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仿说对提升自闭症幼儿口语要求能力的成效研究
*1

熊利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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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重庆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重庆 4013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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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要求作为语言行为的一种，对自闭症幼儿表达自我需要以及同外界沟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研究

以一名自闭症幼儿为个案，采用单一被试实验法的 A－B－A 设计，旨在探究仿说对于提升自闭症幼儿口语要求能力

的效果。研究结果显示仿说能较好提升自闭症幼儿的口语要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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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自闭症(autism)又被称作孤独症或自闭症谱系障碍，是一种发生在儿童早期的广泛性发育障碍。美国精神医学学会 2013 年

发布最新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标准，将其核心症状概括为:(1)社交沟通方面存在持续性缺陷;(2)受限或重复的行为模式、兴

趣或活动。
［1］7

自闭症儿童的社交沟通缺陷使其无法顺利与外界沟通，甚至最基本的自我需求都无法表达，严重影响其生活和学

习。

要求(mand)，是心理学家斯金纳根据语言功能划分的 6种语言操作行为(要求、命名、复诵、交互式语言、逐字读和转录)

中最基本的一种。斯金纳将其定义为发生在动机出现的环境下，并以强化物得以满足为目的的重要言语行为，主要表现形式为

“我想要 XXX”
［2］

。Sundberg 和 Michael
［3］

认为，要求不需要社会强化，对儿童有着特别的价值，应该作为首先教给自闭症儿

童的语言行为。同时，家长和教师也深受自闭症儿童要求这种最基本能力欠缺的困扰，因为大家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想做什

么，长此以往，导致自闭症儿童以问题行为表达需求。因此，要求即需求表达训练成为自闭症儿童沟通训练的关键领域之一。

针对无口语或口语非常有限的自闭症儿童，国外大量的研究集中在运用扩大与替代沟通手段(AAC)训练他们表达需求的能力。

冯雅静和胡晓毅
［4］

在一篇研究综述中，仅选取国外 2000 年后在同行评审期刊上发表的运用 AAC 对自闭症儿童需求表达能力进行

单一被试干预研究的文献就有 21 篇，其中 15篇中的被试使用 AAC 表达需求的能力显著提高。胡晓毅及其研究团队
［5］［6］

也在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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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做了一些探索，结果显示被试使用 AAC 表达需求的能力提高，甚至有的被试运用口语表达需求的次数也有所增加。

要求可以以口语或非口语的形式发出，但口语要求更便捷、精准，适用范围更广。即使对无口语或口语有限的自闭症个案，

运用 AAC 进行需求表达也只是阶段性目标，在可能的情况下，研究者和家长都希望他们能发展出更便捷的口语沟通方式。有口

语能力的自闭症，也可能因沟通动机缺乏，或无法将语义与语音有效连接，而较少主动用恰当的口语表达需求。因此，通过增

强物调查，找到自闭症儿童喜欢的人、事物和活动，引发其沟通动机，并施以强化，满足其沟通的功能尤其重要。同时，在语

音与对应的事物间建立联系也必不可少，而仿说增强物的名称能很好达到上述目的。

模仿是儿童学习生活、学习语言的基础，是幼儿获得语言的最初方式，语言模仿是儿童模仿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7］

。通过模

仿环境中的语言，幼儿很快习得母语。当然，这种模仿并不是如美国心理学家阿尔波特所认为的那样，仅是成人语言的机械模

仿，而是有选择性的，只要功能上相似即可。
［8］

仿说即模仿他人所说的话，既是母语学习的重要形式，实践中也被广泛运用于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和沟通训练。大量研究显

示，仿说有助于提升自闭症儿童的互动性语言。
［9］［10］［11］［12］［13］［14］［15］

其中部分研究比较了仿说和其它提示策略的效果，研究

结论不一。陈志良
［14］

发现命名提示和仿说提示效果相当，牛瑞花
［15］

的研究结果表明，仿说和仿说结合命名的提示策略都能增

进自闭症儿童互动性语言，但仿说即时效果更佳。要求作为更基础的语言行为，仿说应该也能提升其水平。Kodak 等
［16］

的研究

表明，要求结合仿说和命名结合仿说策略能引发单纯的要求或命名训练无法引出的自发要求和命名(unprompted mands and

tacts)。开宜萍
［17］

提到通过模仿、仿说促进了自闭症儿童的语言和沟通技能的发展，但未做严谨的实证研究，也未具体针对要

求这一语言行为。邵伟婷等
［18］

将 PECS 和语言行为训练法(主要采用复诵即即时仿说带要求的策略)结合训练一名无口语低功能

自闭症儿童，一年的训练后个案沟通能力有了较大的提高，在要求方面，能用口语要求“好多鱼”“陈皮”等几种个案长期喜

欢吃的东西。但大量研究证明，PECS 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儿童的口语发展，所以个案能使用口语提出要求是 PECS 的功劳还是仿

说的作用在该研究中并不能清楚界定。

总的来说，实践中仿说常用于教导自闭症儿童表达需求，但很少有系统的设计和实证本位的研究支持。因此，本研究采取

单一被试实验研究法，以一名自闭症幼儿为被试，以仿说为干预手段，以提升被试运用口语表达要求为目的，调查儿童的强化

物，系统设计干预计划，严谨实施干预并搜集数据，以考察仿说是否能有效提升自闭症儿童口语要求能力。

二、研究过程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一名在重医附属儿童医院诊断为自闭症的 2 岁 2 个月男孩小爱(化名)，现就读于重庆某自闭症康复研

究中心。自确诊后，作为大学教师和中学教师的父母阅读大量自闭症相关书籍，积极参加各种培训和讲座，共同承担着照顾和

康复小爱的责任。

根据《自闭症综合行为评估表》的测试结果并结合平时观察和对家长的访谈发现，小爱粗大动作和精细动作发展达到同年

龄儿童的水平。总的来看，沟通方面非语言要求与反应发展较好，具有一定听－接受性的能力，有部分说－回答问题的能力，

有部分使用文法规则沟通的能力;具体到要求和口语表现来看，能够用非口语(用手指)方式要求想要的物品，能发

baba/mama/pian(薯片)/haite(海苔)之类的音。而且个案有一定的模仿能力，说明个案具有发音的能力和学习所需的模仿力，

所以研究者将干预目标确定为通过干预能够用口语要求喜欢的物品。

(二)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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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采用单一被试实验法中的 A－B－A 倒返设计，包括基线期、干预期和维持期三个阶段。研究的自变量是仿说干预，

因变量是自闭症幼儿独立口语要求的能力。因变量的操作性定义为: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独立用口语要求想要的物品。整个研究

在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开展，干预人员和记录者确定，以尽量减少无关变量的影响。

(三)研究工具

1．自闭症综合行为评估表

此表由台湾彰化师大凤华教授团队参考斯金纳的语言行为及夏福尔等的发展概念编制，可评估 0－12 岁儿童社会情绪、沟

通、认知、适应行为及动作发展五大领域情况，评估结果可适用于课程设计。本研究主要用于评估被试的沟通情况。

2．增强物调查表

选用凤华教授团队所编的《增强物调查表》，以了解被试的偏好，以作为干预的内容和干预的增强物。

3．自编独立口语要求记录表

记录被试在基线期、干预期和维持期独立运用口语要求喜欢的物品的次数，为研究结果的呈现和分析提供数据支持。

(四)干预过程

1．确定干预计划

要求可分为简单要求(要求喜欢的物品或事情，要求不见了的物品或去除厌恶的事情)和对信息的要求两大类，本研究的被

试为年龄尚小的幼儿，所以从要求喜欢的物品开始训练。从前述的评估和观察访谈结果可知，个案具有发音的能力和学习所需

的模仿力，所以干预目标确定为:独立运用口语要求自己想要的物品。

个案想要的物品既是干预中要求个案仿说的内容，也是干预的增强物，所以必须是个案非常想得到的东西，这样才能引发

他的要求动机。通过《增强物调查表》了解个案喜欢的物品和活动，最喜欢的前 7种为:棒棒糖、牛肉干、鱼干、滑滑板，开小

火车，躲猫猫和能发声的玩具。在干预的过程中，个案的喜好物有所变化，为维持其沟通的动机，根据干预者的观察和与家长

交流，陆续增加了海苔、薯片、巧克力、小仿说可以是对语音、字、词、句子的模仿，可以是即时的、完全的仿说，也可以是

即时的不完全仿说甚至延时仿说或选择性仿说。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本研究中的仿说指对字、词的即时仿说。至于口语的质

量，本研究并不要求很高的清晰度和精确度，只要个案能说出与增强物名称接近的音，能被干预者和家人理解即可。如用“片”

代替薯片，海苔发成“hǎite”都是可接受的。猫、警车、敲球台等。

确定干预目标和干预内容后，先不进行仿说干预，在基线期，在确定的时间段每天(共 8 天)观察记录个案独立用口语要求

的情况;再对其进行为期两个月的仿说干预(每周 4 次课，每次课 15 分钟)，观察记录个案在 15 分钟内独立要求的次数;之后撤

除干预，进入三周的维持期，在确定的时间段每天(共 12 天)观察记录个案在自然情境中独立用口语要求的情况。本研究中，只

有个案在没有协助的情况下自己说出想要物品的名称才能算作独立口语要求。

2．实施干预

(1)基线期



4

基线期为期两周，每周 4天(周一、二、三、四)，共 8天，每天 15 分钟，时段固定。教师呈现多样个案喜欢的物品，让个

案在有动机的情况下选择。个案选择后不能立即得到物品，需等待 2S。教师观察 2S 内个案是否会说出想要物品的名称，若个案

2S后说出想要物品的名称，则记为独立口语要求;若个案 2S 后没有说出想要物品的名称，则让个案完成一个简单的任务(如拍手)

后再给他，此种情况记为未独立要求。

(2)干预期

干预期为两个月，每周 4天，共 32天。干预过程中，教师呈现多样个案喜欢的物品，让个案在有动机的情况下选择，个案

选择后不能立即得到物品，需等待 2S。若个案在 2S 内说出该物品的名称，则给予个案该物品，并记作独立口语要求;若个案在

2S后没有说出该物品的名称，则教师说出该物品的名称“XX”，个案仿说后可以得到该物品，此种情况记作未独立要求。干预

时间为每周一、二、三、四的上午 9:30－9:45。干预的初期，增强物近距离呈现给个案，随着干预的进行，逐步增加学生和增

强物之间的距离，直到个案视线内看不到增强物时也能说出该物品的名称。

(3)维持期

维持期为三周，每周 4 天，一共 12 天。此阶段不再提供仿说干预，每天在固定时段在自然情境中观察 15 分钟，记录个案

独立要求的次数，以考察干预的维持效果。

三、研究结果与分析

本次干预研究从 2016 年 10 月中旬持续到 2017 年 1 月下旬，收集了 52天的数据，其中基线期 8天，干预期 32天，维持期

12天。

表 1 研究对象各阶段独立口语要求平均次数

阶段 基线期

干预期

维持期

总平均 1-2周 3-6周 7-8周

均数 2.88 10.59 7.25 9.44 16.25 1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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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1 和图 1 可以看出，个案在基线期独立用口语要求物品的次数非常少，保持在 2－4次，平均仅 2．88 次。说明个案有

一定意识用口语表达自己的要求，但还处于极低的水平。

随着仿说策略的介入，个案独立用口语要求物品的次数随之有波动，但整体呈上升趋势，整个干预阶段平均达 10．59 次，

与基线期相比有了明显的增加。从干预期的不同阶段看，刚开始介入仿说时个案独立要求次数一般为 4－6次，到第二周最后一

天达 13 次，前两周平均 7．25 次。3－6周稳步增长，平均达 9．44 次。最后两周增加迅速，平均 16．25 次，最高 22次。说明

仿说策略能有效地促进自闭症幼儿独立用口语要求物品。干预后期的增长速度较干预前期明显加快，可能是因为干预到一定时

间，个案的要求能力有了一定的积累，为后期的干预提供了基础。干预后期有两个明显的下降点，第一次明显下降可能与个案

生病，动机和情绪都不在状态有关。第二次可能是因为增加了增强物和个案之间的距离，甚至是增强物不在个案的视线内，个

案需要时间适应。

维持阶段，个案独立口语要求次数最初有个明显的下降，最低值为 6，和刚开始干预时的水平相当。这样的结果可能与突然

撤除干预，个案还未适应过来有关。之后迅速上升，保持在 10 次以上的水平，平均 13．33 次。虽然低于干预后期的水平，但

与整个干预期相比有了较大的提升。维持期的数据是在自然情境中获得的，说明运用仿说策略提升自闭症幼儿口语要求能力具

有一定的维持和迁移效果。

四、研究结论与建议

研究结果表明，仿说能有效提升本研究中的自闭症幼儿独立用口语要求喜好物品的能力，并具有即时和维持效果。但本研

究仅一名研究对象，个案仿说的物品名称也有限，且因研究时间限制，并没有做跨情境的实验研究，所以结果要审慎推广。以

下为本研究总结的一些值得类似研究借鉴和后续研究探索之处。

(一)充分利用增强物调动自闭症儿童的沟通动机

自闭症儿童沟通上最大的问题在于沟通动机缺乏，通过增强物调查所选择的增强物应该是他们最喜欢的物品或活动，能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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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调动他们的沟通动机。本研究的干预之所以获得较好的效果，干预内容为能引发儿童强烈沟通动机的增强物，此物功不可没。

另外，儿童喜欢的东西会随时间变化，干预者和父母要敏于发现，即时做出调整。

(二)积极引导家长参与

自闭症幼儿的干预应是高强度，他们可能终身都需要干预。本研究干预时间非常有限，也未做多情境的泛化干预，可能导

致个案已具有的能力因得不到继续干预而退化。因此，可以教给家长干预方法，在教师干预时家长可以协助，其它时间家长作

为主力对孩子实施干预，以保证个案干预的强度，加速个案习得新技能。家长可以随时随地开展干预，这种跨情境、生活化的

干预更能起到泛化的作用。

(三)后续研究值得探索之处

本研究只做了一名自闭症幼儿的仿说介入，效果不错。首先，这一方法是否适合其他特征类似的自闭症幼儿?后续可选择更

多个案，做跨被试的单一被试实验研究。其次，干预所学能力用于实际生活中更为重要，研究还可拓展为跨情境，尤其是自然

生活情境中的干预研究。再次，因为个案的特点和时间的限制，本研究仅要求个案仿说增强物的名称，且未要求语音的精准。

后续研究可以将要求和语音矫正结合，逐步提升儿童语言的清晰度。也可以考虑口语能力较高的个案，从语言维度深入下去，

从字词到简单句甚至复杂句。第四，探索仿说和其它策略结合提升自闭症儿童要求能力的效果。前文提到有仿说和要求或命名

结合能引发单纯要求或命名训练无法诱导出的自发要求和命名，但该研究并未探索单独的仿说策略是否也有此效果。牛瑞花比

较仿说和仿说加命名策略对自闭症儿童互动性语言的效果，结论是都有效，只是仿说即时效果更佳。那么，在要求这一语言行

为上不同的策略效果如何，有必要做更多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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