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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你的孩子！

这本小册子简单介绍一下如何帮助你支持你的孩子。

每一个孩子都是独特的 -使用你认为是最适合你的孩子和你的家庭的理念。

你可以帮助孩子把他/她所有的潜力发挥出来不

仅是在社交上还在学习上，原因是你（能够）：-
		对孩子进行观察和了解

		和孩子交谈并倾听孩子的话

		听懂孩子在说什么

		欣赏孩子

		无条件地爱孩子

每一个儿童都有自己喜欢和不喜欢的事

情/东西，有自己的需求和天赋。对于有

自闭症的儿童来讲，同样也是如此。

利用并发挥你孩子的兴趣、 

技巧、优点和积极的一面。

通过了解何时给予支持以及何时静观其反

应的办法，帮助孩子变得独立。

保持良好的工作

  和跟你的家庭成员以及和孩子在一起的其他人分享信息和主意 - 特长、兴趣、 

激励因素、生活规律、哄孩子的策略，以及孩子的行为。

  制作一个关于你孩子的钢笔画像/介绍档案，以便和他人分享（参见下页）- 让你

的孩子参与这项制作。

  努力和介入你孩子的生长发育工作的其他单位（人员）建立良好的关系，比如，

学校、有组织的活动和俱乐部、医生和牙医。

通过表扬和简单的奖励来庆

祝孩子的特长和成功（无论

大小）

从健康、教育、社会服务、支持

小组、网页、书籍和杂志等渠

道，得到更多的信息来帮助你的

孩子，并增加你的知识和理解。

牢记一点 – 他/她仍旧是你的

孩子。在你的孩子的问题上， 

你是专家。 



3

帮助我平静下来的事情（东西）：

医疗方面的信息：

如果我变得担忧或者烦恼，我有可能会通
过...的方法来表现出来我不喜欢做的事情：

我对你的了解会更好，如果你 ...

我擅长：

名字： 我的照片

生日：

我喜欢吃或喝的东西： 我喜欢的东西是：

我希望在 ...方面做得更好一些

我喜欢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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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际

处理口语或者书面语对于你的孩子来讲有时可能有困难。许多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所理解的事情看上去比实际要多， 

尤其是当他们的英语口语水平不错的时候。交流既可以是言语的（我们的说话），也可以是非言语的（我们不通过 

说话而传递的信息）。

你可能注意到的交流差异或者困难包括：
口头的 非口头的

Ø 可以使用不同的腔调

Ø 重放节目、电影或者重述故事

Ø  对口语的处理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

Ø 对言语可能有一个完全是字面上的理解

Ø 没有“听懂”话里的幽默或者讽刺

不太理解：

Ø 眼神接触

Ø 身体语言

Ø 面部表情

Ø 微妙手势

Ø 个人空间

你可能需要改变和你孩子沟通的方式

Ø  叫孩子的名字来吸引孩子的注意力

Ø  使用简短语言 - 清楚、简单、没有歧义

Ø 小心从字面上来理解

Ø  说出的话要表达你的意思， 
你表达的意思应该是你所说的话

Ø 把指示分解成更小的片段

Ø 给予思考时间

许诺的事情就要兑现，如果答应的这件事情实际 

上不会发生的话，像这样的说法有可能造成问题： 

“如果有时间的话；以后吧；到周末吧；一会儿； 

明天吧。”

用帮助视觉的物品作为永久性的提醒工具：

Ø 日历、每日/每周的时间表

Ø 在房间/设备的区域粘贴标签

Ø 用计时器显示做某一活动使用的/剩下的时间

Ø  用清单/照片/绘画显示某个时候计划做的特定时期， 

比如，早上，睡觉时间或者洗澡的生活作息

做支持视觉的工具时要适合（孩子的）年龄， 
并将其做得实用

Ø  讲清楚你的期望，并让它切实可行并有实现的
可能

Ø  检查周围是否有分散注意力的因素 - 感官超载

Ø  使用钢笔画/档案来帮助其他人和你的孩子进

行顺利的交流

Ø  思考一下 - 是否有更直白的说法

如果你能做到下列事情， 
这件事情就会发生： 

有时你跟孩子说话的方式，尤其是当你有压力的时候，对于其他人来说听上

去有可能是粗鲁的。

记住，这时你在努力帮助你的孩子，而不是在取悦他人。

发出的信息 = 收到的信息 ... 事实是否真的如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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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

去厕所把手洗一洗 - 
真的吗？

从字面上理解言语

帮助性提示

对于你提出的问题，心里应该非常清楚，

并检查你提问题的方式是不是最好的

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能是，“是”或“不”， 

或者“是的，我能（知道）/不，我不能 

（知道）”

你能把门打开吗？

我的嗓子里 

有个青蛙 

（我的嗓子有

点发炎）

我把袜子给笑

掉了（把我给

笑死了）
天在下猫和

狗（雨下得

跟瓢泼的一

样）

让我们把手指

交叉起来 

（让我们祈求

好运）

这确实是你想表达的意

思？？？

处理口语和书面语言

对你的孩子来讲有时可能会

有点困难

单词的数量越少 = 工作量越小

“请你把那个东西捡起来，好吗？” 

或者“现在我们是不是要读一点东

西？”意味着我们主动提出一种选择，

其实此时你的真实意图是在下达一个命

令 - 如果得到的回答是“不！”，你也

不要感到惊奇。

“你还没有把你的房间收拾

好呢”-你是不是在说明摆着

的事情，还是你想说“把你

的房间收拾收拾”？

动一动 

（别磨蹭了，快点）

你知道电视机的遥控在哪儿吗？

	解释有些事为什么会好笑

		教孩子怎样讲简单的笑话并重复练习

		你的孩子可能特别喜欢视觉上的“闹剧” 
或者卡通片中的幽默 - 视觉上的幽默要比 

文字/语言的幽默更易懂

		避免使用讽刺的方法 - 但等孩子长到一 

定年龄能听懂的时候就要解释给孩子听

像这样的短语

		较少的谈话/简单语言的使用 – “脱衣，坐下”而不是“你能不能快一点，请你现在把衣 

服脱下，然后过去给我坐下”

	清楚并简单地给以解释 - 我也可能需要知道“为什么”？

	如果孩子没有听懂或者做出合适的反应，把这个清楚的指示重复一下

		让事情尽可能具体一些（实际的/身体上的/真实的物体）- 抽象的概念（理念/理论/观点/见解）

将需要清楚的解释

		给一些积极的指示，而不是说别做什么事情，比如，说“把手放下”，而不是说“别挠”

		需要停止某些活动时，给以警告/倒计时，而不是以突然结束的方式让你的孩子“猛吃一惊。”

你早上起床是

不是从错误的

一边下床的？

（你是不是吃

错药了？）

像这样的问题

哈
哈

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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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交往

患有自闭症的儿童有可能难以和周围的人们相处，或者难以理解社交情况。他们对他人或者这些情况的反应有时显得

异常，甚至是无礼的。这种情况并不是故意的，常常和压力或者对情况的担忧有关。

我有可能：

		没有理解并未用文字写出来的社交规则，比如，排队、离他人太

近、打断别人

	表现出压力程度的增加或者不适当的行为

	并没有意识到他人的感觉或者观点

	难以读懂/理解（他人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

	知道该做什么，可就是不会做

	难以把社交技巧从一种场合运用到另外一种场合

	发现难以做到轮流做事和分享 - 小组游戏和运动有时会具有挑战性

	不是故意的，却惹恼或者冒犯了他人

了解你孩子的 

能力限度

给（孩子）空间和时间

努力让事情 

可以预测

避免感 

官超载

如果可能，把孩子有兴趣

做的事情包括进去

让活动的时间得

到控制

选择每天/周/年中较安静的时间

进行购物、旅行或者外出

计划和准备让你的孩子参与进来，

这样孩子就可以知道这个计 

划是什么

准备一个替代方案

考虑变化因素 - 天气、

旅行安排、

取消

可能让人感到压力的社交时 

间和情况：

		中小学/大学的、有组织的 

活动

	商店和超市

	繁忙的游玩区域

	拥挤/吵杂的环境

	家庭聚会

	外出吃饭

	聚会/圣诞节
	旅途/外出

		节假日 - 在外边和在家里

	旅行

	看病预约

	访客

	生活规律或者计划的改变

	有自由时间 – 缺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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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谊

有时我不太明白：

 o 朋友是什么

 o 怎样交朋友并保持朋友关系

 o 如何分享和轮流做事

 o  其他人的感觉、想法或者愿望可能和 

我不一样，喜欢的东西也跟我不一样

朋友

	朋友就是虽不在我的家里但对于我来讲又很重要的一个人。

	 朋友是一个特别的人，因为我们互相喜欢。

	朋友和我共度时光。我们喜欢呆在一起。

	 如果有些事情我喜欢做而我的朋友不喜欢，那也没有关系。

我可以以后再自己做这件事，或者和别人一起做这件事。

	好的朋友学习友好相处。

	我会努力做一名好朋友。

获胜

你的孩子可能总想获胜或者成为第一。

	 我喜欢玩游戏。

	有时我在家里玩游戏。

	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游戏。

	我可能会跟一个人也可能跟很多人一起玩一种游戏。

	人们一起玩游戏时需要轮流玩。

	有时我可能赢得一场游戏，有时我可能会输。

	输了也没关系。

		就是在游戏中输了，也要跟获胜的人说“太棒了”。 

他们不生气。这样才让他们成为有素质的失败者。

	我会努力做一名有素质的失败者。

介绍一个朋友， 

并逐渐建立一 

小群朋友。

你的孩子可能更偏爱和成年人或者更小

的儿童交朋友 - 跟孩子的同年龄的儿 

童相比，他们的行为更可预测， 

前后更为一致。

如果你的孩子看上去没有朋

友，不要担忧 - 他们可能更喜

欢独处 
 这是孩子的问题还是别人的

问题？

友谊有时可能非常简单，就是和兴趣相投的

某个人呆在一起，比如，观看《托马斯和他

的朋友们》、玩乐高积木、 玩挖矿争霸、

看日本动漫、听音乐、玩在线游戏、跑酷 

（自由跑步）

对于自由时间也要建

立章法和规律

把简单游戏的规则告诉家

里的每一个人，这样你的

孩子知道可以期待什么

鼓励日常的分享和轮流做事。 

若有可能，使用这样的语言， 

比如，在给（孩子）饼干的时候，

说“一个是我的，一个是你的”， 

或者当走进一家商店的时候说 

“轮到我开门了”。

 提前排练游戏

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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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活动和特别场合

请记住：

 o  检查我是否喜欢惊奇，比如，拜访、聚会或者礼物 
 o  我可能不喜欢将礼物包起来或者做没有要求我做的事情 
 o  我可能实话实说，遇到我不喜欢的人就告诉他们我不喜欢他们 
 o  即使是家庭成员也不意味着我想和他们呆在一起 
 o  别因为我好像能够应付，就让我把事情做得超过计划的时间 -  

我们可以努力在下一次做得时间长一些。

 对于每个人来说都

应该是乐趣！

外出吃饭

考虑一下坐在哪里 - 在桌子的尽头， 

单间里边，靠近门，靠近厕所， 

还是一个较安静的地方。

把孩子喜欢的某些

东西放在手边， 

作为吸引（孩子

的）注意力的工具
提前提醒客人  

但如果你的孩子不停地问他们什么时

候会离开，不要感到吃惊。

不停地检查（孩子有） 

压力或者担忧的迹象

社交 + 感官 = 超载？

准备、练习，逃离的计划

 o 和他人见面并打招呼 
 o  从“安全的”距离参加最 

重要的活动 
 o 转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

 o 返回（原处）以便告别

帮助性提示
	 教授简单的社交技巧/在某种情况下做什么事情（使用“社交故事”）比如，事先练习当发生下列事情时的应

对方法：和他人见面并打招呼，求助，在商店买东西，赶公交车，在餐馆吃饭，回答问题，进行简单的谈话

		在社会活动中给以支持 - 和为你孩子工作的其他人员分享信息，以便让这种支持活动前后保持一致

		搞清楚社会活动的目的是什么 - 为谁举行的？这次活动对于你的孩子来说有可能并不像对于其他 
有关人员那么“有趣”

	限制在同一时间需要与你的孩子互动的人数

	采用“首先 - 然后再”的方法，比如，先采购 - 然后款待

	给你的孩子提供一个逃离的计划

我们都需要一些 

“我自己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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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感官方面的信息

我们的感官总是通过我们自己的身体（内部的） 

以及从我们的周围环境（外部的），给我们提供信息

味觉、触觉、听觉、嗅觉和视觉

平衡/运动
帮助我们保持自身的平衡和姿势，并理解我们的

身体正在何处以及以何种速度进行着运动

对身体的意识
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在空间中的位置，以及身

体的不同部位在怎样移动

我们怎样詮译这些信息有助于我们理解周围的世界。

太多的信息（过度敏感）= 超负荷

太少的信息（感受不足）= 迷惑

任何或者所有的感官信息都可能是过度的或者不足的感官刺激

可能在某些领域过度敏感，而在另外一些领域感受不足。 

过度敏感和感受不足的程度有可能会不一样，也不是所有的时候都存在。 

造成过度的压力或者忧虑（比如，来自社会的，交流方面的）的情况会影响到处理感官信息的能力。

你的孩子可能感到难以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或者把注意

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

若有感官处理困难则会影响到：

你的孩子对外界的感觉， 

还有思维和行为

减少感官方面的困难带来的负面影响：

  检查你是否可以改变一下孩子的环境

  让孩子准备好接受新的感官超载

  准备一个第二套方案以防出现有感官超载 的时候

  为积极的感官经历及时地制定计划（孩子喜欢的事情，比

如运动 - 自身或物体的旋转或摇摆；发出噪音或者静享安

静时间的机会；明亮的/较暗的/移动的灯光；进入孩子的安

静的/安全的空间或者孩子特别感兴趣东西/活动）

对没有必要的感官信 
息给以过多的注意力， 

或者对必要的感官 
信息给以不足的注意力， 
都会使得孩子感到迷茫、 

担忧或者不安。

努力查出你的孩子在感官方面的困难

孩子是怎样感觉这个世界的？ 填写感官检查清单 

（参见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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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 物件 是 否 不知道 需要行动

1
抵抗对已经熟悉的生活规律进行改变

2
熟悉的人穿上不熟悉的衣服就认不出来

3 不喜欢太亮的灯

4 不喜荧光灯

5 害怕闪光

6 在强光下用手遮住眼睛或者闭上眼

7 依恋灯光

8 为发光的物体和鲜艳的光彩感到兴奋

9 触摸房间的墙壁

10 喜欢看某种花纹（比如，砖砌的建筑，条纹）

11 很容易迷失方向

12 害怕高处、电梯以及自动扶梯

13 难以接住球

14 有人走近时感到吃惊

15 喜欢闻、舔、轻拍物体和人

16 对于有些颜色似乎看不见

17 在做某件事的时候使用眼睛的余光

国家自闭症标准

感官评估检查清单

（基于来自 Bogdashina 2003 关于感官档案检查清单，并包含在 IDP 自闭症谱系之内）

勾选适应项，然后考虑哪些教学人员需要知道这个信息。

如果可能，在填写本部分时跟父母或者抚养人和该学生交谈一下。

www.autismeducationtrust.org.uk

Supported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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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 by:

否 物件 是 否 不知道 需要行动

18 发现听他人说话时不看说话的人更容易听懂

19 记忆道路和地点的能力异常地好

20 可以记住某些话题的大量信息

21 难以应对人多的地方

22 倾向于坐在人群的后边或者前边

23 当听到某些声音时用手捂住耳朵

24 可以听到别人听不见的声音

25 听到某些声音时非常难受

26 敲打物体和门

27 被声音和噪音所吸引

28 不喜欢和别人握手或者被拥抱

29 喜欢抱一抱，如果是自己选择这样做的话

30 好像总是听懂一个句子里边前边的几个单词

31 一字不差地重复别人说的话

32 对歌曲和韵律有很好的听觉记忆力

33 不喜欢某些纤维和物体的感觉

34 对疼痛和温度似乎意识不到

35 不喜欢某些食物和饮料

36 在沉重物体下爬行寻求压力

37 非常紧地拥抱

38 喜欢触摸某些材料

国家自闭症标准

www.autismeducationtrust.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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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orted by:

国家自闭症标准

不 物件 是 否 不知道 需要行动

39 不喜欢某些日常的味道

40 吃一些非食用的东西

41 喜欢把食物以某种特别的方式放在盘子里

42 不喜欢脆脆或耐嚼的食物

43 笨手笨脚的，经常撞到物体和人的身上

44 难以做出精细动作

45 跑步和攀爬有困难

46 难以骑自行车

47 好像不知道身体在空间的位置

48 平衡感差

49
害怕日常的运动性活动，比如，荡秋千、玩滑滑梯
和跳蹦蹦床

50 平衡感异常地好

www.autismeducationtrust.org.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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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
...打扰他人的？...分散精力的？...对自己或者他人有伤害的？...惹怒他人的？

...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原因？

所有的行为都：

 o 有一个目的

 o 是一个交流的尝试

 o 是一种释放压力和焦虑的自然回应。

常常是由于下列原因引起的：

 o 压力/焦虑

 o 变化

 o 新的人员/情况

 o 缺乏理解

 o 沟通困难

 o 感官问题（环境）

 o 个人压力 -“完美主义者”
 o  其他人的期望 - 同龄人/学习方面/ 

社会方面

这种情况是不是：

 o 为了让他人注意到自己

 o 想得到一些有形的物品

有时这种目的是明显的，但是有些

时候我们无法明白所交流的信息。

在不同的地方有 

不同的行为

一次把注意力集

中在一件事上

当有大量的行为时， 

很难知道从哪里开始

优先考虑 - 对于你能做 

哪些事情要实际一些

不要在意别人的期望和 

观点 - 他们并不了解你 

的孩子

挑选何时争斗

对事别太计较

这不是你的错

可能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以及跟任何 

人发生，

也许是因为某 

件单一事件或者长期 

以来事情积攒的结果

对那些你知道对你的 

孩子情管用的事， 

`你要有信心

避免大喊大叫，但是 

（指示）要清楚，要坚定

努力保持平静

记住你是成年人

采取小步骤

有可能包括：

 o 撤回/装瓶/关机

 o 异常的焦虑/情感爆发

 o 气愤/爆发/崩溃

 o 避免（提出）要求

 o 增加重复性行为

 o 受限兴趣的强度

 o 没有危险感

 o 不懂得他们行为的后果

 o 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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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出变化

你

这对于你的孩子、你自己或者其他人来说是 

不是个问题？成年人（你或者他人）需要改变 

自己的态度，或者应对这种行为的方法 

而不是改变这种行为本身，是吗？

在找解决方法时你可 

能需要进行 

“创造性思考。”

发扬蚂蚁搬

家的精神

一条逃离

的路线

提供一个安全的环境， 

让他们把感情发泄出来

有些行为可能变化得很快， 

但是绝大多数行为要花 

较长的时间

前后一致 得到结果

在有些情况下，这种行为在 
变好之前可能变得更糟 -  

继续努力！

请记住：

帮助性提示

他们信

任你

一张安全网

Ø  找出你希望改变的行为 - 采用冰山方法（参见下页）

Ø  这些行为是否有固定的模式或者诱发因素？

Ø  这个行为是不是感官差异造成的？ 
Ø  考虑可能的策略/解决方法

Ø  制定一个行为计划

Ø  和跟你的孩子在一起的其他人分享这个计划

Ø  评估 - 该计划进行得如何？有用吗？接下来怎么办？

  提前计划 - 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考虑一下诱发你的孩子出现这种情况的因素，以及你可以使用的策略

  提前给你的孩子警示（提前多久要取决于你的孩子具体情况）使用日历、任务单、图片作为视觉提醒 
  寻找压力的迹象 - 减少要求，脱离这种情况，采用镇定的策略

  所有的时间和空间 - 可以撤离到的一个安静和安全的区域；利用它来帮助孩子镇静/冷静或者安抚孩子/给
孩子解压。你需要教孩子并鼓励孩子使用这种策略 - 他们需要这种策略的时候有可能识别不出来。 

 特别兴趣 - 找出孩子特别喜欢做的事情

  给过渡的活动一些“停顿的时间” - 从一个地方换到另外一个地方，从一个活动换到另外一个活动，你的
孩子可能需要喘口气，比如，从学校或者组织的活动回到家，接待访客。尽量避免劈头盖脑问孩子太多的
问题 - 需要首先释放一下积累得太多的压力和忧虑。

  使用“社交故事”来帮助你的孩子明白在某些特别情况下应该怎么办

利用自我护理时间来 

照顾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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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攻性冰山 

被动性冰山

1) 你看到的行为是什么？对这些
行为进行描述，以便每个人都可以
同意它们的性质，何时发生的，何
时又没有发生。

2) 这种行为为何发生？考虑一下
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行为的发 
生 - 是否有什么事情发生了变化；
是否在此之前发生了什么事情？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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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etimes you need to try things more than once. Maybe your child wasn’t ready or you didn’t quite get 
it right the first time. Perhaps something that was successful in the past might work for a similar 
situation that’s happening now. It’s easy to forget what ideas you’ve tried and how they went. When 
you’ve decided on a behaviour you want to change use the table below to make a note of ideas you try 
and to keep a record of what went well or any changes you made. 

 
What is the behaviour? What causes it? 
 
 

 

 

Date  Ideas tried How did it go? 

Making a behaviour做出一项行为

有时你需要多次尝试某些方法。也许，你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或者是因为你初次尝试没有搞好。原来好使的方

法对于目前正在发生的类似的情况也有可能好使。当然，很容易忘记你原来曾经尝试的方法以及这些方法是不是

好使。当你决定改变某一行为的时候，你可以使用下边的表格对你尝试的主意做个记录，并把对哪些方法好使，

或者你做的改变记录保存下来。

这种行为是什么？ 引起这种行为的原因是什么？

日期 尝试过的方法 这种方法好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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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简单的视觉支持来：

	 	做出简单的指示

	 	在房子里的房间，区域，或者花 

园贴上标签

	 	就安全或者隐私问题上告诉孩子 

相关界限，比如，停止/去草 

地上玩耍，把一个十字图形， 

一只手（的图形）或者不能 

入内（的牌子）放在洗手间 

的门上以示有人正在使用。

	 	在某项变化之前给以提醒

计划和准备

		“首先/然后”方法

	日历

	时间表

	计划表

看上去像个什么？

支持日常的规律性活动

排序

独立

组织

把事情做好

  选择最适合你的孩子的方法

  要和年龄相称

  练习 - 耐心

  在做的过程中让孩子参与进来 

将其个性化，

  以便把你孩子特别感兴趣或者激励 

因素包括进来

视觉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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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机 - 对于我有什么好处？
搞清楚是什么因素激励你的孩子

采用某些人物或者活动来帮助孩子应对他们不喜欢做的

事情，比如，拿一个人物的毛巾、香皂或玩具在洗 

澡时用；到外边吃饭时带上一个特别的乐高模型来 

搭建；在做完家庭作业后给点时间玩一种喜欢的电 

脑游戏；

记住：有些儿童不喜欢成为

大家注意的中心

奖品 - 制作奖品：
		迅速 - 将奖品和发奖品的原因联系起来

	简短的/锋利的

	对于你的孩子是有意义的

	可以操作并合理

它们可能包括：

表扬、微笑、竖起大拇指、来一个双人击掌

或者握手、和你在一起做某件孩子喜欢的事

情（玩游戏、公园散步、听音乐）、贴纸、

奖励图表、一本杂志或者一个小玩具、跟孩

子特别兴趣有关的什么东西

*  尽量不要把食物当成奖品

从事无固定结尾的活动  
进行时间控制：

	 	...的一次游戏

	 	...的一段活动

	 	使用计时器、时钟或秒表进 

行倒计时

长处可能包括：

  在某些感兴趣的领域具有相当强的能力

 倾向有很强的逻辑性

 有很强的正义和公平感

  独立思维 - 不同常人的看待事情的方法

  视觉处理 - 可以看出来事情看起来是什么样子的

 诚实的交际

 忠诚

 不评论他人

你喜欢 
的事情

你擅长 
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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