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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自闭症及其他发展性障碍的小�

内容概要

一本以广大自闭症患者家长亲友及专业治疗人员为读者对象、介绍自闭症及其治疗方法的书，应该符
合这样四条标准：可信，易读，实用，注重治疗。通过阅读，读者不仅可以对自闭症及其他严重的发
展性智力障碍有系统的了解，而且能够学得积极治疗的方法。黄伟合博士是一位具有多年临术经验的
行为心理学家，他长期从事对于自闭症及其他严重的发属性智力障碍的理论研究和咨询工作，经常为
自闭症患者家长亲友及专业人员做面对面的讲座。《儿童自闭症及其他发展性障碍的行为干预》这本
著作是他多年研究和实践的结晶，完全达到了可信、易读、实用、注重治疗这样四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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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黄伟合，男，于1956年2月生于中国上海。1981年12月毕业于安徽大学哲学系统获哲学学士学位。1984
年12月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获哲学硕士学位。1989年赴美国留学深造。1989年8月至1997年7
月就读、毕业于美国南伊利诺州大学哲学系和康复学院并先后获得哲学博士、行为心理学硕士和康复
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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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语言应用能力的障碍　　语言能力与语言应用或交往能力还不完全一样。有的儿童因年幼而
语言能力较低。但他们仍然可用有限的词汇进行有效的交往，如表达自己想要或不要什么东西等等。
与此相反，有的自闭症儿童已经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但其使用语言进行交往的能力却有相当大的缺
陷。许多文献都有记载，在自由活动的环境中，自闭症儿童说话的频率与种类比正常发展的儿童要低
得多。他们似乎不知道怎样去开始和持续话题。例如当别人问到他们是否喜欢某样东西时，他们的回
答往往只是“是”或“不”，然后便没有下文了。与此相应，自闭症儿童的倾听和理解的能力往往也
较低。在语言交往中他们有时自说白话，有时问而不答，不懂得轮流说话和礼貌待人。　　有些自闭
症儿童说话的频率并不低，但经过仔细地观察可以发现，在他们的话语中是发问多而回答少。他们提
的问题有时真可谓是喋喋不休。这些问题的真正作用往往不在于得到回答或信息，而可能是要引起别
人的注意。而当别人问他们问题时，他们或是简单回答，或是答非所问，很少能提供恰当而足够的回
答或信息。也有些自闭症儿童，在涉及到自己感兴趣的话题时可以讲个不休。否则的话则无话可说。
总之，自闭症儿童在语言应用或交往能力方面，既可　　以是迟滞的，也可以是古怪的。而究其原因
，既是一种语言的障碍，同时又与其认知能力的缺陷有关。　　三、语言的重复　　语言重复，也就
是儿童对他人话语的复述的现象，也许是自闭症的一个最具特色的病症。语言重复具体又可分为即时
语言重复和延迟语言重复两种情况。即时语言重复是自闭症儿童在他人说话以后立即重复人家所说过
的话。举例来说，妈妈问她患自闭症的儿子：“小刚你饿吗?”她儿子也说：“小刚你饿吗?”与此不
同，延迟语言重复指的是自闭症儿童在别人说话后过一段时间再重复这些话语。比如妈妈曾对其患自
闭症的儿子说过：“别把门锁了。”等到晚上睡觉时妈妈让她儿子上床，他可能会重复说，“别把门
锁了”，而其实际意思却可能是说“不”。由此可见，语言重复有时有其特定的作用，尽管表达的方
式非常古怪。1970年代和1980年代间学术界对语言重复的这种作用没有认识。现在一般认为，自闭症
儿童往往在不了解别人的　　问题或要求时会有即时语言重复的现象。而当他们学会在这种情况下如
何反应后，这种语言重复的现象就会减少。　　从发生学的角度说对为什么自闭症儿童会有语言重复
的问题，现在还没有确定的答案。但有些实证性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的社会认知能力与正常儿童的
社会认知能力相比，有着不同的发展次序。例如在正常儿童那里，一般是先发展出共同注意能力，然
后才发展起模仿能力。而在自闭症儿童那里，共同注意能力是一大缺陷。换句话说，他们往往先发展
起模仿能力，然后才会慢慢地发展起一点共同注意能力；而在有些自闭症孩子那里，则几乎没有这种
共同注意能力。当自闭症儿童在其语言发展过程中仅仅依赖其模仿能力而没有将其与共同注意能力相
结合时，他们的语言往往具有机械重复的特点。　　应该指出，并非所有自闭症儿童都有语言重复的
问题，也不是所有表现出语言重复的儿童都是自闭症儿童。许多小孩在初学语言时都或多或少地模仿
大人讲过的话。但在正常儿童那里的语言模仿，其内容往往都是非常有限，例如模仿一些超出他们语
言能力的词汇。而且这种语言模仿表现出来的时间也很特定，例如在小孩2岁左右开始学话时。而在
自闭症儿童那里，语言重复的现象往往有其普遍性和持久性，需要经过特定的治疗才会慢慢地减少。
　　　　第二节　自闭症与脆性X综合症　　早在1943年，Martin和Bell就对通过对一个家族的系谱分
析发现了该家族有11名男性和一名女性患有弱智。他们进而推测可能是由于与性染色体有关的基因问
题而导致了这种弱智的特殊分布。这一报告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很大反响。到了1977年，澳大利亚的学
者Grant Suthedand进一步发现，可能是人类X染色体尾端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导致了这种有家族性而
在男女中有不同分布的弱智的形成。由于这一文献及其后相关研究的影响，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
中有大量的有关这种特殊弱智的报告涌现出来。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这种弱智正式地被命名为脆性X
综合症。　　脆性X综合症属于弱智中的一种-。其流行病学的特征是，患病率在男性中比在女性中高
。即在男性中约为2500到1250中有一人受影响；而在女性中约为5000到1600中有一人受影响。本节拟对
脆性X综合症的病因和表现，自闭症与脆性X综合症的关系，以及对脆性X综合症患者进行干预的一些
基本原则，作些述评。　　一、脆性X综合症的病因和表现　　脆性X综合症是由于在人体内X染色体
的形成过程中的突变所导致。在X染色体的一段的DNA，由于遗传的关系有时会发生改变。一种为完
全改变，另一种为DNA过度甲基化。如果这两种改变的程度较小，那么患者在临床表现方面可以没有
特殊的症状或者只有轻微的症状。反之，如果这两种改变的程度较大，就可能出现如下所述的脆性X
综合症的种种症状。　　首先，在生理及体形方面，脆性X综合症的患者往往有明显可辨的特征。例
如，他们一般面形较长，双耳明显超大，前额和下颌突出，嘴大唇厚。到了青春期后，男性的脆性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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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症患者的睾丸比常人要大。由于他们在认知和社交方面的严重缺陷，导致他们往往较少有两性方
面的要求。脆性X综合症的患者中还有许多人有高血压，这可能与他们所有的比较普遍的焦虑心态有
某种联系。另外，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脆性X综合症的患者，同时又会有癫痫的病史。　　在认知方
面，脆性x综合症的患者往往具有弱智的症状。例如在男性中，有16％的患者有极重度的弱智，28％的
患者有重度的弱智，46％的患者有中度的弱智，7％的患者有轻度的弱智，其他则处于边缘性或正常的
智商状态。而在女性中，具有弱智的患者的比例较低，极重度和重度的弱智为8％，中度和轻度弱智
的为30％左右，其他大部分的X染色体有突变的女性都有边缘状态或正常的智商。除此之外，脆性X综
合症的患者往往对于由声音为媒介的抽象复杂信息的处理能力较低；而对于物体图像的记忆能力较强
。　　在语言方面，大部分脆性X综合症的患者都能说话。但是，他们常常会不断地重复同样的语词
和话题，说话较快而含糊不清，因而往往较难为他人所理解。不少时候，他们还会发出一些没有意义
的声音。由于许多脆性X综合症的患者都有多动的倾向，所以他们在实际的语言交流过程中，往往难
以围绕一个话题而展开对话讨论，同时在交谈中常常有易于冲动和缺乏必要的克制问题。　　　　一
、坐的训练　　训练要从最简单的行为动作开始。这样教者与孩子都有最大的可能性获得成功，从而
为以后更为复杂的训练打好基础。因此，对自闭症儿童的坐的训练，往往成为干预的第一步。当然，
其假设是该孩子在没有训练以前不能好好地坐下，从而妨碍着其他方面的学习。以下是坐的训练的基
本步骤。　　第一，教者选择恰当的小椅子，并把它放在孩子的身后。教者要准备一些该孩子非常喜
欢的奖励物品，如小块糖果或饮料等。　　第二，教者发出“坐下”的指令。同时可以用手帮助孩子
往下坐好。　　第三，一旦孩子坐在小椅子上，教者立即说“坐得真好”，同时，教者给以适当的奖
励(如喂孩子一小口橘子水或亲孩子一下)。　　第四，然后教者让孩子站起来，必要时可以给以帮助
。在孩子站好后，再重复以上步骤。　　第五，在此过程中，逐渐地淡出对孩子的辅助和奖励。同时
慢慢地增加孩子与小椅子的距离。　　第六，如果孩子想擅自离开小椅子，教者要坚持把孩子放回到
椅子上去，以使孩子明白必须得到许可才能离开。　　在孩子能在一个环境、按照一个教者指令完成
以上步骤后，训练应换在其他环境、由其他教者来进行。以便将此培养成为自然的行为。　　二、眼
光接触的训练　　自闭症儿童往往避免眼光接触。这样，不仅妨碍了他们的学习，而且使他们显得与
众不同。眼光接触的训练，因而非常重要。　　第一，教者与孩子面对面地坐在小椅子上。教者要准
备一些孩子非常喜欢的奖励物品。　　第二，在每五秒(或十秒)的单元中，教者叫该孩子的名字并说
“看着我”。只要孩子刚刚看到教员的眼睛，教者立即说“看得很好”同时给以适当的奖励。　　第
三，如果孩子两次对指令没有反应，教者可停顿五秒钟，如扭头旁顾。然后再给指令。　　第四，如
果孩子一再没有反应，教者就要给以辅助。教者可在说“看着我”的同时举着一小块糖，慢慢移到教
者与孩子眼睛的中间。只要孩子的目光随着糖块转移而刚刚看到教员的眼睛，教者就给以奖励。如果
这时孩子还不看教员的话，教者也可采取用手轻轻地把孩子的脸抬起来看教员的方法给以辅助。　　
第五，在孩子能连续十次左右按指令看教者后，教者要慢慢地减少辅助。比如逐渐地将糖块藏在教员
的手中，或延迟给辅助的时机，或只奖励没有辅助的眼光接触等。　　第六，为了增加眼光接触的时
间长度，逐渐增加从孩子开始看教者到教者给奖励的时间长度。教者可在心里先数到二，再到三，再
到四，然后才给奖励。　　第七，教者然后可在作上述训练的同时慢慢地增加自己与孩子的距离。教
员也可将这种方法扩大到其他各种场合。例如在玩的过程中教孩子增加眼光接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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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　　作为一个几乎天天和自闭症患者打交道的行为心理学工作者，我常被问及这样两个问题：
一，自闭症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疾病?二，对自闭症(及其他严重的发展性智力障碍)究竟有没有有效的治
疗方法?提问题的不仅有自闭症患者的家长亲属，护理人员，教师同学，社会工作者，而且包括专业治
疗人员。由于自闭症病因的神秘性，其治疗的艰难性，自闭症患者的家长及专业治疗人员迫切需要获
得关于自闭症特别是其治疗方法的知识。黄伟合博士的这本著作《儿童自闭症及其他发展性障碍的行
为干预》，就是为具有这种需要的广大中文读者所写的。它是第一本用中文全面系统地阐述有关自闭
症及其行为治疗方法科学知识的专著。　　自从“自闭症”这一名词首次出现在医学文献中，至今不
过60年时间。而对这一几乎像谜一样的疾病的研究，却已积累起浩如烟海的文献。据不完全统计，在
美国用英语出版的图书中，仅在书目中带有“自闭症”一词的，就有500余种。关于自闭症及其治疗方
法的研究论文，多达数千篇之巨。而且，新文献还在不断涌现。正因为此，要回答上述两个问题，特
别是第二个问题，就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了，需要一本简明扼要的科学专著。一本以广大自闭症患者
家长亲友及专业治疗人员为读者对象、介绍自闭症及其治疗方法的书，应该符合这样四条标准：可信
，易读，实用，注重治疗。通过阅读，读者不仅可以对自闭症及其他严重的发展性智力障碍有系统的
了解，而且能够学得积极治疗的方法。以这样四条标准来衡量，即使在众多的英语自闭症专著中，能
够完全符合这些标准的也是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论及对自闭症的认识特别是治疗时，
著者往往难以在讨论知识与技术之间取得平衡。例如，行为干预(应用行为分析)是目前被权威的美国
国家精神健康研究院(NIMH)认定推荐的有效的自闭症治疗方法(见NIMH Autism，NIH Publication No
．97-4023)。几乎每一本介绍自闭症的书都会提及行为治疗方法。然而，不少著者本身不是具有临床
经验的行为心理学家，在论及具体的分析治疗　　程序及操作时，往往泛泛而谈，缺乏可操作性。而
著者本身是行为心理学家的，其论述又常常过于技术化，专业名词堆砌，难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和应用
。要写出一本可信，易读，实用，又注重治疗的自闭症行为治疗指导手册，其本身就是一种挑战。黄
伟合博士是一位具有多年临床经验的行为心理学家，他长期从事对于自闭症及其他严重的发展性智力
障碍的理论研究和咨询工作，经常为自闭症患者家长亲友及专业人员做面对面的讲座。这本著作是他
多年研究和实践的结晶，写得深人浅出，实用性强，完全达到了可信，易读，实用，注重治疗这样四
条标准。它在把握知识与技术论述的平衡时恰到好处，使得科学性和实用性完美结合，即使与优秀的
同类英语专著相比，也显得丝毫没有逊色。　　如果流行病学研究最终证实，自闭症及其他严重的发
展性智力障碍在各大人群中的分布是均匀的，那么仅中国患者的人数就应该超过美国患者的五倍，而
全世界华人中患者的人数则会更多。以此推想，需要获得自闭症及其治疗方法知识的中文读者的人数
应以百万计。然而目前用中文出版的有关自闭症行为干预的专著却几乎还是空白。对于不具备阅读专
业英语能力的华人家长和专业人员来说，要想帮助患自闭症的孩子或病人，可以说是难上加难。黄伟
合博士的这本著作填补了这一空白，使得广大不具备英语阅读能力的读者，也能通过中文了解自闭症
的最新研究成果及有效治疗方法。这不仅帮助了自闭症患者及其相关人员，推动了华人中自闭症的防
治工作，对于广大华人的精神健康事业，也无疑是一大贡献。　　与黄伟合博士结交十余年，常常为
他那种敢为天下先的闯劲所感动。1995年，他率先赴大陆对自闭症及严重的发展性智力障碍进行多项
合作研究，取得累累硕果。2001年，他义成为第一位获得国际行为分析协会国际研究基金资助赴大陆
传播门闭症治疗知识的学者。如今他为中文读者写出了第一本关于自闭症行为治疗的专著。我相信这
本专著一定会在与自闭症患者相关的读者中广泛流传，广泛应用，并且成为自闭症行为治疗的一本专
业工具书，进入华人社会的家庭、学校、医院、医学院、图书馆和高校研究生院。　　周立明博士　
　美国执照行为分析家　　2003年5月写于田纳西州孟非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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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儿童自闭症及其他发展性障碍的行为干预》是作者多年研究和实践的结晶，完全达到了可信、
易读、实用、注重治疗这样四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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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還不错
2、与我论文的内容有关
3、指导书，有参考价值
4、书本质量有点差，中间有两页脱出来，希望以后寄书时帮检查一下，给本质量好的书。
不过书写得不错，可以给患自闭症的家长做专业指导。
5、10年4月买的，黄伟合的书很用心，给我们颇多启发。那时我是班里第一个买的这书的，后来同学
看了觉得很好，就都拿着书去南林大复印去了。
6、不错.实用性很强
7、对于教师还是家长都有帮助
8、很好很实用的译本书.感谢作者的贡献,宝贵的东西呀.极力推荐!
9、写的浅显易懂，里面有很多方法很适合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和教师使用。
10、挺不错的书~~~
11、小雨人
12、这是目前国内写得最好的一本自闭症专著，里面介绍了自闭症特征及干预方法等，特别是初学者
和自闭症家长的入门手册。所以书中内容只限于入门的，所介绍内容较为浅层的说明和介绍，如果要
有更深的操作性的知道，本书是尤显不足的！总的来说，它里面的内容还是很丰富的，值得一看！
13、贴标签还是挺可怕的。
14、了解自闭症的入门读物
15、一般了解
16、和《用当代科学征服自闭症》配套使用，更简洁，但是没有那本系统论述感强。
17、书不错，但心情好不起来。
18、此书适合大众阅读，很好，支持
19、作为特殊教育工作者，我不仅将此书推荐给同行、自闭症患儿家长，也推荐给其他智力有障碍儿
童的家长，因为其中不少行为干预的方法不仅有理论依据，而且具有实用性，关键在于“贵在坚持”
四个字。感谢作者的辛勤劳作与奉献。
20、冷门课题 值得研究
21、多些实例就好，看了头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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