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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预对学前孤独症儿童社交沟通的

干预研究

何雪婷

新疆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乌鲁木齐，830017；

摘要：为探究在融合情境中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预对学前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沟通的影响，采用单一被试实验设

计对一名就读于融合幼儿园的孤独症儿童进行了 30 次的干预。研究结果显示：（1）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预能

够增加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沟通的频次，对孤独症儿童社交沟通有良好的改善作用。（2）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

预后孤独症儿童能将所学技能泛化到幼儿园的日常生活中。研究还对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设计、正常同伴对孤独

症儿童的作用和干预中的泛化训练进行了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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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社交沟通障碍是孤独症儿童的主要特征之一[1]。改

善社交沟通也是孤独症儿童进行融合教育最重要的干

预目标之一[2]。泛化是指个体能将所学到的技能、知识

或行为应用到新的环境或情境中去的能力[3]。泛化对于

将学习到的技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至关重要，如果在干

预后，不能将所学技能泛化出来，干预效果将大打折扣。

孤独症儿童的干预的最终目标就是将所学技能泛化到

不同的环境和人身上，能够采用恰当的方式与不同的人

和环境和谐相处，这是孤独症干预效果的重要体现。

同伴介入法是指培训具备良好社交能力能力的普

通儿童作为孤独症儿童的干预伙伴以帮助孤独症儿童

建立适当的社交模式[4]。随着实践的深入，越来越多研

究人员将同伴介入法与其他干预方法进行组合对孤独

症儿童进行干预[5]。体育游戏具备的趣味性、竞争性、

简易性的特点使得其不容易被孤独症儿童排斥[6]。本研

究采用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预方式，探讨其对孤独症

儿童社交沟通的影响以及干预后对孤独症儿童在融合

情境中的泛化效果。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由两名儿童组成（一名孤独症儿

童和一名普通同伴），孤独症儿童林林（化名），男孩，

今年6岁，两岁被医院诊断为中重度自闭症，目前就读

于某融合幼儿园小班，其心理教育量表的社会互动原积

分为 15、百分比级数为 35，判定其社会互动发展程度

为中度。在沟通方面的标准分总和为 28，百分比级数为

37，判定其沟通发展程度为中度。结合被试的评估量表

和对被试父母和老师进行访谈确定，林林的语言表达能

力较差，只能听从一些简单的指令，会主动向大人简单

表达自身需求，需求范围较为狭隘，很少使用微笑、点

头、手势等体态语言去表达需求；与大人有简单互动，

但与同伴几乎无互动。

2.2 研究变量

2.2.1自变量

（1）同伴介入法

依据同伴介入法的要求和教师提名，选择了１名化

名宁宁的男童作为被试的游戏同伴。尽管宁宁只有4岁，

但其社交沟通和社会互动能力均明显优于孤独症儿童。

本研究采用同伴介入的同伴辅导行书，教授同伴相关社

交技能，促进孤独症儿童社会沟通行为的发生。

2.2.2体育游戏

体育游戏的教学内容根据被试和同伴的体育游戏

偏好并结合《特殊儿童体育游戏》中符合自闭症幼儿的

发展进行设计，共设计 15 个体育游戏课程设计，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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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包含 2~3 个游戏，每个课程进行 2-3 次课时教

学，每课时为 35分钟，每周一至周三上课，共 30个课

时。

2.2.3因变量

本研究主要考察是基于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预

对自闭症幼儿社交沟通的影响，因而其因变量主要是孤

独症儿童社交沟通的次数，具体是指被试主动社交发起

和主动社交回应的次数。

2.3 研究工具

《孤独症儿童社交沟通记录表》

本研究自编《孤独症儿童社交沟通记录表》来记录

林林干预时期社交回应和社交发起的发生频次。同时在

整个研究阶段也使用此表来记录林林在幼儿园中的社

交互动情况，探究被试基于同伴介入法的体育游戏干预

前、干预中和干预后在幼儿园社交沟通的泛化情况。

《社交反应量表》

社交反应量表（SRS）量表包括基本信息、主要内

容、评分表三部分，可量化评估 4-18 岁儿童社交能力

情况。SRS 由 5个亚量表共 65个项目混编组成，5个亚

量表分别为社交知觉、社交认知、社交沟通、社交动机

及孤独症行为方式。总分＞60 分则诊断为孤独症，分

数越高社交障碍越严重。该量表由被试的父母在干预前

后对其社交障碍程度变化进行评估，记录被试的社交程

度变化。

2.4 研究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一被试倒返实验设计，研究包括基线

期、干预期和维持期。基线期，研究者使用《孤独症儿

童社交沟通记录表》收集被试的基线期数据，观察被试

在无干预状态下目标行为的情况，作为干预后变化的参

照，基线期持续为 2周，每周 3次，观察时间为 35 分

钟。被试的社会互动行为进入稳定水平后进入干预期，

组织体育游戏活动，教师引导同伴与被试进行互动，每

次干预时间为 35 分钟，观察并记录此阶段被试儿童在

体育游戏的社交互动情况。在干预效果趋于稳定时撤出

干预方案，进入维持期，继续收集被试在体育游戏中社

交互动情况，维持期持续 2周，每周 3次，观察时间为

30分钟。

3 结果

3.1 社交沟通次数分析

图 1孤独症儿童主动社交发起次数折线图

图 2孤独症儿童主动社交回应次数折线图

由上图可知，图1和图2分别呈现了被试在基线期、

干预期、维持期的频次变化图。在基线期，被试对同伴

的主动社交发起和主动社交回应行为均为 0次。数据稳

定后进入干预期，林林的主动社交发起行为呈现逐渐上

升趋势，最低 2 次，最高达 13 次，在整个干预期平均

主动社交发起次数为 7次；被试林林的主动社交回应行

为在干预开始后也在稳步增加，在前 8次维持在 2-4 次

之间，第 9次跌至 0次后开始逐步上升，并保持在 6次

以上，最高达到 15 次。由此可见，林林在干预期主动

社交发起行为和主动回应行为明显比基线期增多，整体

均呈现稳步上升状态。这表明，干预期的同伴介入式体

育游戏干预对孤独症儿童的主动社交发起行为和主动

社交回应行为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维持期，被试林林

对同伴主动社交发起和社交回应次数有所下降，主动社

交发起和主动社交回应次数均保持在 5~9 次之间，虽然

比干预期有所减少，但仍比基线期的主动发起次数要高，

这表明维持期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干预期的干预效果。

3.2 阶段间数据分析

图 1和图 2还呈现了基线期、干预期和维持期不同

阶段之间的数据模式，即干预效应的即时性和阶段间数

据的重叠。干预即时性是指在阶段发生改变后，数据模

式非常快速地发生了变化。在图 1中，数据在被试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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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预的第 1天就开始发生了变化，并在干预的第 8天达

到了干预期的平均水平，反应体育游戏干预方案见效快，

对孤独症儿童主动社交发起行为的影响明显。在图2中，

数据在被试进行干预第一天也开始发生了变化，但在 14

天干预后才达到干预期的平均水平，对孤独症儿童主动

社交回应的行为影响相对较弱。同时，在结束干预进入

维持期后，主动社交发起和主动社交回应的次数有所下

降，证明了此干预的有效性。重叠是指相邻两个阶段之

间数据有相似的量化值的百分比或程度。图 1的基线期

和干预期之间没有重叠，图 2的基线期和干预期之间重

叠了一个数据点。反应了因变量与自变量较强的功能关

系，即该干预方案对被试社交沟通行为有显著的干预效

果。图 1和图 2的干预期和维持期之间完全重合，反映

该干预方案对主动社交发起和主动社交回应的干预效

果较为稳定。

3.3 干预前后被试的泛化情况分析

为探究被试在幼儿园的融合教育中的泛化情况，研

究者通过非参与式观察的方式观察被试在幼儿园中与

同班同学之间的沟通互动情况，并使用《孤独症儿童社

交沟通记录表》进行记录。图 1和图 2分别也呈现了被

试林林在基线期、干预期和维持期三个阶段期间，其在

幼儿园与同班同学之间的社交沟通频次变化情况。由图

1和图 2可知，在基线期林林在幼儿园对同班同学之间

主动社交发起的次数为 0，主动社交回应的次数也较低，

表明林林在幼儿园与同学之间较少进行社交互动。进入

干预期后，林林在幼儿园的主动社交发起和主动社交回

应均有所提升，在同一时间段内，林林主动社交发起最

高达5次，主动社交回应最高达 8次，表明林林在幼儿

园与同学之间的社交互动次数提高。进入维持期，林林

在幼儿园与同学之间的主动社交发起保持在1~4次之间，

主动社交回应保持在 2-5 次之间。通过数据可知，被试

林林能将干预中学到的社交技能泛化到幼儿园的日常

生活中，改善其在幼儿园中与同学之间的社交状态。由

此说明，基于同伴介入式的体育游戏干预对孤独症儿童

在幼儿园的社交沟通有很好的泛化作用。

3.4 干预前后被试社交障碍程度的变化分析

表 3林林 SRS 得分变化情况

变量 前测 后测

社交知觉 14 14
社交认知 23 17
社交沟通 40 22
社交动机 18 12
行为方式 14 9

总分 109 74

从表 3可知，除开被试的社交知觉在干预前后没有

发生变化外，被试林林的在社交认知、社交沟通、社交

动机以及其孤独症行为方式的分数均有所下降，社交认

知从23 分下降至 17分，降低了 6分；林林的社交沟通

改善最为明显，从 40 分下降到 22 分，骤减 18 分；社

交动机从 18分降至 12分，降低 6分；孤独症行为方式

从 14 分降低至 9 分，降低 5分；社交反应量表总分从

109 分下降到 74 分，共减 35 分，孤独症儿童的社交障

碍程度显著减轻。由此说明，基于同伴介入式的体育游

戏干预能有效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社交障碍程度。

4 讨论与启示

4.1 讨论

本研究对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预效应进行考量，

并根据孤独症儿童的特点，设计了 30 次体育游戏干预

课程。通过上述数据分析可知，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

预能有效提高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沟通频率，对其社交能

力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其影响效应不只是在与同伴

游戏的干预课程中出现，也泛化到幼儿园生活活动和其

他同伴身上。本研究不仅验证了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

预在学前融合幼儿园的作用，也为学前融合教育实践提

供一定的参考。

4.1.1重视同伴介入式的体育游戏设计

从干预结果看，干预效果虽然较为稳定，但从图 1

和图 2观察可发现，在相对稳定的状态中存在多次波动

情况，尤其是第 9次干预中，林林的主动社交回应跌至

0次，主动社交发起为 3次，明显低于一般水平。这节

课的游戏内容对被试和同伴来说难度较大。在干预中后

期游戏难度适中，两名被试的主动社交发起和主动社交

回应行为稳定增加。干预效应即时性和重叠率显示，主

动社交发起和主动社交回应行为的干预效应即时性较

好，但干预效果均不稳定。由此可见，游戏设计是影响

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表现的主要原因之一。游戏设计必

须考虑孤独症儿童的能力水平、兴趣偏好，激发孤独症

儿童社交沟通的动机，那么孤独症儿童与同伴的社交互

动频率会大大提高。

4.1.2重视同伴的选择和作用

同伴也是影响孤独症儿童社交互动的主要原因之

一。以往研究中，有研究选取普通儿童作为同伴[7]，也

有研究选取智力障碍等有缺陷的儿童作为同伴[8]，或者

选择有志愿者经验和与被试交往较多的同伴[9]。总的来

说，研究者倾向于选择与孤独症儿童年龄相当、社交能

力较强、能够听从指令和按时出勤的同伴。根据需要选

择合适的同伴后，还需教导同伴相关社交技能。在本研

究中，研究者作为主导者，教导同伴伴随游戏中进行。

主要教导内容包括示范游戏；如何基给予孤独症儿童鼓

励；分享游戏材料；提供辅助和帮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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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重视孤独症干预中的泛化训练

泛化能力是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中不可或缺的一

部分，越来越多研究探究孤独症儿童干预后的泛化效果
[10]。泛化有不同的维度，泛化的维度包括跨环境、材料

的泛化、跨人、主体的泛化和反应泛化[11]。从本研究的

干预泛化情况来看，被试林林在维持期保持着良好的社

交沟通频率并且能将所学泛化到幼儿园活动中、不同的

同伴中，侧面说明了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预的有效性。

这也表明，在干预中要重视孤独幼儿干预中泛化的作用，

注意泛化策略的应用，例如在干预是时通过不同的人担

任干预者的角色，对同一材料多样使用，在不同环境中

教授多种社交反应等。

4.1.4本研究的创新与不足

本研究的创新之处包括了两个方面，即干预方式和

泛化效果。一方面，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预利用了同

伴作为干预的陪同者，利用普适性较高的体育游戏作为

载体，直接将社交技能应用到社交对象，因而在社交干

预方面更具优势。另一方面，干预效果不仅是在干预课

程中体现，更重要的是孤独症儿童能将学习到的社交技

能泛化迁移到幼儿园和其他同伴身上。本研究利用幼儿

园作为探究基于同伴介入式体育游戏干预泛化的场所，

不仅为干预有效性提供辅证，也有利于探究干预后的泛

化情况。

本研究虽然取得积极的效果，但也存在许多不足。

首先是研究对象少。本研究只对一名孤独症儿童进行干

预，干预结果的代表性存在异议。其次是研究设计存在

缺陷。本研究采用单一被试倒返设计，自变量与因变量

之间的功能关系缺乏更有利的证明。再次是体育游戏的

整体设计需进一步优化，本研究中的游戏主要是二人游

戏，以后可以设计集体游戏模式。

4.2 启示

本研究对学前融合教育的教学活动设计具有启示

性。首要要重视游戏设计。游戏是儿童的天性，因此在

设计游戏活动时需兼顾特殊儿童的特点和偏好同时兼

顾正常儿童的兴趣，确保二者在游戏活动中均有所获。

其次是重视同伴的参与。教师应该有意识地通过活动来

加深普通同伴对孤独症儿童的认识与接受，教导孤独症

儿童和同伴一定的引导策略，塑造孤独症儿童恰当的社

交沟通行为，引导同伴给予恰当的示范与帮助，促进孤

独症儿童社会交往丰富化。最后是，重视孤独症儿童干

预中的泛化训练。泛化训练有助于其在不同情境下能够

自发运用所学技能，逐渐将这些技能内化为自然行为的

一部分，使其可以在更广泛的环境中展示自己的能力，

并更好地融入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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