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体育之魅 润育“星”幼

——对自闭症儿童体育游戏干预的实践探索

常州市广化幼儿园 颜静娟

【摘要】自闭症儿童有着两大核心障碍：人际交往与沟通障碍、重复刻板行

为。在幼儿园活动中，游戏是最基本的活动。由于自闭症儿童身体的能力缺陷，

他们在正常的游戏活动中没有办法获得发展和能力的提高。而体育游戏中可以扮

演、有情境、还有竞争性，通过体育游戏可以提升幼儿的多种能力。因此，我们

根据自闭症儿童自身发展的特点,以合适的体育游戏为辅助措施,通过制定特定

的计划，有针对性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使他们在各方面的能力得到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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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运动，能调节人的情绪，给人带来乐观积极向上的心态，而体育

游戏作为幼儿园常见的一种游戏活动，它具有很强的趣味性，而自闭症儿童对于

这种游戏也是乐意参加的，因此，它对自闭症儿童的干预有着积极的作用。因此，

作为一线教师，我们在自闭症儿童的干预中，巧妙利用体育游戏来增强其社交能

力、情感能力、动作发展水平等,进而让孩子的综合运动技能水平得以提高。

一、依托体育游戏推动自闭症儿童社交能力发展

体育游戏作为体育和游戏的综合体，它既能体现游戏的趣味性，又有体育的

基本特征，它能够为自闭症儿童创造一个宽松、惬意、快乐的氛围，给他提供一

个主动交往的环境，提升自闭症儿童乐观愉悦的情绪体验，推动其社会性的发展。

而社会交往缺陷是自闭症儿童的核心障碍之一，他们常常游离在集体活动之外，

不会主动与同伴交往互动，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在其成长的过程当中，

自闭症儿童需要得到同伴的帮助。在与同伴一起游戏、共同配合的过程中，能改

善幼儿与同伴之间的关系，促进其社会性情感和社会性交往的形成，也有利于发

展他们的社会认知和社会亲近行为。

在游戏的过程中，我们一般采取合作游戏，通常分为三个阶段：两两合作游

戏、小组合作游戏以及集体合作游戏，合作的程度从简单到复杂。通过与不同能

力水平的幼儿在一起合作解决问题，提升孩子之间的互动能力。游戏过程中，自

闭症儿童可以自主选择喜欢的同伴，因为只有选择他喜欢的孩子时，互动动机、

沟通意愿才会更加强烈。与其他孩子共同完成一项体育游戏任务，孩子之间需要

通过不断的商量和合作才能完成目标，久而久之，就给他们提供了大量互动的机

会。



在两人合作游戏阶段，表现出不愿与同伴进行交往，即使老师进行引导，也

很少能看到他们之间的语言沟通，甚至有的时候他不愿为自己挑选合作同伴。这

时，我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帮助其增强自信心，让他愿意接触集体，不反抗与同伴

的交往，能够主动进入活动。

例如在《网小鱼》的游戏开始阶段，当小吴看到戴着小鱼头饰的小伙伴，就

不愿去触碰，这时我们就及时介入指导，当孩子不想选择同伴时，我们就用温和

语气的方式问他“你最喜欢谁呢？”逐渐地将孩子带入游戏。我们让同伴示范小

鱼怎么游、怎样绕过渔网，让小吴先有选择性的回应，提高他游戏的动机，在认

知上做好充分的准备。

小组游戏有别于同伴之间一对一的交流，情境自然，这就为自闭症儿童提供

了更多沟通交往的机会。在游戏进行时，参加游戏的同伴们应该是自闭症儿童熟

悉的非自闭症儿童，我们老师要提前把调节干预的策略告诉同伴，让他们来牵动

与自闭症儿童之间的互动,为自闭症儿童的沟通交流提供示范和带动。

如在“小松鼠运果子”的小组游戏中，我们把小吴安排在他在教室里坐得那



组中。在游戏开始前，我们要求每组成员要商讨合作方法,跨拱桥、走平衡木、

钻拱门时谁先谁后，让小组成员问小吴,“你说我们怎么走好?”这样，就为小吴

提供了与同伴交流的机会，同时也让小吴自主选择自己喜欢的那个部分，为他成

功增加了保障。

我们在干预期间设计的体育游戏，一般都有合作交往的情境，要求同伴之间

进行交流沟通，如老狼老狼几点了、老鹰捉小鸡等，并在游戏中有目的地安排小

吴做领头人和传递者，多鼓励其开口沟通交流，当他不能自己独立完成活动时我

们老师就会及时地介入，并提供必要的帮助。

二、通过体育游戏强化自闭症儿童形成正向情绪行为

自闭症儿童的情绪体验比较单一，大多数情绪都表现为比较短暂的一种过激

反应，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因此，当他们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他们的内心

会难以平静，有时甚至会出现尖叫、哭闹等极端的行为。而体育游戏是一种具备

相应规则的游戏，参加游戏的人都应该遵守其中的规定。因此，将体育游戏应用

到自闭症儿童的情绪管理中，产生一定的约束作用，使他在这种约束下对自己的

心理情绪以及行为加以控制。

每次游戏开始时，小吴总是不知道等待，总是随便插队。如果把他叫过来，

让他排队等候，他就会大发脾气，开始大哭大闹。因此，我们就先从简单的规则

——轮换进行引导。我们设计了玩轮换投篮游戏，通过这个游戏，让小吴知道轮

换的意思。刚开始，小吴只是一个人自顾自地玩篮球，这时我来到孩子的眼前，

告诉他：“现在该我了。”我在说这句话的同时做了一个手势 ，用来提醒小吴

应该进行轮换了；当轮到小吴的时候，我一边喊着他的名字，一边做手势指着他

说：“轮到你了”。当我完成后，我没有急着把球递给孩子，而是等着他发出请

求，如果小吴在几秒后还没有反应我就把球再给他，并大声地说：“现在轮到你

了！”等小吴完成后，我会静静地观察他是不是会主动把球给我，如果没有我再

提醒他，一遍一遍地重复着，小吴在这游戏中学会轮换应遵守的规则，并且在以

后的体育游戏中，也会轮换，控制住自己的脾气了。



在用体育游戏干预的过程中，教师要及时捕捉自闭症儿童的情绪表现，当他

由于游戏失败而产生失落情绪时，要及时地对他进行鼓励，让他能慢慢地克服自

己的弱点，通过不断的尝试来获得胜利。这样不但可以消除他们的不良心理情绪，

同时也能提高他们的意志力，进而实现控制情绪能力的不断提升。

三、借助体育游戏促进自闭症儿童感觉统合能力的提升

体育游戏，作为一种运动类的游戏，它是由动作技能、情境、规则等组成的

一种游戏，有一定的规则，并且有清晰的结果，它更容易激发出自闭症儿童内在

“玩”的意愿。自闭症儿童在运动过程中会表现出耐力不足、运动的时候“偷懒”、

感觉统合失调等情况，导致他们身体素质差，运动能力无法得到提高，因此，在

干预的过程中，我们把体育游戏融入进来，帮助他们克服内心障碍，提高运动能

力，促使其健康快乐成长。

根据自闭症儿童对周边的人物比较冷漠的特点，我们设计了一对一的游戏—

—听指令跑，让小吴听到指令后立即做出反应并迅速地跑向终点。刚开始，指令

发出，小吴总是站在原地不动，一位同伴就拉着他一起向前跑，然后告诉他哪里

是终点，跑到终点后就要返回跑。一遍一遍，在同伴的引导下，小吴慢慢地掌握

了这一游戏的规则。这时，同伴“隐藏”起来，退后，让小吴自己游戏。慢慢地，

小吴掌握了游戏规则，并能独立参与到游戏中去。

为了提升小吴的平衡力能力，我们采用“金鸡独立”的游戏，让小吴以一只

脚踩在另外一只的脚背上，保持 30 秒稳定，成功后就给予强化物进行奖励。等

他掌握这个动作技能后，就增加游戏难度，让他单脚站立的同时，另一只腿提到

膝盖处，并且双臂要侧平打开。一开始，教师或同伴可以扶着小吴的手，和他一

起完成这个难度动作。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性训练后，辅助者退出，让小吴独立

完成，并要求能坚持 1-2 分钟，如果成功，就给予强化物进行奖励。通过这一游

戏，不仅锻炼了小吴的平衡能力，还提升了其专注力。



通过体育游戏的干预，自闭症儿童的肌肉力量和平衡、投掷、跳跃、攀登等

运动技能得到了科学地锻炼，让他们的模仿动作和躯体运用能力得到了提升，从

而使他们的运动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改善和提高。

四、实施成效

如图，通过一阶段体育游戏干预后，小吴的能力都有了一定的提升，主要表

现为：随便走下座位的次数不断减少，在课堂上规则意识增强了，在交谈过程中

目光不会躲闪，在老师和同伴的提示下的被动表达需求有了一定的提高，能自主

表达简单需求方面，对别人要求有一定的反应，不会随便发脾气。但是想要彻底

改变他畏难、退缩的心理还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更需要家园双方共同的努力，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小吴一定能和其他孩子一样拥有阳光的一面。

总之，通过对自闭症儿童体育游戏干预的实践探索，我们看到了显著的成效

和积极的变化。这不仅为自闭症儿童的成长和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也为相关领

域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但前路依旧任重道远。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

教训，紧跟时代步伐，结合先进的理念和技术，进一步提升干预效果。相信在大

家的共同努力下，自闭症儿童能够通过体育游戏获得更多的成长机遇，为他们的



人生增添更多的亮色与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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