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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沟通出现障碍，是自闭症的重要表现之一。在随班就读的自闭症

儿童中，多数儿童都有沟通能力和社会交往能力的缺陷，他们往往缺少交往的主

动性，在沟通时无法完整清晰地表达。由于自闭症儿童自身能力的缺陷，使得他

们在幼儿园正常的活动中，语言能力无法获得有效提高。只有根据他们的能力特

点，运用适当的干预策略，才能发展他们的语言能力。因此我运用模仿强化、看

图说话、角色扮演三种方式来改善儿童的语言能力，激发儿童自我表达的愿望，

提高儿童语言表述的完整性，同时让儿童愿意与同伴进行互动，并有更多与同伴

交往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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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不仅是沟通的手段，还是思维和学习的工具。而自闭症儿童正因为缺乏

良好的语言能力，使得他们无法清楚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不能让别人领会自

己的意思，也无法从别人那里得到帮助和指导，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导致他们出现

情绪不稳定、刻板行为等问题。通过精心设计的活动，为自闭症儿童提供适宜的

发展机会，让幼儿从愿意表达——完整表达——互动表达，循序渐进地促进自闭

症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一、运用模仿强化激发幼儿能清楚表达自己的需求

模仿是学习一切技能的前提，在幼儿学习说话的阶段，通过仿说可以提高幼

儿的发音能力、语言能力、要求能力等。正常孩子从婴幼儿时期开始表现出模仿

照顾者表情和声音以互动的能力，而自闭症儿童常常沉浸在自己的狭小世界中，

没有模仿的能力、模仿意识薄弱，不会主动模仿别人的动作和语言。因此，怎样

才能引导他们通过模仿的方式练习发音，让他们能够主动使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

需求？

（一）提高模仿能力，学习发音



在语言能力培养的初期，由于自闭症儿童的特殊情况，需要教师一对一地进

行指导，通过有针对性的活动，让幼儿愿意发音，并促进他们学会模仿声音的能

力，

小吴是班级中的一名自闭症儿童，他几乎不开口讲话，即使说话也是能发出

“嗯嗯、呀呀”模糊不清的声音，并且小吴的模仿意识较弱，对别人所做的事情

反应不强。于是我观察了一段时间小吴的游戏情况，发现小吴很喜欢小汽车、玩

具火车之类的玩具，于是我根据小吴的兴趣入手，尝试让他模仿发音。

在小吴玩玩具火车时，我在他旁边用积木搭建了一个火车轨道，然后将火车

放在轨道上开，一边开一边发出“呜～呜～”的声音，起初小吴并没有将注意力

转移到我这，我将火车一点一点向他靠近，持续发出“呜～呜～”的声音，几次

之后小吴嘴巴里发出了比较含糊的“呜呜”声，我立刻鼓励他：“小吴好棒”，

让小吴自主玩了一会火车后，我继续在小吴面前开火车发出“呜呜”声音，并提

示小吴一边开火车一边发出声音，几次练习之后小吴明显能较清晰地发出呜的声

音。

为了让小吴持续练习这样的单音发声，我们为小吴准备了很多有代表性声音

的物品，例如一开始我们会给小吴准备一些动物玩具、小鼓、铃铛等实体物品，

一次提供两三个物品，引导小吴模仿发出他们的声音，当小吴模仿的能力和主动

性有所提高后，我们开始出示图片或视频，让小吴模仿各种生活中能听见的声音，

逐渐小吴的发音开始变得清晰，同时原本小吴需要模仿练习五六次才能清楚发音

到后来两三次小吴便可以发出准确的声音。

（二）理解动宾词组，模仿表达

当幼儿能够熟练模仿单音后，我们开始让儿童模仿表达物品的名称。儿童掌

握足够的词汇量，认识了解这个事物后，才能为他们表达自己的想法打下基础。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随机让小吴进行名词的学习，例如在吃早点时我们借

机教小吴说“饼干”这个词，把饼干放在小吴眼前，跟他说“饼干”，然后问小

吴这是什么？刚开始小吴可能什么都不说。然后对小吴说，“这是饼干，饼干”，

重复几次，接着问，这是什么？如果小吴回答正确，则给予奖励。

联系小吴的日常生活，让他模仿物品的发音，并认识物品后，我们会将一周

认识的物品用卡片形式出示让小吴来辨认，如果小吴能够说出卡片上的物品名称，

就给予他喜欢的食物或语言的强化奖励，如果小吴的发音不够准确，老师会说两

到三遍物品名称，然后让小吴再说一遍。

儿童的名词词汇积累到一定量后，我们会加上动词学习，训练儿童动宾词组

的理解，例如小吴在吃饼干时，不再是单一让小吴学说“饼干”，我们会跟小吴

强调“吃”，当小吴能够模仿发出“吃饼干”，就立马给饼干吃，但不会得到很

多，当他吃完还要时，就又是一次语言的强化机会。



（三）创设一定情境，主动表达

当儿童掌握词汇，理解动宾词组后，要让儿童有实践运用的机会，我们会创

设一定的情境，让儿童学会提出简单的要求，例如可以将小吴心爱的玩具放置在

他拿不到的地方，当小吴需要玩具时，辅助他用语言提出要求，当他说出“拿玩

具”后，再给他玩具；当小吴在进餐时，只给他碗，不给他勺子，等待他说“要

勺子”，再去满足，以此类推，让儿童学会主动用简单的语言提出要求。

二、运用看图说话提升自闭症儿童表达的完整性

看图讲话是在老师的引导下，利用图片来帮助儿童提高语言能力。在看图说

话的过程中，需要儿童将看到的图画内容用语言表达出来，它不仅可以训练自闭

症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也可以促进他们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和想象能力的

发展。

自闭症儿童在前期表达自己的想法时，只能说出单一的词组，例如“要玩具”

“吃饭”等，他们还不会使用“我想要玩玩具”这样的完整句式进行表达，借助

看图说话可以让他们在老师的引导下，逐渐学会描述画面内容，理解事情发生的

因果关系，以此来掌握完整句的用法。

（一）借助绘本故事，初试完整表述

自闭症儿童的注意力保持时间不长，在看图说话的初期，我们带着小吴一起

看图说故事，一次翻一页用简单易懂的语言告诉小吴：“这是小熊，小熊在追蝴

蝶”，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一页画面上停留的时间比较短，也不在意书上更多

的其他细节，主要让小吴有耐心看下去，等小吴有初步印象后再配合做些动作说

明。当小吴对画面内容熟悉后，我们会开始引导小吴观察并描述画面内容。

我们给小吴选择的绘本都是一些画面内容比较简单，包含一些常见物品。在

阅读时，画面有小鱼，我会手指着小鱼，问小吴：“这是什么小动物？”，小吴

看到小鱼并回答说出小鱼后，我会跟小吴说：“小鱼在吐泡泡。”，小吴只重复

“吐泡泡”，我会跟他重复几次“小鱼在吐泡泡。”，小吴完整说出后，我会立

刻给予奖励。小吴在老师指引下，能耐心观察单一的画面并进行描述后，我会将

观察的画面内容增加到两三个物品角色，增加观察难度，同时让他在观察后，适

当辅助让他完整表述出画面上的内容。

（二）借助情景卡片，理解因果关系

对于发展自闭症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不仅仅是让他们简单说出需求，单一

描述画面上有什么，还要着重训练儿童对于图片的辨识能力，要让儿童能够根据

图片理解并准确描述图片上的动作，理解事情发生的因果关系，才能帮助儿童将

表达变得清晰，语句变得完整。

为了提高小吴对图片的辨识能力，我给他准备了一些人物动作卡片，例如一

张卡片上面小女孩在洗手，我会引导小吴观察卡片，先问小吴：“她在干什么？”，



小吴回答的是：洗手，这时我会跟小吴重复一边：“她在干什么？——她在洗手”，

等小吴说出：她在洗手，我给予奖励，然后我将人物称呼替换，将她变成小女孩，

问同样的问题，引导小吴完整说出：小女孩在洗手，接着我让小吴观察小女孩脏

脏的手，问：“小女孩为什么要洗手？”，小吴的回答是：手脏，洗手，这时我

就会跟将小吴的话变成完整句跟小吴说：“小女孩手脏了，所以要洗手。”，重

复几次，让小吴完整说出来，一旦小吴完整表述就给予奖励强化，如果表述有困

难，适当辅助，帮助他建立自信心。

（三）联系生活实际，完整表达需求

除了通过看图说话来提高表达的完整性，我们还要注重与现实生活的结合，

当儿童有一定的语言基础，并具备一定会的语言理解能力后，就可以使用生活故

事书了，将儿童自己的生活整理成一系列的照片或者录像，让儿童来讲述一下自

己的生活。也可以在实际生活中生成性引导，例如小吴搭积木时，他要拿积木，

我就会问谁要拿积木？要拿什么积木？为什么要拿积木？，当小吴完整表达后在

给他拿所要的积木，以此来强化儿童完整表达的意识。

三、运用角色游戏引导幼儿与同伴进行双向互动

让自闭症儿童学会发音，学会使用语言，最主要的一点作用就是让他们能够

用语言去进行社会交往，能够主动地去关注别人，主动地与别人建立联系，相互

交流，因此我们选择通过角色游戏的方式来引发幼儿的交往动机。角色游戏以“角

色扮演”为主要表现方式，让儿童能够自主地表现和表达自己的认知与体验，并

且在游戏中幼儿是最愉悦、最放松的时刻，可以使自闭症儿童潜移默化地进行社

会交往技能的练习。

（一）创设轻松的游戏环境，鼓励幼儿参与游戏

在日常的游戏活动中，由于自闭症儿童沟通能力的缺陷，他们几乎都是一个

人独自游戏，即使在同一个区域中游戏，不会与其他孩子发生互动，所以他们的

角色游戏需要老师的引导，并且需要一个愉悦又熟悉的游戏环境。因此我选择让

小吴与他同一小组儿童进行角色游戏，并且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会创造机会，让

小吴与同伴发生一些简单的互动，例如会让小吴跟同组幼儿打招呼，让小吴给他

们递东西等，拉近他们之间的距离，让彼此更加熟悉。

（二）设计适合的游戏情节，帮助儿童使用语言

自闭症儿童的认知水平和表达能力有限，游戏情节需要简单明了，让儿童可

以参与进去，所以小吴的角色游戏我一般都选择超市、糖果店、点心店等一些他

日常生活中经常接触的场景，他对这些情节熟悉，有一定的生活经验，可以吸引

他参与到游戏中去，激发他互动交流的欲望。



小吴刚开始参与角色游戏时，小吴的表达欲望还不强，不会主动跟同伴发生

交流，有时即使想说也会因为语言不熟练，导致他表达不清晰，所以我与他一起

进行游戏。

在小超市中，小吴扮演顾客，我也扮演顾客，当小朋友们问：“你们要买些

什么东西？”，我会先说：“我要买一些苹果。”，然后用动作加语言引导小吴

说，我会一个一个指着货架上的物品，问小吴：“小吴要买一些什么？”，小吴

选中一个物品后，我就轻声提示：“我要买······。”。慢慢地小吴熟悉

了游戏的流程后，我就会让小吴换不同的角色，例如这次当顾客，下次小吴就当

售货员，尝试学习不同的表达。

在如此以往的角色游戏中，小吴感受到游戏的趣味性，为了满足游戏的欲望，

他在角色游戏中会表现出主动交流的行为和语言，并在一问一答的互动交流中，

实现了同伴间的双向互动交往。在角色游戏结束后，我还会适当地围绕游戏内容

跟小吴进行谈话，问他在游戏中这样做的理由，让他真实、灵活表达自己的思想

和需要。

语言能力是自闭症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桥梁，所以作为老师需要多思考、多探

索、多研究，合理利用资源，采用有趣味性、针对性的教学方式，发展自闭症儿

童的语言能力，从内部启动儿童的表达需要，让孩子明白“说话是生存的需要”，

让孩子学会利用“语言”，帮助他们架设起回归社会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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