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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家庭治疗作为一种新疗法(对解决因自闭症儿童带来的家庭功能失衡有显著作用(家庭治疗不仅能改善自闭症儿童

的障碍程度(还能改善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综合当前研究发现(家庭治疗中家庭参与自闭症儿童干预的方式是最符合自闭

症儿童个别化教育要求的(也在运用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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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即指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美国精

神病学会正式发布精神疾病诊断统计手册第
@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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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提出了自

闭症谱系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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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概念(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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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定义的三大核心症状缩减为

两个111社会和交流障碍,狭义兴趣和动作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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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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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起于
!"

世纪中期

的美国(这种治疗将家庭作为整体(通过家庭成员之

间的互动找到个体症状的根源(并且在治疗过程中

强调家庭系统的功能&

&

'

*它的理论主要来源于精神

分析理论,控制论与系统论,小组动力,依恋理论这

四个部分&

A

'

(跨学科界限的合作为整个研究发展产

生了深远影响*

一%问题的提出

从上世纪
T"

年代中德心理治疗讲习班开设时(

各种模式的家庭治疗便陆续被引入中国*最早引进

的便是系统式家庭治疗模式(这是一种将家庭看做

一个系统(以系统论,控制论为理论基础理解和干预

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

@

'

*但是(当家庭的发展被限

制,家庭的结构,互动不能很好地应对问题时(就需

要转向探讨重组家庭结构(这时候国内学者便开始

探究结构式家庭治疗的方法*家庭治疗目前在国内

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心理治疗,社会工作和精神病学

方面*近年来(我国的自闭症儿童数量呈上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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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家庭治疗在自闭症儿童干预中的应用综述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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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A

月发布的

-中国自闭症儿童现状分析报告.显示)每
#$$

名儿

童中有一名自闭症患者(当前我国的自闭症儿童约

为
#$A

万&

$

'

*这样看来(以每个家庭
!

名成人计算(

自闭症至少影响了
&""

多万人的工作和生活&

%

'

*鉴

于自闭症儿童家庭数量的增多(家庭成员受到巨大

冲击(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家庭在社会环境下的功

能变化(使得研究方向转向为对自闭症儿童家庭的

研究(也就是将自闭症儿童家庭看做一个整体进行

治疗(除了关注自闭症儿童康复之外也关注自闭症

儿童家庭成员的生活状况*

二%研究现状

'一(家庭治疗的几种模式

#=

系统式家庭治疗模式

系统家庭教育治疗是从
!"

世纪
@"

年代以后发

展起来的一种以精神分析理论为取向的心理治疗方

法*其主要的代表人物是系统家庭理论的奠基人

B(N4+

(而自我分化,三角关系,慢性焦虑,核心家庭

情感过程,多代传承理念,排行位置,情感断绝等概

念构成了
B(N4+

系统家庭理论的基础&

T

'

(其主要特

点在于将家庭成员看作家庭这个大系统中的子系

统*在系统当中构成家庭规则是由家庭成员的互动

方式和行为(所以(系统式家庭治疗是通过干预成员

间互动中问题(使系统维持一定平衡*

赵旭东等$

!"""

%在系统家庭治疗与精神障碍患

者疗效关系的研究表明)系统家庭治疗以改变家庭

功能障碍为条件和动力(继而使患者改善&

F

'

*王红

艳(闾金杰$

!"#&

%在系统家庭治疗精神分裂症康复

作用研究中发现)系统家庭治疗能够提高其治疗的

依从性(改善自知力和降低复发率(有益于患者社会

功能的恢复&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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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

结构式家庭治疗模式受建构主义,女性主义和

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首先(结构式家庭治疗受建

构主义影响(吸纳了建构主义中很多有意义的元素*

结构式家庭治疗的创始人米纽钦$

2̂+)L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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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T"

年代后开始重视家庭的"叙事#(认为在治疗过程

中记忆的真相比历史的真相更重要(强调治疗师不

要"太控制#,"太确定#*其次(女性主义对家庭治疗

的影响从马斯汀$

\,L04-],*4? )̂:;2+

%提出当时

家庭治疗模式中有性别歧视的问题从而引发了女性

主义家庭治疗的风潮*具体的影响在于)对刻板的

角色认定的改变111女性与"家庭领域#联系在一

起(男性与"公共领域#联系!对家庭功能不良归因的

改变(正确处理"过度涉入#的母亲和"边缘化#的父

亲*最后(多元化主义认为单一的结构理论会让人

忽略家庭所处的文化环境对其影响(被贴上"功能失

调#标签很可能与所属群体的文化一致!多元文化主

义促使结构式家庭治疗看到社会系统的巨大影响(

超越了对家庭内部系统的关注&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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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提亚家庭治疗模式

等级模式和成长模式又叫"威胁1奖赏#模型和

"种子#模型是萨提亚提出的人性观和世界观&

#!

'

*

萨提亚受人本主义和积极存在主义的影响(相信人

本善并且生而平等*萨提亚认为影响个体发展的还

有个人的想法,感受和行为等纵向因素*儿童在成

长的过程中会从父母那习得经验(所以(萨提亚家庭

治疗就致力于更新体验(将人们从不良的童年经验

中解放*

而家庭重塑(沟通姿态(模拟家庭(绳索的使用(

关系解剖等技术方法(运用于不同需求的家庭(能很

好的重塑家庭规则(恢复家庭秩序*

'二(自闭症儿童家庭干预研究进展

对自闭症儿童进行家庭中心的干预治疗(一方

面是强调家庭成员参与到干预治疗中(家长在专业

技术者的指导下学习系统科学的训练方法(展开对

自闭症儿童的早期干预!另一方面(是家庭参与干预

的方法(每个儿童的症状,程度千差万别(每个家庭

的情况也是有很强差异性(所以(一定是要形成个别

化的家庭为中心干预计划*从上世纪
%"

年代开始(

外国学者门便开始探索家庭的早期干预计划(在我

国也来越多自闭症家庭开始接受专业指导和训练*

自闭症康复训练是一个长期持续的过程(以我国内

地目前的康复条件和政策支持来看(这种家庭参与

的治疗模式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而且能对自闭症儿

童的差异性做出最适合的个别化计划*

章丽丽等$

!""F

%在研究医院辅助家庭对自闭症

儿童进行干预训练时发现)在以家庭训练为主(结合

医院专业训练指导的方法下对自闭症儿童进行为期

六个月训练(发现其感知,交往,躯体运动,语言等方

面均有进步(语言进步尤为突出*陆汝文等$

!"""

%

进行自闭症儿童早期家庭训练的研究(发现自闭症

家庭采用系统的干预疗法家长直接掌握对孤独症孩

子的技能训练(对儿童来说应该具有更长期,持续的

效果*邱小菊(王立新$

!"#"

%调查北京地区的自闭

症儿童早期干预的家长参与情况发现)家长参与的

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但是(普遍效能感低(对自己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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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能力持怀疑态度*调查还发现(家长参与行

为与参与态度相比偏低(家长参与的水平也就比较

低(家长的自闭症知识与儿童障碍程度,家长性别,

家庭收入又有显著关系*

何侃(王金元$

!""F

%研究了"家庭中心#的康复

模式(这个模式分为三个部分)家长交流(设计家庭

活动中的康复策略(回顾与重新评价*家长在专业

的指导下直接面对孩子的障碍进行干预(不仅可以

提高自身素质(还能形成更好的教育信念*赵润成

$

!"#&

%对家庭治疗在自闭症儿童进行了个案研究中

发现对一名
@

岁自闭症儿童进行家庭治疗三个月

后(后测结果显示)儿童的"讲话,语言,沟通#上有明

显进步(生活能力和学习能力都有较明显提升&

#&

'

*

三%未来研究方向

家庭治疗强调家庭整体的参与和家庭成员之间

的互动*专业人员作为"外人#介入(需要首先让家

庭成员接纳,信任自己(然后在一起活动过程中帮助

家庭卸下防御(重塑家庭角色(以提升自闭症儿童的

语言能力,交流能力,适应社会能力(以此为着眼点(

发挥好辅助者的作用*这里的专业人员不用是家庭

治疗师(只要是了解自闭症的心理咨询师就可以了(

这样一方面减轻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训练的时间,地

点也可以随家长的时间来安排(在生活化的训练中

增强亲子关系!另一方面(还大量减少了国家,社会

兴办康复机构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让这些资源更好

的运用到实处*可以说(家庭中心的干预治疗是未

来我国身心障碍儿童康复的新方式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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