习目标。针对研究结果分

析我们可以发现，被试儿童干预期的听觉反应行为次数会比基线

期有明显增加，为维持期也会保持在较高的水平，这也充分体现

出了教师对孤独症儿童干预的效果。

（二）有利于增强孤独症儿童的语言沟通行为

在本次研究中，研究内容符合儿童的最近发展目标，通过开

展功能化教学的方式，能够利用某一片段对儿童展开重点干预。

比如，对于一些年龄较小的儿童，我们可以将角色游戏的片段 1

和片段 2 作为教学重点。对于中班阶段的儿童，我们可以将情景

体验作为教学重点。对于大多数的孤独症儿童来说，角色扮演是

整个游戏活动中最困难的一个环节，也是我们开展角色游戏教学

的难点。

在教学过程中，我们可以采用动作示范、口语提示等方式展

开育人活动，必要时可以利用语言与儿童展开互动沟通，帮助他

们更好地理解角色。在维持谈话阶段，我们应尽可能要求儿童表

达清楚角色游戏的内容，明确游戏时间、地点、人物、环境等因素，

以此提升他们的语言组织能力。通过一个个片段教学，能够大幅

提升孤独症儿童的命名能力、沟通能力等，对其后续发展意义重大。

（三）有利于强化孤独症儿童的词汇积累和句式应用

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若想提升自身的语言沟通能力，必须

要重视对词汇的积累，这样方可为后续与他人的沟通交流打下坚

实基础。但是，现阶段很多孤独症儿童在词汇积累过程中会遇到

很多困难，他们在理解环境、命名事物等过程中会受到较大阻碍。

因此，本研究在理解环境阶段，会重视对儿童理解、认知能力的

发展，帮助他们找到对事物命名的方法。

在这一学习过程中，教师会用到如下核心教学模式：示范、

提示、强化、设定特定语境等。在儿童掌握一定的词汇后，我们

应重视对语言应用能力的提升，帮助他们更好地将所学词汇按照

一定逻辑组合起来，从而表达出意义准确的语句，实现语言的沟

通作用。在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角色游戏中开展的句子训练对

于大班的孩子有较大促进作用，其语言结构有了明显的逻辑性。

（四）结合家庭环境，增强语言维持效果

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在于，让孤独症儿童能够掌握相应的语言

沟通能力，使其能够正常和他人展开交流。因此，我们应重视对

家庭教育的引入，这样方可实现家庭、教师双方力量的融合，提

升育人效果。首先，家长应重视对研究内容的分析，结合教师制

定的语言培训目标，创设一个优质的家庭教育环境，以此帮助儿

童更好地参与知识学习与能力培养中。在日常生活中，家长要重

视对儿童社交性语言的教授，使其能够在正确的时间点表达自己

的观点。在引导家长做好课后沟通目标的同时，我们应指导家长

更多的和儿童展开互动，让他们在一起游戏中发生更多语言交流，

以此帮助儿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沟通能力、理解能力，让他们从

父母身上感受到语言中蕴含的情感内涵，使其在家庭沟通中获得

温暖与关爱。

七、总结

综上所述，若想提升分段式角色游戏在培养孤独症儿童语言

沟通能力中的实践效果，我们可以从将角色环境共享；将不同年

龄的儿童融合等层面入手分析，以此在无形中促使分段式角色游

戏在培养孤独症儿童语言沟通能力的质量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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