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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性发育障碍，属于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亚型。
患有这种疾病的孩子在语言发育、社会人际交往和行
为方式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一些障碍。在众多干预方法
中，“关键反应训练”日益展现出它的实用性。它的
理念特别强调孩子的动机，在自然环境中教授功能性
的语言和技能。

接下来，我将以生活中实际接触到的特殊学生张
某某为例，阐述如何运用这种方式，来引导鼓励他开
口说话，尝试学习更多的词汇，努力准确地发出字词
的读音。

一、个案描述
（一）基本情况
张某某的母亲孕晚期有缺氧现象，出生时难产。出

生后各项生长指标发育落后，坐爬站走等运动发育晚。
语言发展尤为差，三岁才开口说话。由于家里的重视，
张某某一直在特殊机构进行康复训练，目前已进入小学
一年级随班就读了一年。虽然张某某已经缓读了两年，
但他的学习能力和生活能力还是远远不及普通学生。

（二）具体表现
张某某的注意力持续时间非常短，即使对感兴趣

的事物也只有几分钟，而且易中断走神，任何一个在
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事物都可能吸引他。此外，视觉
观察能力弱，很难控制住自己连续性地注视同一个目
标。在手部精细动作上也有一定缺陷，不能独立完成
书面作业，需要老师手把手辅助。 

二、策略构想
（一）找到“孩子的选择”
正常发展的孩子总是怀着满满的兴趣去接触世

界，这些能表达出来的兴趣正是学习的动机。而社会
性发育障碍儿童的动机则常常隐藏在生活中，需要长
期的观察与寻找。

“孩子的选择”与普通常见的强化物不同，它特
别强调了刺激作用。例如，当李某能读出卡片上的词语
时，给予喜欢的橘子。这里的橘子只有强化物的作用，
因为卡片与橘子并没有关系。如果把孩子的选择加入学
习过程中，用橘子作为教学环节的刺激物，这样能帮助
他理解说的词语与这样东西是有紧密关联的。

根据长期的观察与调查，针对张某某的“孩子的
选择”的调查如下：香蕉、透明胶、纸片、玩手指、
球、纸杯等。

（二）设置目标与任务
特殊儿童的学习目标常常都是十分单一枯燥且

困难的。所以在决定任务时可以同时使用“维持性任
务”与“习得性任务”。即把困难的“习得性任务”
穿插在多个重复的、易于成功的“维持性任务”之
中。如果孩子连续获得胜利，有了成就感之后，就会
出现“行为惯性”，使他更乐于挑战困难任务。

根据张某某的实际情况，我设置了如下任务：
“维持性任务”：能说出“纸片、纸杯”。
“习得性任务”：能说出“透明胶”。
三、策略实施
（一）具体步骤
1.将纸片、纸杯、透明胶分别放在三个盒子里。
2.随机出示纸片或纸杯后，若正确说出词语，即奖

励玩该刺激物一分钟。发音不清晰则玩耍时间减半，
不发声则重复问题，再不发声则提示读法。

3.重复“维持性任务”三次后，出示“透明胶”，
并口头示范词语：“透明胶。”只要有尝试说词语的
行为，无论准确与否都给予奖励。

4.继续重复“维持性任务”，中间穿插“习得性任
务”。具体次数视学生情绪而定。

（二）强化
尝试比完美来得更加重要。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

沟通不是他们的兴趣。我们引导他们说话的过程，实际
上就是在要求他们一整天都进行无比困难的社交沟通任
务。因此，不管尝试的结果怎样，每一次努力都应该给
予奖励强化。在实验过程中，张某某即使只给出了近似
的读音，我也会在重复正确读音后给予玩耍时间。只有
完全读错，把“透明胶”读成了以前的惯有错误“黏糊
糊”时无奖励，只重读了正确读音。

四、总结
关键反应训练是为了在自然环境中执行而设计

的，为了能让社会性发育障碍儿童参与到为正常发展
的孩子提供的各种活动中。这意味着孩子能最大限度
地参与到学校班级中，参与到常规的教学课堂中，甚
至更多的公共环境中，力求特殊孩子能得到同样的关
爱与经历，所有孩子都能在一起学习和游戏，在自然
环境中获得同样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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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关键反应训练强调孩子的动机，在自然环境中教授语言和技能。这种方式从“孩子的选择”出发，
设计干预过程，在简单的“维持性任务”中穿插困难的“习得性任务”，充分激发儿童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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