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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越来越多的自闭症学生进入普通学校,如何帮助自闭症学生在融合教育环境下进行有效

的干预就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关键反应训练作为自闭症儿童干预的重要手段之一,具有较强的实践性,

更为适合在普通学校和家庭中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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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more and more autistic students entering ordinary schools, how to effectively intervene autistic 

students in the inclusive education environment has become an urgent problem to be solv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intervention for autistic children, pivotal response treatment has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is 

more suitable for ordinary schools and famil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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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特殊需求教育大会”召开,并提出了融合教育这一

概念。融合教育指的是将特殊需要儿童和普通学生放在同一教

室一起学习,它改变了以往特殊儿童隔离的环境,要求社会和学

校为特殊需要儿童提供一个更加开放、包容和平等的环境。随

着社会的发展,融合教育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同,中国也出台

了一系列的相关政策来保障融合教育的推进。但是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也遇到了很多问题,例如：具有特殊教育专业知识的师

资不足,无障碍环境不够完善等等。其中 亟待解决的就是教师

专业知识不足,无法处理特殊学生身上发生的各类状况。 

在特殊儿童里,有一类儿童尤为特别,他们就是自闭症儿

童。自闭症儿童在社会交往、言语交流和情绪情感等方面存在

缺陷。其中,社会交往和沟通障碍是自闭症 核心的特征,具体

表现为缺乏眼神接触、缺乏主动交往行为、社会情感冷漠、社

会兴趣不足等等。有些自闭症儿童还会伴随着情绪行为问题、

刻板行为,甚至是伤人、自残等现象。在融合教育的推动下,越

来越多的自闭症儿童进入普通学校,但是他们往往因为社交孤

立、学习成绩不好等问题使得融合效果不符合预期,出现 “随

班就坐”的情况,甚至有些自闭症儿童还从融合教育环境转到特

殊学校中。 

随着学者对自闭症儿童不断深入了解,学者们基于自身的

理论对自闭症儿童提出各种康复方法,包括行为治疗、音乐治

疗、语言康复等等。其中,行为治疗法被认定为有效的治疗方法,

而关键反应训练也成为自闭症儿童干预的重要手段。关键反应

训练（PRT）是指在自然环境中,针对儿童的核心障碍,在影响儿

童的关键领域进行训练,借助儿童在关键领域的成长推动儿童

的全面进步。PRT技术与传统的ABA技术相比,更加适合非结构化

的环境中,比如学校、家庭[1]。 

PRT的关键领域包括动机、多重线索、儿童交往的自我发起

以及自我管理。结合自闭症儿童语言发展上语言不清、无主动

沟通意愿、无法维持话题等特点,教师在动机与儿童交往的自我

发起这两个领域优先开展训练。 

1 动机的激发 

关键行为分析基于一项根本原则：在学习动机强烈时,个体

学习得更好。自闭症儿童很难对环境中的刺激做出反馈,大量的

研究表明,在教育干预中加动机后自闭症儿童表现出更高程度

的积极感受以及更少的破坏行为。动机的激发包括穿插新旧技

能、提供选择、立即强化、强化尝试这几种方法。融合教育环

境下,教师可以充分利用以上几种策略激发自闭症学生的动机。 

1.1提供选择 

学生动机激发的一个关键点在于能给学生选择的权利。很

多研究显示,如果在活动中允许自闭症儿童做出选择,他能够把

任务做的很好。教师可以将学生的选择与任务材料挂钩,学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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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获得一个与学生反应相关的自然强化。简而言之,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可以使用儿童喜欢或者选择的材料、话题和玩具,并在

互动中跟随学生的引领[2]。例如,当自闭症儿童第一次学着说想

要玩具时,教师可以提出要求让自闭症学生口头表达想要玩具

这一要求,这就是学生选择的例子,教师也可以将玩具作为自然

强化物。 

针对在融合教育环境下的自闭症学生,作业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作业往往是不够有趣的,在这种环境下,仍然可以给自闭症

学生创造选择的权利。教师或者家长可以让学生选择完成作业

的顺序或者允许让他选择自己喜欢的房间完成作业,甚至可以

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铅笔颜色完成作业,这些对学生都是一

个选择,让自闭症学生进行选择激发动机的同时也能达到完成

作业这一任务[3]。 

1.2穿插新旧技能 

同样,教师也可以使用分散安排习得性任务和保持性任务

这一策略维持自闭症学生的动机。自闭症学生由于自身能力的

缺失,大多数自闭症学生都常常处于习得性无助状态,当学生面

对较为困难的任务或者训练时,即当呈现困难的“习得性”任务

时,学生在经历多次失败后,会认为任务的难度较大,从而放弃

完成该任务,甚至是出现攻击性行为或者破坏性行为。为避免这

一情况的出现,教师可以将习得性任务穿插到已习得任务中间

去。也就是上文提及到的穿插新旧技能这一方法。当自闭症

学生完成一件一件正确的事情后,学生能从中获得动力,这会

帮助自闭症学生完成更加困难的活动,自闭症学生也能从中体

会成功。 

1.3强化尝试 

强化尝试是指强化清晰明确、有目标指向的合理尝试。教

师在使用这一策略时,要特别注意该行为是否是学生愿意尝试

时的反应。一些学生在逃避完成目标任务时,会出现一些行为与

尝试行为是一致的,而这些行为是不需要被鼓励的[4]。例如,自

闭症学生的任务目标是在一堆物体中找到指定物体,他为了逃

避该任务,不经意间会环顾房间,这一行为并不是在为完成任务

做出的尝试,教师不需要对这个行为进行鼓励。尝试是指必须排

除不合适的行为,而且非常明显地表明这个孩子正在进行真正

的尝试。不论距离目标行为有多远,若每次真正的尝试能够使儿

童的动机得到显著提高,儿童都应该得到奖励,即使他的行为不

是百分之百的正确。 

许多自闭症儿童都存在刺激的过度选择问题,自闭症儿童

的刺激过度选择阻碍了其言语的发展。在干预中,干预者可以针

对多重线索反应进行直接教学,教学儿童恰当使用两个或更多

个区分性特征。千预者选择并提供要求儿童集中注意并且对某

个物品多重线索进行反馈的语言机会,使用刺激的两个或者更

多辨识性特征进行语言反馈。例如大的圆形,在教学干预中让儿

童对比大的三角形和小的圆形。 

2 儿童交往的自我发起 

儿童交往的自我发起指的是儿童主动与外界交流,尝试进

行社会互动,无论这种交流是口语的还是非口语的[5]。研究表明

有主动发起的自闭症儿童能够在学业、工作和社交等方面有更

好的长期结果。如果儿童只能被动接受和回应而无法主动与他

人进行沟通,那么儿童在社交沟通和学习等方面的发展就会受

限。主动发起主要分为提要求、提问题、做评论、游戏和社交

对话等类型。主动发起在一般发展过程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会

出现。主动发起能够增加言语功能的复杂性并且能够使儿童成

为积极的社交参与者。自我发起能力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有了,

即使是不会说话的孩子也会通过用手指、用眼睛看等方式指向

某个自己感兴趣的物体,再看向他们的父母、亲人,表示孩子他

们对物体的兴趣,用这种非口语的方式主动发起与父母的交流。

但是这种主动发起的意识和交流的意愿在自闭症儿童身上是十

分少见的。 

自我发起式互动中有一个重要的部分就是共同注意。共同

注意是社会性行为,它是孩子在有语言之前进行互动的重要方

式,而且共同注意可以说是孩子们说第一句话的先兆。共同注意

包括了眼神交流、分享喜悦、交流和社会化,这些对自闭症儿童

来说都十分困难。为了帮助自闭症学生能在日常生活中进行自

我发起社会互动,有一些小技巧。首先,要促进学生问问题。在

资源教室里,当自闭症学生和正常发展学生呆在一起的时候,资

源教师可以准备一些自闭症学生感兴趣的物品,在圆圈教学的

时候让每个学生都问一次“那是什么”。当学生开始喜欢问问题

的时候,资源教师可以逐渐隐去一些学生喜欢的物品。教师可以

把学生 喜欢的东西藏起来,或者在和学生做游戏的时候,把一

些特别的物品或者食物藏在房间或者教室里,学生就不得不问

“它在哪里”。 

当学生能问问题后,教师就可以进一步的促进学生和其他

学生、成人之间的对话。融合教育背景下,自闭症学生不可避免

地与很多学生有接触,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帮助自闭症学生学会

对话也是教师面临的巨大问题。提问对提升社会性对话非常关

键,很多不擅长交流的学生,不单单是自闭症学生都在发起或者

维持对话这一方面缺乏技巧。当对方说完某件事后,自闭症学生

无法发出提问或提供反应,这也就导致对话中出现长时间尴尬

的空白,或者结束对话的现象。教师在教授自我发起过程中可以

利用录像带,当对方提供了可以衍生出各种具体问题的话语时,

教师可以暂停录像带,引导自闭症学生根据这句话进行提问。举

例来说,当录像带中一人说到“我昨天出去玩了”时,教师可以

引导自闭症学生“你们在这里可以提问吗”,一开始自闭症学生

是不会围绕主题进行提问的,教师可以帮助说“去哪里玩？”“和

谁一起玩”“下次能和我一起玩吗”这些问题。当自闭症学生逐

渐学会主动提问后,教师可以减少帮助[6]。 

同理心的提升是交友、社交和维持友谊的关键因素。关键

反应训练通过视频反馈和视觉提示教学儿童识别情绪、识别哪

些是同理心行为,以及针对这些行为可以进行哪些同理心的表

达。很多人误以为自闭症儿童没有同理心,实际上自闭症儿童只

是不知道如何表达也不清楚自己需要对哪些内容进行回应。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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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自闭症儿童的同理心上去之后,社交或者是其他一些没有针

对的领域能得到连带性提升。 

3 PRT与家庭、同伴之间的紧密联系 

在融合教育环境中,自闭症儿童与同伴相处的时间较长,另

外,由于资源教师的师资力量不足,自闭症儿童不能得到及时的

训练。基于这种情况,教师可以训练自闭症儿童的同伴,引导这

些普通儿童帮助自闭症儿童建立起正确的交往模式。这时,同伴

不仅仅是一个交流的对象,他还承担着关键反应训练者的任务。

有大量的研究显示,改善同伴对自闭症障碍的了解的培训项目

具有有效性。对普通儿童进行相关的培训后,普通儿童与自闭症

儿童能够进行积极的互动。Pierce等人对普通儿童进行训练再

由普通儿童对自闭症儿童实施干预,研究结果显示自闭症儿童

的复杂社会行为和共同注意行为都有了显著增加。Gouvousis

等人对教师能否在教室环境中对自闭症儿童有效地实施关键反

应训练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自闭症儿童的主动性语言在干

预后出现了明显的进步。Suhrheinrich采用多基线实验设计让

专业辅助人员在学校环境中推广关键反应训练,9位教师中有9

位掌握了关键反应训练的所有内容,其余3位教师正确实施了89

％的关键反应训练内容。大多数教师在后续工作中保持了他们

的能力。Brock等人对19名普通儿童进行关键反应训练并让他们

在课余时间对11名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研究表明在学校的普

通儿童在经过关键反应训练后能够在课余时间与自闭症儿童进

行有效的沟通千预。Koegel等人采用多基线实验设计对4名特殊

儿童以短期夏令营的方式进行干预,结果显示在为期2周的夏令

营活动后所有参与者的社交能力都有所提高,达到了他们的一

年的IEP目标,并在后续的自然环境中保持。以上研究表明关键

反应训练的融合教育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自闭症儿童社会交

往的频率,增加其社交沟通和共同注意行为。 

而家庭在自闭症学生干预过程中担任着重要的作用。融合

教育环境也不只是指学校教育,还要求社区环境融合。家长如果

能学会在家中这种让学生感到放松的环境中帮助学生,那么无

论是进入学校还是踏上社会都会有所不同。家长教育可以将教

学融入一天自然发生的活动中,很少需要家庭日常生活以外的

时间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有大量的研究证实了对家庭进行

关键反应训练的家长教育的有效性。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首先,关键反应训练能够有效地增加自闭症儿童

的主动口语沟通行为,提高自闭症儿童的社交沟通技能。关键反

应训练以关键行为为目标进行干预,在自然环境中为自闭症儿

童提供学习的机会,以使他们向正常的发展轨道不断前进。其次,

关键反应训练能够由非专业人员如家长、普通儿童等非专业人

员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再者,关键反应训练的训练的千预地

点并不局限于机构教室,相关干预者可以在家庭、社区、学校等

自然环境中实施干预。 后,关键反应训练可以有效对自闭症儿

童的社交、游戏、行为、学业、饮食等其他领域进行改善。经

过多年临床实践,关键反应训练已经被广泛应用于自闭症个体

的整个人生阶段包括他们的学前、小学、中学、大学、就业等

人生阶段,其训练效果得到了众多实证研究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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