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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疗愈在孤独症儿童中的实践研究
金芷怡

辽宁师范大学，辽宁沈阳 110000；

摘要：通过研究旨在探讨音乐疗愈在孤独症儿童中的应用及其效果。研究设计并实施了包括歌曲学唱、身体律动

和奥尔夫乐器演奏等实践活动，对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行为、注意力和社交方面进行了综合干预。研究发现，音

乐疗愈能够有效缓解孤独症患者的焦虑情绪，提高其注意力，并改善其行为和社交障碍。研究为音乐疗愈在孤独

症儿童中的应用提供了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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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音乐疗愈和孤独症儿童的背景介绍

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 0～6

岁精神残疾（含多重）儿童占 0～6岁儿童总数的 1.10‰，

约为 11.1 万人，其中孤独症导致的精神残疾儿童占到

36.9%，约为 4.1 万人。孤独症是一种日益常见的神经

发育障碍性疾病，以男孩多见，并且正在逐年增加。对

于孤独症的治疗，目前主要以教育干预为主，补充剂/

药物治疗为辅。音乐疗愈是干预孤独症的手段之一，已

逐渐应用于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中。

本次音乐疗愈小组组员为四名学科教学（音乐）专

业的研究生，音乐疗愈服务对象是沈阳市康纳洲服务中

心的八位孤独症同学，服务时长共一个月。沈阳康纳洲

于 2017 年 9 月成立，是由沈阳市 6个孤独症儿童的家

长发起，在中国精协指导组建的综合性关爱孤独症生命

全程服务平台。中心为孤独症孩子开设了手工课、美术

课及音乐课等相关课程，希望给孤独症家庭营造一块永

久栖息与发展之地。

孤独症谱系障碍俗称孤独症，是以社会交流障碍、

兴趣或活动范围狭窄及重复刻板行为为主要特征的儿

童早期神经发育障碍性疾病。康纳洲的八位服务对象主

要表现症状有智力障碍、社交障碍、言语交流障碍、重

复刻板行为等。本次音乐疗愈的目的是用音乐为孤独症

同学创造一个安全、愉快、有包容性的环境，利用音乐

引导孤独症同学集中注意力，自愿主动的学习，希望有

助于改善他们在情绪、注意力、行为和社交方面存在的

困难。

2 音乐疗愈在孤独症儿童中的作用

音乐疗愈通过将音乐与孤独症儿童的身体行为和

心理发展相结合，在孤独症儿童和音乐之间建立沟通链，

激发孤独症儿童在安全愉快的环境中积极探索自我和

表达自我，培养他们对自我行为进行有效控制。

孤独症儿童通常伴随着焦虑和紧张的情绪，音乐疗

愈通过旋律、节奏等音乐元素能够有效缓解他们的紧张

焦虑情绪，引导他们通过音乐来表达自己的情绪。短注

意力也是孤独症儿童的一个普遍特征，在音乐疗愈中，

通过歌唱、律动和奥尔夫小乐器等能够提高他们的注意

力水平，延长注意力集中的时间。孤独症儿童通过对教

师身体律动和乐器演奏的模仿，提高他们的身体协调能

力和认知能力，减少刻板行为的发生。音乐疗愈为孤独

症儿童提供了一个安全愉快的社交环境，通过集体的音

乐活动，促进语言的发展，提高社交能力。

3 音乐疗愈在孤独症儿童中的方法

3.1 在音乐疗愈中需要有简单、清晰的指令要求

指令即训练者的要求，分语言指令和非语言指令。

在发出语言指令时经常伴随非语言指令。语言指令要保

持指令的统一性，如果孤独症儿童对指令没有做出反应，

应该及时进行辅助，不应过多重复指令。在孤独症儿童

对指令做出正确反应是，要及时给予强化，两者结合使

用。要把复杂的信息用简单化的指令说出，指令要简单、

明确、清晰、便于理解，有助于儿童对指令做出正确反

应，提高行为再次出现的概率。

3.2 在音乐疗愈中应该进行及时辅助和适当鼓励

当孤独症儿童在教师提出要求后没有反应时，不应

该催促，应该耐心等待或及时进行辅助，并且在孤独症

儿童给出反应时进行夸奖（强化），对某位孤独症儿童

进行夸奖时，要具有针对性且有具体的语句夸奖，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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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次正确反应的概率。辅助指帮助儿童在指令和正确反

应之间建立联系，以确保儿童的反应正确，使强化的目

的得以实现。辅助时要注意时间，辅助应该及时，适当

使用鼓励性语言，以帮助儿童建立信心、产生兴趣并体

验成功的满足感。

3.3 在音乐疗愈中应该在正确反应时及时强化

凡是能提高正确反应概率的刺激或刺激情境均可

成为强化。如果儿童连续做出正确的反应，就可以确定

他已掌握了相关的知识和技能。这时就可以进行下部分

的学习。当他能够自主或由父母辅助完成时，就应该进

行强化，培养孤独症儿童的自信心和积极性。而且要根

据儿童的不同反应给予不同的强化，辅助完成和独立完

成时使用的强化应有所不同，有时也可以使用负强化。

4 音乐疗愈在孤独症儿童中的策略

4.1 音乐疗愈在孤独症儿童中的前期准备

4.1.1音乐疗愈活动环境的布置

针对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行为特点，通过创设轻松安

全的环境让孤独症儿童放松愉快的进行音乐疗愈活动。

孤独症儿童在音乐疗愈时需要在一个视觉和听觉刺激

较少的、相对固定的场所，排除各种干扰，是孤独症儿

童所熟悉的环境。避免不良刺激引发问题行为。

针对孤独症儿童会对父母产生依赖和音乐活动中

需要辅助的情况，在进行音乐疗愈活动时，凳子可以分

为两排，一排做孤独症儿童，一排坐孤独症儿童的父母。

有助于父母观察孤独症儿童的情况，当出现明显问题行

为时进行及时安抚，在音乐疗愈活动中进行及时辅助。

对于孤独症儿童进行疗愈时间较长，需要熟悉的人来进

行，最好的疗愈者应该是教师和家长。

4.1.2音乐疗愈活动教具的准备

针对孤独症儿童短注意力的特点，准备一定数量的

名字贴，写完名字后贴在胸前。贴名字贴的作用在于，

当孤独症儿童在活动中出现游离、注意力不集中等现象

时，教师可以喊出孤独症儿童的名字，让他结束游离，

注意力集中到活动上。

针对孤独症儿童认知缺陷的特点，准备黑板和记号

笔。在朗读歌词和学唱歌曲的时候，把歌词写在黑板上，

学到那里用记号笔指到哪里，有助于孤独症儿童直观的

学习和理解。

针对孤独症儿童兴趣狭窄的特点，准备奥尔夫小乐

器，提高孤独症儿童在音乐疗愈活动中的兴趣和参与性。

在准备乐器时要选择音量适中，不过分刺耳的乐器。有

些孤独症儿童对声音比较敏感，如果出现刺激声音，可

能会引发孤独症儿童一些失常行为，比如拍打头部、捂

耳朵、尖叫等，这时需要家长进行干预和安抚。本次音

乐疗愈选择了响板、串铃、沙蛋、双响筒四种乐器，这

几种乐器，易于掌握，音量适中，满足孤独症儿童的学

习需求。

4.1.3音乐疗愈活动歌曲的选择

针对孤独症儿童的歌曲主要从节拍、速度、节奏、

歌词等方面进行综合选择。节拍多选择四四拍为主的歌

曲，四四拍具有重复性、结构化和可预测性，满足孤独

症儿童的歌曲偏好。选择节奏清晰的歌曲，帮助孤独症

儿童促进肢体的协调配合。较慢或者较快速度的歌曲都

不太适合孤独症儿童的歌曲学习，快速度的歌曲孤独症

儿童思维和动作都跟不上，慢速度的歌曲基调多为悲伤

歌曲，不易引起孤独症儿童的兴趣和积极性。要选择速

度适中，能带来节奏律动感的歌曲，营造音乐氛围，提

高孤独症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和互动性。要选择一些旋律

朗朗上口，歌词浅显易懂的歌曲，歌曲中表现出积极向

上的价值观的歌曲。

4.2 歌曲学唱——提高说话动机，增强社会认知

针对孤独症儿童在语言及认知方面存在缺陷的特

点，要注意分段学唱，尽量不要一次性大段学唱，可以

分成几部分，一部分重复学唱后再进行下部分的学唱。

同时记号笔跟随学唱内容，让孤独症儿童直观注意到学

唱的词句。在学唱时应该语速较慢或适中，让孤独症儿

童跟着教师一字一句的朗读，以便孤独症儿童的理解和

记忆。教师在学唱歌词时，要做出夸张的嘴型并保持眼

神接触，吸引孤独症儿童的注意力，提高他们学习语言

的积极性，在孤独症儿童说出歌词后及时进行鼓励和表

扬。通过营造丰富的语言环境，加强环境刺激，提高孤

独症儿童说话的动机。

在乐曲中学习语言，孤独症儿童会表现出更高的参

与度，引导他们将歌词和现实世界相连接，增强他们的

情感体验和对世界的基本认知，为以后的社会交往打下

基础。研究发现歌唱可以给人带来幸福感和满足感，当

孤独症儿童进行歌唱时，能够在歌唱中调节情绪，增进

与他人分享社交情绪、进行社交互动的意图。

在活动过程中主要教学模式为分解式尝试教学，也

称回合式教学，就是将一种技能分解成若干较小的部分，

采用强化的方法，把一个个小技能训练完成，直到完全

掌握，最后再把这些小技能串联起来，使儿童学会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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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或技能。例如歌词朗读和学唱歌曲时，分解式教学

能够更加高效的促进孤独症儿童对乐曲的理解和掌握。

4.3 身体律动——培养肢体协调，增强互动意识

在身体律动方面，设计了拍桌子、拍手、拍腿、打

响指等较为简单的动作，动作要直接、明确、便于理解，

还有一些身体动作作为辅助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的学

习乐曲。教师先进行动作分解，孤独症儿童律动连贯后

再进行下个部分的律动教学。在律动中设计了孤独症儿

童互动拍手的动作，类似于小时候玩的手心手背的游戏。

让他们共同参与游戏活动，并产生互动行为，建立同伴

之间的沟通链，让他们体会到与同伴互动带来的乐趣，

以此来建立同伴之间亲密的关系，提高儿童的社会交往

能力。

教师示范能够把具体的信息传递给儿童，同时形成

持续的视觉提示，让孤独者儿童动作变形或终止时，教

师或家长的及时师范，孤独症儿童就会继续跟着做。音

乐与动作相结合，加深了孤独症儿童对音乐的理解和感

受。在活动中通过对教师动作的模仿，逐渐发展到能够

在日常生活中自发的进行模仿，增强社会交往能力。在

活动过程中，父母可以进行辅助学习。通过身体辅助，

接触儿童的身体帮助其完成正确反应，包括完全的和部

分的身体辅助；

达尔克罗兹设计了一系列的身体节奏练习，旨在开

发大脑和身体之间的双向沟通系统。通过组织化的、具

体的动作律动的学习，减少孤独症儿童的刻板行为。在

音乐疗愈过程中将音乐的节奏元素转化为具体的动作，

提高孤独症儿童参与音乐的积极性和互动性，促进孤独

症儿童协调能力的发展，也有助于孤独症儿童对乐曲进

行更全面的感知和理解。

4.4 器乐合奏——提高活动参与性，延长学习兴趣

教师首先会介绍乐器的使用方法，接着教师跟随音

乐进行乐器演奏，通过示范让孤独症儿童直观得观察到

乐器在乐曲中如何进行演奏。在活动过程中，教师每人

手持一种乐器，站在手持同样乐器的孤独症儿童跟前，

详细讲解乐器演奏方法。

针对孤独症儿童在沟通方面有缺陷，眼神是非语言

沟通的重要方式，在与他们交流时，要注意和他的眼神

沟通。可以先喊他的名字，当他注意力集中到你时，看

着他的眼睛跟他对话或进行鼓励。完整乐器演奏后，带

领他们给自己鼓掌，让他们自我意识到被肯定被鼓励。

孤独症儿童的注意力持续时间较为短暂，但是对于

他们感兴趣的事情或活动会产生高度关注，所以可以运

用奥尔夫乐器吸引孤独症儿童的兴趣，使孤独症同学一

直处在音乐疗愈活动中，提高注意力的稳定性和延长时

间。

4.5 活动表演——提升自我效能感，丰富音乐体验

为增强孤独症儿童在音乐疗愈活动中的参与性和

互动性，展示表演环节必不可少。表演首先会让有意向

并且举手的儿童先上台表演，一般为两人一组，上台后

让儿童选择是歌唱、律动或者乐器。选择后，教师和其

他儿童也可以为台上的两位儿童进行歌唱、伴奏等。

有一些儿童不会主动参与，这时父母和教师就要引

导学生进行表演，对他进行言语鼓励，对他抱有期待，

给他信心，让他相信自己是有能力的人，鼓励他进行表

演展示。进行音乐表演的孤独症同学会得到自我效能感

的提升，这也有助于孤独症同学的自我调节。

在安全愉快的环境中给孤独症儿童创设良好的音

乐氛围，并留给他们发挥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空间，为孤

独症儿童提供参与、表演和创作的机会，以达到丰富其

音乐体验、提高其审美情趣的作用。

5 音乐疗愈在孤独症儿童中的实践总结

音乐疗愈在孤独症儿童中的实践探究表明，音乐作

为一种非言语的交流方式，对孤独症儿童具有显著的康

复效果。通过音乐疗愈，孤独症儿童有效延长了注意力

集中时间、目光交流增多、刻板行为减少、积极情绪被

有效调动。音乐疗愈活动不仅能提升他们的社会交往能

力、语言表达能力和身体协调能力，还能帮助他们建立

与外界的沟通桥梁，为他们的社会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因此，在未来的孤独症儿童康复工作中，应更加重视音

乐疗愈的应用和推广，为更多的孤独症儿童带来希望和

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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