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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采用行动研究法对一名自闭症儿童安全型依恋关系建立的过程及成效进行探讨。行动方案从干预自闭症儿童

相关功能领域和提高养育者抚养敏感性二者相结合的方法进行展开，研究结果表明：二者相结合的干预方法有助于安全型依

恋关系的建立。同时，依恋关系的建立也有助于儿童功能领域的发展及养育者敏感性的提高。在未来依恋干预方案实施中需

要关注自闭症儿童自身发展特点，还需要养育者的积极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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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rocess and effect of establishing secure attachment in an autistic child by action research. The ac-

tion plan is carried out by combining the intervention of autistic children in related functional area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ensitiv-

ity of caregivers.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tervention method combined with the two is conducive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se-

cure attachment. At the same time, the establishment of attachment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s functional fields

and the improvement of nurturer’s sensitivity.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future attachment intervention,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tic children and the active participation of nurtur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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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依恋关系（Attachment relationship）在儿童发

展心理研究中，被认为一种由儿童与养育者双方

在交往、沟通过程中所形成的强烈且持久的情感

联结[1]。Ainsworth通过“陌生人情境法”将儿童依

恋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安全型依恋、回避型依

恋、矛盾型依恋。其中将安全型依恋定义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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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能够以依恋对象作为向外部世界探索的基础，

他们能够在对抚养者的依恋和探究外部世界之

间达成平衡[2-3]。依恋关系作为个体社会性发展

的开端和组成部分，是儿童早期生活中最重要的

社会关系。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对儿童来说更

为重要，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安全型依恋关系不仅

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社会融入，同时对儿

童的人格不断地进行完善[4]。

1943年 kanner首次将自闭症儿童无法建立

依恋关系作为自闭症谱系障碍的一个典型症

状[5]。1980年美国《诊断与统计手册—精神障碍》

（DSM-III）将无法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作为自闭

症儿童核心障碍之一[2]。近20年来，随着国内外

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者们逐渐改变自闭症儿童

无法建立依恋关系这一观点，他们认为自闭症儿

童可以表现出依恋行为，且完全能与养育者建立

安全型依恋关系[6-7]。由于自闭症儿童因个体差

异、以家庭为单位的教养方式差异等因素，导致

安全型依恋关系的建立的研究很难通过大样本

实验进行取证。因此，已有相关依恋研究大多从

理论上进行了论述，缺乏对实践研究的探索[8]。

那么，如何制定干预方案去建立自闭儿童安全型

依恋关系是值得我们去探索的。一方面，早期依

恋理论认为，依恋关系的建立是儿童与养育者在

交往互动中累积的结果[9]。大量研究表明，通过

提高自闭症儿童养育者敏感性，可以使养育者更

好的解读儿童的信号，并做出及时、恰当的反应，

进而改善亲子间的依恋关系[10-11]。另一方面，自

闭症儿童自身障碍程度是影响其依恋关系建立

的又一重要因素，具体取决于认知、沟通、社会情

绪及生活自理[12-13]。因此，大量研究将自闭症儿

童相关功能领域作为突破口，通过促进儿童相关

功能的发展，从而建立安全型依恋关系。从已有

研究来看，国内外研究者大多分别从自闭症儿童

功能性领域进行干预或是从行为层面提高养育

者敏感性，却较少将二者作用机制相结合进行做

出实践研究。虽然两种干预方法都取得了一定

的成果，但还存在着一些局限性[14]。从自闭症儿

童自身障碍来看，虽然儿童自身功能障碍不利于

安全型依恋关系建立，但母亲的敏感性作为一个

可控因素与调节变量，对儿童安全型依恋的建立

具有重用意义[15-16]。从早期依恋理论上看，依恋

关系的建立是儿童与养育者在相互作用的过程

中产生的一种情感联结，因此，依恋不仅指向儿

童对养育者依附亲近，更重要的是双方之间的情

感互动与交流[17]。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单纯的对

儿童功能领域进行干预却忽略了养育者的作用

或是单纯的对养育者敏感性进行提高忽略儿童

自身的能力发展，其依恋关系建立的成效往往达

不到最理想的效果。

依恋内部工作模型[18]（Internal Working Mod-

el）指出依恋个体与依恋对象在交往互动的过程

中，可以形成一种对他人和自我的心理表征。该

模型包含了依恋对象和依恋个体两种成分，一方

面，当儿童个体需要时，养育者是否是可得、敏

感、有反应的；另一方面，自闭症儿童可以发展出

他人是可靠的、自己是有被照顾的认知模式[2]。

那么从自闭症儿童及其养育者双方的角度去进

行干预是否有效？

基于以上思考，本研究旨在通过行动研究法

探讨在提高自闭症儿童相关功能领域和养育者

敏感性二者相结合[19-22]的干预方案对自闭症儿童

安全型依恋关系建立之成效。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场域

根据本研究需要，将研究场域确定为自闭症

儿童康复个训室和自闭症儿童家庭。在个训室

内由研究者定期对儿童进行功能性干预，对养育

者的敏感性进行指导。在家庭中由养育者定期

拍摄亲子互动情境视频反馈给研究者。

（二）研究对象

本研究所选取的被试儿童：Z，性别男，3岁零

5个月，主要抚养者为母亲，两岁半时被乌鲁木齐

市儿童医院诊断为疑似自闭症。由康复中心自

闭症儿童康复专家根据《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

册 DSM-5》版中的标准对儿童进行筛查诊断为

“自闭症”。Z在被确诊之后未经过任何干预，通

过对儿童基本信息的了解，Z的主要障碍为无口

语能力、沟通交往能力程度低，其沟通交往能力

的发展仅占五大领域整体发展的11%，其中非语

言沟通能力发展最好，达标率为42%；其次为说者

—主动表达，达标率为20%；句型与文法与交互式

语言尚未发展。同时儿童伴随一定情绪行为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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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对养育者母亲没有表现出依恋行为。根据以

上信息儿童满足本研究需要条件。经家长同意，

于2019年10月在新疆师范大学自闭症康复小组

进行康复干预并参与本次行动研究。

同时，对本研究中养育者基本信息进行梳

理：自闭症儿童母亲，简称Z母，45岁，大专文化水

平，其教养方式为忽视型，表现为面对孩子的需

要往往不知所措。在干预前Z母未接受相关家长

培训，满足本研究需求。

（三）研究工具

（1）《自闭症儿童依恋行为调查表》：采用

由儿童依恋行为分类卡片改编的《自闭症儿

童依恋行为调查表》[23]，该调查表通过“与养

育者关系”、“与陌生人关系”、“一般倾向行

为”三个维度，由养育者根据儿童实际情况对

其依恋质量进行 9 级评分，得分越高，安全型

水平越高，部分反向题在数据录入时进行正

向转换。儿童依恋平均分大于或等于 6 分为

安全型，低于 6 分为不安全型。

（2）《儿童依恋分型量表》：采用Ainsworth“陌

生人情境法”中的《儿童依恋分型量表》[24]对儿童

的不安全依恋类型进行评估。该量表将儿童的

依恋质量划分为四个类型：“安全型”、“非安全—

回避型”、“非安全—抗拒型”、“非安全—混乱

型”。每个类型按照4个质量标准进行评分：“寻

求接近和接触行为”、“维持接触行为”、“拒行为”

和“避行为”，每个维度均按照1-7级评分，程度由

弱到强。

（3）《母亲敏感性量表》：采用Ainsworth《母亲

敏感性量表》[25]，即通过对儿童信号的“敏感—不

敏感”、对儿童所进行活动的“配合—干涉”、对儿

童需要的“接纳—拒绝”、对儿童支持的“可及—

忽视”四个维度对养育者敏感性进行评量，量表

列为1-9级，间隔性地按照5个评价点进行评分，

如：对儿童信号的“敏感—不敏感”1.极不敏感、3.

不敏感、5.不确定、7.敏感的、9.高度敏感。

（4）《自闭症儿童发展本位评量系统》：由台

湾凤华等人编著《自闭症儿童发展本位评量系

统》[26]对儿童的五大功能领域进行评估。该量表

的内容效度通过儿童发展领域教授反复审核，其

信度采用观察者一致性(inter-observer agreement,

IOA)，平均分数为92%。

（5）《增强物调查表》：由台湾凤华等人编制

的《增强物调查表》[27]对儿童的刺激偏好进行评

估，为达到在教学中选用合适的强化物以引发自

闭症儿童动机。

三、研究结果分析

（一）需求分析与准备阶段

行动开展前，对儿童的五大功能领域、依恋

质量以及养育者的抚养敏感性进行前测分析，首

先通过《自闭症儿童发展本位评量表》对Z的五大

发展领域进行评估，儿童五大功能发展情况，见

表1所示。

表1 儿童五大功能领域发展表

代码

Cm

So

Cn

Ad

Ph

合计

领域

沟通技能

社会情绪

认知能力

适应行为

身体技能

配分

72

103

104

28

48

355

得分

8

12

14

16

35

85

达成率

11%

12%

13%

57%

73%

25%

为了解个案Z现有的依恋质量，研究者通过

观察“陌生人情境法”中儿童与养育者分离聚合8

个场景的具体表现，借助《儿童依恋分型量表》对

其依恋质量评量，Z儿童的依恋质量为：不安全型

依恋——淡漠型。在8个场景结束后由养育者填

写《自闭症儿童依恋行为调查问卷》对儿童依恋

行为进行9级评分，评分结果为：4.7分，依恋水平

偏低，不安全型依恋明显。同时观察Z母在面对

填写问卷和应对照顾孩子之间的冲突，对Z母的

抚养敏感性进行评估，采用《母亲敏感性量表》，

结果显示养育者抚养敏感性较低，表现为对儿童

信号察觉的不敏感，回应的不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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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动结果分析

1.第一轮行动

（1）计划：根据前测需求分析中得知Z的依恋

质量为不安全型依恋—淡漠型，具体表现为很少

关注母亲，并不在意陌生人，缺少与他人的眼神

交流，总是自顾自的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且

常常通过乱跑、吼叫来抵制由他人眼神、肢体接

触等互动而带来的不适感。因此Z逃避了由沟通

互动带来的益处，由于Z缺乏互动沟通，导致他无

法将母亲当做安全基地，与Z母难以建立安全型

的依恋关系。同时，在儿童与养育者在交往的过

程中，由于Z在社会互动交互性上的受损，Z母很

难理解Z的行为或觉察Z的需要。

针对以上问题制定第一轮行动方案。第一

轮行动的展开时间计划为2019年 10月 28日到

2019年11月25日，共5周。干预方案从两个方面

入手，一是对儿童相关功能领域进行干预，重点

对“认知”、“沟通”、“社会情绪”三大与依恋密切

相关领域进行干预，二是对养育者抚养敏感性的

提高。依恋干预方案的实施以亲子互动的方式

展开，将干预目标设计到教学情境中来，干预过

程主要由以下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评估阶段。这个阶段主要的任务

是搜集数据，由前测中已了解Z的依恋质量进行

功能分析。

第二阶段：起始阶段。这个阶段的主要任务

是研究者与儿童建立信任的关系。由于Z为非安

全依恋——淡漠型，大多时间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当中，因此在这一阶段中研究者要全面的接纳Z

喜欢沉浸在自我封闭世界的独特行为，理解他与

人交往的所喜欢的独特方式在与之交往过程中

给予他关注、欣赏的目光，并用鼓励的口吻进行

激励，让Z有被充分接受的体验。

第三阶段：进入干预阶段。此阶段分为两个

步骤，首先发展Z相关功能领域，其目标是：1.增

加儿童的某些行为，例如鼓励儿童与他人一起参

与游戏，加强社会交往。2.减少儿童的某些行为，

例如减少儿童的社会退缩行为和自伤行为。

其次是提高养育者的抚养敏感性，其目标

是：1.能迅速准确的识别孩子发出的某种特定信

号（在生理或是情感方面产生的某种需要）。2.迅

速对其做出恰当的反应。在这一环节中采用亲

子游戏干预法。具体由笔者对Z母进行解释、示

范、共同游戏、独立训练、扩展5个程序以达到养

育者敏感的提高[26-28]。

第四阶段：结束定向阶段。针对第一轮行动

过程中儿童与养育者所面对的问题及后测中儿

童所表现的不安全依恋行为，进行调整和反思。

（2）行动：第一轮行动实施的首要目的是让Z

对研究者产生信任感。在干预的过程中由研究

者邀请儿童参与游戏，研究者选择Z所喜欢的玩

具——会发出声音的彩色套圈，研究者在一旁玩

并制造出好玩的声音和氛围，一边玩一边留意Z

的反应，当Z靠近时可邀请他参与游戏。如果Z

没有反应或者走开了，研究者耐心等待，只要Z注

意（他的眼神接触到了玩具）到了就会靠近。如

果此时Z的视线转移了，研究者将继续玩以吸引

孩子的注意。等Z注意了，再停下来等待其反应，

如此反复。在这一阶段Z开始慢慢有了注意的行

为，愿意加入游戏活动。在此阶段由研究者提前

对整个干预方案向养育者进行解释，并做出示

范。目的是让养育者感受自己更多的扮演接纳

者。当Z妈在个训课上掌握了基本的技能，与Z

交往互动中能够熟知Z的反应并做出恰当的回应

后，Z母可在家中实施相应的干预方法。研究者

会在每周的会面中通过Z母的口头反馈和录像资

料来了解Z的依恋干预效果。

（3）观察：整个干预过程采用研究者观察日

志、录像反馈以及家长对话日志的形式记录。对

行动结果的反馈则采用相关量表对行动干预后

的儿童依恋质量进行对评估。

对自闭症儿童安全型依恋关系建立的首次

成效，在第一轮行动实施的1个月后，通过“陌生

人情境法”中的《儿童依恋分型量表》、《母亲敏感

性量表》对Z儿童的依恋水平以及Z母养育者敏

感性进行第二次评估，结果发现，Z的依恋质量较

前测有了明显的变化，具体表现与依恋相关的功

能领域上：一个人独自封闭的时间缩短，有明显

的眼神注视、叫名反应。同时在干预过程中，Z母

的抚养敏感性也得到了提高，对Z所表达的需求

信号更加的敏感准确。为进一步了解第一轮行

动后儿童依恋质量，研究者对其结果进行整理，

见表3-2所示。

（4）反思：第一轮行动结束后，研究者对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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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过程取得的效果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反思。

同时，研究者与本研究成立的研究小组共同评鉴

实施结果，如评鉴结果有效则继续实施行动方

案，反之分析与诊断产生问题的原因以修正行动

方案，展开第二轮行动。
表2 第一轮行动后儿童依恋质量表

质量标准

寻求接近和
接触行为

维持接触行
为

拒行为

避行为

得分

3分：较弱的渴望达到
身体接触；中等强度的
寻求接近

3分：表现出一些明显
的接触行为，但极少做
出积极的努力

2分：非常轻微的抗拒

5分：轻微的回避但不
持久

儿童具体行为表现
及分析

儿童较弱的渴望达
到身体接触；中等强
度寻求接近

儿童有一些明显的
接触愿望，但很少有
积极的努力

儿童对陌生人和母
亲均表现为非常轻
微的抗拒

儿童清晰的回避，但
不持久

在第一轮行动结束后，虽然Z的依恋质量得

到了一定的提高，但是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问题

1：Z与Z母的主动互动行为较少，特别是在游戏

时间里Z总是处于平行游戏状态，即Z独自沉浸

在自己的世界当中，缺乏与Z母的互动沟通。究

其原因，笔者认为此时Z的依恋特点较多地体现

为生物心理形式依恋，即自闭症儿童本能地认为

养育者会为自己提供温暖而又安全的归属感；问

题2：由于Z无口语能力，在与Z母互动沟通时有

着很大的障碍。因此当Z有需求之时无法清楚的

向Z母表达自己的需要，需要得不到满足又引发

Z的一系列情绪行为问题。研究者分析其原因：

由于Z存在无口语能力往往会导致Z妈无从下

手。对于自闭症儿童的言语障碍，除了口语能力

之外还包括非口语能力，如通过观察儿童的手

势，表情，动作来感知儿童的需要，从而达到交往

的目的。在本次行动中Z母对Z的手势、表情以

及动作等行为背后的真正含义还不够敏感，对Z

所发出的信号的察觉与解读有待提高。

2.第二轮行动

（1）计划：针对第一轮行动中所存在的问题，

研究者与研究小组其他成员经分析讨论后认为，

行动方案在部分环节上仍然存在改进。第一：Z

的游戏模式大多处于平行游戏状态，缺乏与Z母

的互动。第二：Z妈面对Z发出的信号时大多难

以做出及时有效反应。

针对以上不足，研究者对行动方案进行调

整。第二轮行动开展时间为2019年11月26日到

2019年12月30日，共5周。在第二轮行动中，研

究者采用行为取向干预法，具体的干预方法采用

正增强法[29]，即在儿童与养育者互动情境中选择

适当的强化物和强化时机，如儿童想要玩玩具，

不要立即满足他，应该等着儿童看向你，再给儿

童并表扬他。在养育者与儿童的“等”“给”“表

扬”之间增加他的主动性。通过增强的方法使儿

童建立被期望的行为，目的是达到儿童能够主动

与他人互动。同时对养育者的敏感性指导深入

到儿童的日常生活，不仅仅在游戏中，在日常的

生活中也加强儿童的主动沟通意愿。在这一轮

行动中主要侧重于加强儿童的主动性。儿童在

提要求的同时，养育者要抓住这一时机，要儿童

能够看到养育者，一旦孩子有目光的注视，养育

者立即给予物品（玩具或吃的）和反馈。

（2）行动：第二轮行动实施是基于第一轮方

案局部调整。Z来到个训室，发现柜子上放着自

己喜欢玩的彩虹套圈，用手指着玩具，并将头转

过来看向老师。老师立即将他想要的玩具（彩虹

套圈）给他，并看向孩子大声地夸奖他：“你有看

着老师哦，真棒！”与此同时研究者指导Z母运用

此策略对Z进行干预，并将此策略运用到实际生

活中去，对儿童的主动性进行泛化，在日常生活

情境中与儿童互动达到建立安全的依恋关系。

下课后，Z跑到妈妈身边，够着妈妈要吃巧克力。

Z母将巧克力举的高高的，然后站在那里等。Z看

不到巧克力一直啊，啊，啊地叫。辅助教学的老

师走过去告诉Z母；“你举得太高了，孩子看不到

巧克力又怎么跟你要呢？”Z母又将巧克力放在了

Z可以看见的高度，并问他：“你要什么?”Z看着巧

克力没有反应，Z母看着Z再问一次:“你要什么？”

Z伸手指着巧克力，并看向Z母。Z母将巧克力给

Z的同时并及时地反馈：“要吃的，知道指给妈妈，

看着妈妈，你真棒！

在这一轮行动中主要侧重于加强孩子的主

动性。孩子在提要求的同时，养育者要抓住这一

时机，要孩子能够看到养育者，一旦孩子有目光

的注视，立即给予物品（玩具或吃的）和反馈。

（3）观察：在第二轮行动干预的过程中，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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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取研究者观察日志、录像反馈以及家长对话日

志的形式记录。为检验第二轮行动方案的实施

效果，研究者对Z依恋质量、Z母亲的养育者敏感

性进行检测。分别采用“陌生人情境法”中的《儿

童依恋分型量表》《养育者敏感性》进行评定。

（4）反思：通过两轮行动干预，研究者从资料

的质和量两方面进行收集，并通过资料的对比分

析，发现自闭自儿童的依恋质量得到了一定的改

善。在亲子互动中，Z对其母亲表现出更多的依

恋行为，儿童的依恋质量得到了明显的提高，其

具体表现在儿童与养育者的互动行为次数逐渐

增加。同时儿童依恋相关功能领域也得到了发

展，具体表现在认知、沟通、情绪几大领域。养育

者敏感性也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具体表现在对儿

童信号的准确解读，以及迅速回应。

（三）前后测对比分析

1.儿童依恋质量前后测对比分析

通过两轮行动干预，研究者对儿童依恋质量

三次评估结果进行前后测对比分析。结果表明Z

依恋质量总体得到了提高。从儿童依恋直方图

上看：Z依恋质量在各个维度上均有所发展，其中

维度“避行为”为反向计分。通过两轮干预之后，

Z在“寻求接近和接触行为”“避行为”两个维度的

变化最为明显。儿童依恋质量三次评估对比直

方图，见图1所示。

前侧 第一轮 第二轮

寻求接近和接触 维护接触 拒行为 避行为

1

3

6

2
3

4

1
2

3

6
5

3

图1 儿童依恋质量前后测对比直方图

从依恋质量的各个维度上看：为进一步说明

两次行动后干预效果，研究者借助《儿童依恋分

型量表》对儿童的依恋质量三次结果的各个维度

进行前后测对比分析，其结果见表3。

表3 儿童依恋质量各维度前后测对比表

质量标准

寻求接触和接

近行为

维持接触行为

拒行为

避行为

项目得分

前测 VS 第一轮 VS 第二轮

1分：没有身体接触或

接近的任何努力

2分：有身体接触，但极少

有维持接触的努力和愿望

1分：没有抗拒

6分：明显和持久的回避

3分：较弱的渴望达到身体

接触；中等强度的寻求接近

3分：表现出一些明显的接

触行为，但极少做出积极

的努力

2分：非常轻微的抗拒

5分：轻微的回避但不持久

6分：主动努力地达到身体接触

4分：明显渴望维持身体接触，但很少有积

极的努力

3分：轻微的抗拒

3分：微弱、独立的回避行为

在第二轮行动中，儿童在“寻求接近和接触行

为”中表现为孩子愿意趋近、与妈妈维持接触或互

动，尤其是在重聚情境中，Z会寻求母亲的接触。

儿童会以为微笑，拥抱，拉对方的手等方式去回应

养育者的到来；在“维持接触行为”上，体现在分离

聚合之后，Z如果获得与养育者的接触，他有明显

寻求维持接触的倾向。重聚时Z会主动走向Z母，

在整个行程都呈现明显的互动愿望。虽然被抱起

时接受躯体接触，但没有特别的紧抱，对放下也没

有明显的抗拒；在“拒型为”上，Z的依恋行为在第

一次重聚场景中被增强，在第二次分离场景中，Z

会有明显的苦恼的情绪，并呈现轻微的抗拒。如

出现重复刻板的行为；在“避行为”上，Z的依恋行

为在第一次重聚场景中被增强，在第二次分离场

景中，Z会有明显的苦恼的情绪，并呈现轻微的抗

拒。如出现重复刻板的行为。

2.儿童功能领域前后测对比分析

本研究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安全型依恋建

立，一是自闭症儿童相关功能领域，二是养育者

抚养敏感性。行动结束后，分别对儿童相关功能

领域以及养育者敏感性进行评估。

通过《自闭症儿童发展本位行为评量》对儿

童的五大功能领域进行前后测对比分析。在10

周的干预后，Z儿童五大领域都得到了提高，具体

体现在“沟通”、“情绪”两大领域。在“沟通技能”

上Z有着明显的提高，主要体现在非语言要求性

反应，如以肢体表达需要相关要求（拉着对方的

手或是用手指出）；听—接受性方面能够听懂“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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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给我”“等一下”的指令。在“社会情

绪”上Z由最初的5分到干预后的25分，变化最为

明显。前后测对比结果显示为图2所示。
前测 后测

沟通技能

CM
社会情绪

SO

认知能力

CN

适应能力

AD
身体技能

PH

10

28

5

25

9

15
18

10 10

15

图2 儿童功能领域前后测对比直方图

3.养育者敏感性前后测对比分析

通过Anisworth的“陌生人情境法”对Z母养

育敏感质量进行二次评估，通过两轮干预方案实

施，Z母在量表1“信号的敏感vs不敏感”上有着显

著的提高，在量表2、量表3、量表4都有着不同程

度的提高。从量表1“儿童信号的敏感vs不敏感”

可知，前测中Z母的抚养敏感性为4分，处于不敏

感—不确定之间，面对Z发出的信号Z母完全以

自己的意愿所驱使，她的介入完全是以自己的需

要，常常曲解或忽略Z行为所呈现的意义，且她的

回应是不恰当的或是无意义的。两轮干预之后，

Z母的抚养敏感性为9分，Z母能够精准的感知和

解读Z所展现或隐藏的信息，并给出恰当及时的

回应；量表2“儿童活动的配合vs干涉”上，Z母由

前测的7分协作的发展为干预之后的8分，在干

预过程中Z母可以将Z当作一个独立、能动的个

体，一切活动按照Z的内在需要展开；量表3“接纳

vs拒绝”Z母由前测的7分接纳的发展为干预之后

的9分高度接纳；量表4“可及vs忽视”上，Z母由

前测的7分可及的发展为干预后的9分高度可

及，Z母即使正在忙着自己的事情，在面对Z发出

的需要的信号时也会迅速给出回应，养育者敏感

性前后测对比直方图见图3所示。

信号的敏感VS
不敏感

活动的配合VS
干涉 接纳VS拒绝 可及VS忽视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4 7 7 7
9 8 9 9

4

9
7 8

7
9

7
9

图3 养育者敏感性前后测对比直方图

综合上述结果可知，基于在提高自闭症儿童

相关功能领域和养育者敏感性二者相结合的干

预方案，对自闭症儿童安全型依恋关系建立有成

效。

4.社会效度分析

为进一步了解行动干预的效果，行动结束

后，研究者对Z依恋质量进行社会效度分析。通

过对Z母的半结构访谈，我们了解到，Z母在谈及

Z在家中的表现时：“如果孩子发现什么新玩意

儿，他会把它拿到我这边来，或是从远远的地方

举给我看”；“当遇到困难时孩子会以眼神注视或

肢体方式寻求我的帮助，当他遇到陌生人时会积

极趋近我。”。由此可见Z的依恋行为已经在日常

生活中得到了泛化。同样，研究者对Z母的抚养

敏感性也进行了非正式访谈。“当孩子饥饿时,我

能及时发现并做出恰当的反应。”“当孩子想要引

起大人的注意时,我能及时发现并给予恰当的回

应。”从Z母的回答中我们可以得知，Z妈的抚养

敏感性已经泛化到儿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Z

母的教养方式也得到了积极的改变。

四、讨论

（一）自闭症儿童能够建立安全型的依恋关系

目前，国内外已有研究不仅证实了自闭症儿

童存在安全型依恋行为，而且还指出自闭症儿童

依恋关系与其自身功能性领域发展有着密切联

系[30]143，[31]。本研究通过两次行动干预也证实自闭

症儿童能够建立安全型的依恋关系。研究者从

“养育者-儿童”双向作用的角度进行干预，通过

10周的干预后发现个案儿童的依恋质量得到较

为显著的提升。在自然状态下Z儿童对养育者表

现出“寻求接近与接触”行为、“沟通与交际”行为

的特点与普通儿童寻求养育者的依恋特征没有

明显的不同。

（二）儿童功能领域的提高有助于安全型依

恋的建立

自闭症儿童的认知、沟通、社会情绪等功能

领域的发展情况是安全型依恋关系建立的重要

影响因素[30]。国外研究者把发展自闭症儿童相关

功能领域作为突破口，以期建立安全型的依恋关

系[32]。同样，国内已有研究也表明影响自闭症儿

童依恋建立的核心障碍为社会交往障碍、语言功

75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2020年第12期

能障碍。在本研究当中个案儿童通过10周的康

复干预，在认知、沟通、社会情绪上得到了明显的

提升。在认知层面上，儿童的认知发展主要包括

认知策略的构建和认知内容的理解。由于自闭

症儿童的认知发展障碍导致其无法正确向养育

者表达、无法理解养育者所传递的信号，由此造

成与养育者的交往困难，从而难以建立安全型的

依恋关系。自闭症儿童认知能力的提高将促进

儿童对养育者抚养信号的理解，进而建立安全型

的依恋。在沟通交往层面，由于本研究当中的自

闭症儿童Z具有一定的言语障碍，因此在沟通方

面主要是对儿童进行非言语的沟通训练，比如：1.

需求相关要求——帮帮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儿童会以肢体的形式表达“帮帮我”；2.需求相关

反应中：以点头方式响应他人的询问。在增加儿

童非语言沟通行为的基础上达到儿童与养育者

的交互作用，从而提高儿童与养育者依恋质量。

在社会情绪层面上，通过两轮行动方案对儿童的

情绪行为、游戏行为、社会技能—互动、社会技能

—解决问题几大次领域进行干预。在社会情绪

层面上，通过两轮行动方案对儿童的情绪行为、

游戏行为、社会技能—互动、社会技能—解决问

题几大次领域进行干预。在“社会技能—互动”

上，儿童可以在母亲的提示下与他人打招呼（以

挥手方式表达“再见”）；在“社交技能—解决问

题”上，儿童遇到自己有困难需要帮助时会用动

作表示需求，但无法用语言寻求帮助；在“游戏行

为”中，儿童从平行游戏发展为可以与养育者互

动的合作游戏。在游戏情境中儿童可以通过模

仿、分享等行为与养育者进行互动。两轮行动干

预结束后发现，通过加强自闭症儿童的社会交往

技能，尤其是提高非语言社会交往质量，可以有

效缓解自闭症儿童因不适的社会交往带来的焦

虑感，增加儿童与养育者之间的沟通交流次数，

最终促使自闭症儿童发展安全型的依恋关系。

（三）养育者敏感性的提高有助于安全型依

恋的建立

由于自闭症儿童自身的功能障碍难以形成

安全型的依恋关系，所以养育者的抚养敏感性作

为一个可控因素与变量，对自闭症儿童依恋质量

发展极其重要[33-35]。在本研究采用的是亲子游戏

干预法，目的在于提高养育者Z母准确感知和解

读其孩子行为所展现或隐含的信息，并给出恰当

及时的回应。进而提高亲子之间的互动行为。

通过两轮行动干预，Z母在养育者敏感质量的四

个维度上都得到了显著的提高，即对孩子信号的

察觉与准确解读，并做出恰当而迅速的回应。在

后测的结果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Z母的敏感性

与其孩子的依恋质量密切相关。在日常的观察

中Z母的亲子互动行为逐渐的增加，且Z母通过

表扬、鼓励等方式对Z儿童良好的社会互动行为

进行了积极强化，从而提高Z儿童的安全型依恋

质量。

（四）研究局限及反思

已有研究表明“陌生人情境法”对各国儿童

依恋类型的分类具有普遍适用性。但是在不同

文化背景下儿童依恋类型的分布及其行为表现

有所不同，我国儿童依恋类型具有本土化的特

点[36]。基于我国的文化传统和教养方式，我国自

闭症儿童的依恋类型也具有跨文化的差异性。

因此在未来研究当中我国研究者应该加强对自

闭症儿童依恋本土化研究。在参考借鉴国外已

有干预方法的同时，根据我国自闭症儿童身心发

展特点、父母教养方式等因素来制定干预策略。

其次，自闭症儿童由于个体差异较大，被试

选择具有局限性，所以研究结论难以进行推

广[37]。虽然国外已有研究者对自闭症儿童安全型

依恋进行干预，并提出有效的干预方法，但仍未

建立明确的操作规范与流程。研究者认为只有

在充分的了解到自闭症儿童依恋发展影响因素，

才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干预方法。在本研究当中，

研究者对个案儿童的生长发育史、家庭背景、教

养方式等因素进行充分的调查与分析。结合儿

童自身特点，从他的依恋相关功能领域和养育者

的抚养敏感性出发，对二者进行干预。

再者，在儿童早期依恋中，众多研究者大多

考虑母亲与儿童之间的依恋关系，缺乏对其他依

恋对象的研究[38]。在本次行动研究中笔者也是将

儿童的主要养育者母亲纳入到干预计划。依恋

关系的建立是一个终身建构的过程，具有生命全

程性和多重性。因此，在未来研究里应该拓宽自

闭症儿童依恋研究范围，即儿童与不同依恋对

象、不同依恋阶段的研究。

最后，依恋关系的建立是儿童与养育者双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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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的过程，自闭症儿童安全型依恋关系建立的

过程中需要养育者的参与[39-40]。然而，养育者在

与儿童交往沟通的过程中缺乏应对自闭症儿童

的策略与方法。本研究通过对自闭症儿童及其

养育者双方进行干预，在提高自闭症儿童的相关

功能领域的同时，对养育者的敏感性进行培养。

在今后的研究当中，研究者与康复教师可以将研

究成果运用到自闭症儿童家长培训上，使家长能

够提高自身地养育者敏感性 ,准确而恰当的理解

孩子的心理需要，缓解儿童家长的抚养压力，从

而更好地投入到自闭症儿童的干预训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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