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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越秀区启智学校 陈艳 

【摘  要】自闭症儿童的核心障碍是社交沟通障碍，因此训练的重点应是社交沟通的动机与技巧，

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则让他们运用其视觉优先的特点，使其掌握与人有效沟通的方法，激发他们与人

沟通的欲望，促进他们的语言主动性。 

【关键词】自闭症、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沟通、语言 

 

1、前言 

自闭症又称为孤独症，是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卡勒博士(Dr.Kanner.l)与 1943 年首次提出，

并提供了世界上第 1 份自闭症案例报告[1]。1994 年，美国心理学会(APA)在美国精神疾病分类和诊

断手册 4(DSM-4)中把自闭症明确定义为“儿童广泛性发展障碍”[2]。其核心标准一般包括 3 个方面：

社会交往存在质的缺陷；沟通障碍及言语发展迟滞；行为方式、兴趣、活动内容狭隘、重复和刻

板。 

因此，没有语言，或有语音但却不会与人主动沟通是自闭症儿童最常见的障碍特征之一。而图

片交换沟通系统（The Picture Exchange Communication System）简写为 PECS，是一种用来补足或辅

助说话的沟通方法。它的特点在于顺应自闭症儿童视觉优先的特点，让他们能够在其能力范围内有

效地与人沟通，表达自己的需求，并强调引发沟通动机，提高沟通的主动性和语言的主动性。 

图片交换沟通系统由训练者＋可视性媒介（图卡、文字、沟通板）＋设置的情境＋被训练者构

成。最初训练者在专门设置的情境中，教导孤独症儿童选取一物品的图像卡，交给沟通对象，来换

取该物品。以后逐步地通过图卡辨别训练，使儿童掌握更多的物品的名称，进而进到句子结构训练

阶段。儿童经过最初由训练者协助完成沟通到最后主动地表达意见的过程，逐步地掌握沟通的技

巧。[3] 

 

2、个案资料 

2．1、个案基本情况 ：小阳是一名 7 岁的广州男孩，在特殊学校就读一年级。家庭条件一般，父亲

自己做生意，母亲没有职业主要负责照顾小阳，家庭关系比较和谐，小阳的日常生活以及家庭训练

主要由母亲负责，其母亲对训练较为配合。小阳足月出生，在 2 岁半时诊断发现患有重度自闭症，

曾到两家自闭症训练机构训练。 

2． 2、个案进行图片交换系统训练前的发展情况 

2.2.1 模仿：有主动模仿的意识，能模仿大部分的粗大动作、口腔构音器官动作，以及一部分精细动

作 

2.2.2 感知觉：视知觉、触知觉较好；手臂、背部稍有触觉敏感；前庭平衡觉弱 

2.2.3 粗大动作：粗大动作灵活，发展能力与实际年龄相仿 

2.2.4 精细动作：会在 2×2cm 的范围内涂色基本不出界；会使用剪刀沿线剪简单几何图形 

2.2.5 生活自理：能进行基本的日常生活自理，如能独立使用匙子进食、独立小便，大便需成人协助

清洁；能独立穿脱套头的衣服、没有拉链和纽扣的裤子 

2.2.6 语言理解：能较好地理解日常指令（因为日常训练多使用普通话，所以其对普通话指令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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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好，但家里有时会用广州话，也能理解常用广州话指令），能理解二步指令，能辨别基本形

状以及日常用品、最亲近的人以及他们的图片；不认识文字，只认识数字 1－10，但缺乏数量

概念 

2.2.7 语言表达：会模仿发单音，以及个别词组，但音量很小，而且从不主动发音，并抗拒发音，强

迫其发音有时还会哭闹；会使用抢、推的肢体动作 

2.2.8 社交：与人的目光注视差，缺乏与人沟通交往的动机与技巧；会帮忙做简单家事活动，如擦桌

子、简单清扫纸屑 

2.2.9 情绪、行为表现：操作能力较强，喜欢玩操作性玩具；性子急躁，动作快，喜欢抢东西，不能

满足时容易发脾气 

3、实施图片交换沟通系统训练： 

   该生每个星期有五节训练课时，每节课的训练时间在半小时左右。 

3．1、训练前准备：强化物评估。找出学生最喜欢、次喜欢、不喜欢的食物和玩具。 

把 5 至 8 种零食放在小阳的面前，观察小阳会主动拿取哪一种，之后再更换零食的位置重复评

估，重复三次后发现小阳三次拿取的都是 QQ 糖。把 QQ 糖取走后，再做次喜欢物的评估，依此类

推。 

评估结果是，小阳最喜欢零食的是 QQ 糖，次喜欢的有山楂片、奶片、饼干、百力滋、薯片，

不喜欢的是西红柿、柠檬、苦瓜、辣椒。最喜欢的玩具是泡泡，次喜欢的有小汽车、拼版，不喜欢

的是玩具蛇、触觉球。 

3．2、第一阶段：以物换物。此阶段的目标是当学生看到一件很喜欢的对象时，能主动拿取该物件

的图卡，交到训练员手中，以换取喜欢的物件。此阶段需要两位老师来操作。一个担任指导者，另

一个则担任学生的协助者。 

实施步骤：①、老师甲坐在小阳的背后，老师乙坐在小阳的对面，②、桌面放上小阳最喜欢的

QQ 糖的图卡，③、老师乙拿着 QQ 糖在小阳面前晃动，并说：“我有 QQ 糖”，等小阳注意到 QQ 糖

并有欲望拿取时，老师甲则协助其拿起 QQ 糖图卡，放到老师乙的手中（注意不能有口头提示），

④、老师乙马上在半秒内说“哦，你要 QQ 糖”，并同时把 QQ 糖给小阳吃。 

 之后逐渐减少协助，并交替使用次喜欢物：完全辅助小阳的手→轻托小阳的手肘→手指图卡提

示→老师乙尽量延长张开手掌的时间，到最后小阳听到老师乙说：“我有……”，能自动拿取图卡交

换。 

由于小阳的操作能力和理解能力尚可，因此只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就达到目标，在看到一件他

喜欢的对象时，能主动拿取该物件的图卡交到老师手中，换取该物件。 

3．3、第二阶段：扩展主动性。此阶段的目标是学生能主动走到沟通板面前拿起唯一的图卡，

然后寻找有图卡中对象的训练员，把图卡交到训练员手中换取物件。 

这一阶段与上一阶段相同的地方是，仍进行实物交换练习；所不同的是，图卡的放置有变化，

不在学生伸手就能拿到的桌面上，而放在了和学生有一定距离的沟通板上，需要学生运动身体去取

图卡。这样就和真实的交往沟通更接近。生活中也都不是什么都替孤独症孩子准备好，他一伸手就

能得到，而是要运用各种能力去达到目的（比如借助凳子去取高处的东西）。另外老师和学生的位

置也有变化。 

实施步骤：①、把图卡贴在沟通板上，②、老师拿着 QQ 糖说：“我有 QQ 糖”， ③、等小阳注

意到 QQ 糖时，老师协助其拿起沟通板上的 QQ 糖图卡并放在老师的手中，或老师张开手掌示意其

把图卡放到老师的手中，④、老师在其正确反应半秒内口头夸奖，并说“你要 QQ 糖”，同时把 QQ 糖

给小阳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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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逐渐减少辅助，提升目标：延长张开手掌的时间→逐渐增加老师和小阳的距离，由相隔一

张桌子到两人距离两三米远，但沟通板仍在小阳面前的桌上→老师与小阳的位置不变，逐渐增加沟

通板与小阳的距离，沟通板的位置变换放在两米范围内的地面或桌面或柜面上→同时增加老师与小

阳的距离、沟通板与小阳的距离→老师假装不理小阳，让小阳主动拉出老师的手，把图卡放进老师

的手中或放进手中后主动发音→转换训练员。 

训练时根据小阳的能力，故意延迟说“你要 QQ 糖”中的最后一、两个字，鼔励小阳模仿或主动

发音，但不勉强他一定发音。 

小阳经过一个月的时间，达到第二阶段的目标，并且在图卡的视觉提示下，小阳没有那么抗拒

发音了，慢慢变得有兴趣发音，主动地发音了。这个阶段结束后，他基本能在老师说“我要”后看着

图片主动地发音“QQ 糖”“饼干”“山”“片”“百”“滋”“泡泡” “车” “拼版”，但三个字的名词中，中间的那个

字的音较难发出，常常会省略。 

    3．4、第三阶段：辨认图卡。此阶段的目标是当学生想得到某一对象时，会走向沟通板，在众

多图卡中取出正确的图卡，走向训练员，把图卡交到训练员手中表示要求。 

此阶段需要学生在两张或几张图卡中选取所要对象的图卡。因为小阳有认知图卡的能力，经过

评估决定让他从辨认 3×5cm 大的照片图卡开始训练。 

3.4.1、A 阶段：辨认喜欢与不喜欢的物件图卡。 

实施步骤： ①、在小阳面前摆出 QQ 糖和玩具蛇，在沟通板上贴上一张 QQ 糖图卡和一张玩具

蛇的图卡，小阳拿取图卡给老师后，老师就说“你要……”并把对应图卡的对象给他。如果小阳拿的是

QQ 糖图卡，老师就给 QQ 糖；如果小阳拿的是玩具蛇图卡，老师就给玩具蛇，因为他不喜欢玩具

蛇，所以会把它推开或躲开，这时老师就采用四步纠错法帮他纠正。没有出现错误后，就更换另外

两张喜欢的和不喜欢的对象图卡。 

②、之后增加图卡的数量至六张，并变换图卡的位置。 

小阳认识图片的能力较好，一个星期训练后通过 A 阶段。 

3.4.2、B 阶段：辨认喜欢与喜欢的物件图卡。 

实施步骤： ①、在小阳面前摆出 QQ 糖和山楂片，在沟通板上贴上一张 QQ 糖图卡和一张山楂

片的图卡，让小阳选择一张交到老师手中后，老师说“自己拿”让其自己拿取想要的对象。如果他拿

取的对象与图卡一致，就是正确的行为；如果他拿取的对象与图卡不一致，老师就马上制止，采用

四步纠错法纠错。 

②、之后增加图卡的数量至六张，并变换图卡的位置。 

此阶段同样故意延迟说“你要……”中的最后一、两个字，鼔励小阳模仿或主动发音。 

因为小阳的认识图片的能力较好，因此在此阶段他能辨认图卡后，就开始逐渐把他喜欢对象的

图卡换成文字卡片，让他认字表达。没想到小阳很快就能把文字与对象对应，并能使用字卡表达。

经过此阶段三个星期的学习，小阳已经能辨认以及表达文字“QQ 糖”“山楂片”“奶片”“饼干”“百力

滋”“泡泡”“汽车”“拼版”。之前小阳较难能发出三个字名词中中间字的音，但现在在字卡的提示下，

就能较好地引导他发出三个字的音，虽然还不是很流利。 

另外，经过此阶段的训练后，小阳因不能满足其需要而发脾气的行为也逐渐减少了。当他使用

图卡或字卡表达需求而被告知没有时，因为有视觉提示告诉他还有其它的选择，所以令其发脾气的

行为大大减少。 

    3．5、第四阶段：句式结构。此阶段的目标是当学生想要得到某对象时，会走向沟通板，主动

组合“我要**”的句子，并把句子条交到沟通者手中。 

第四阶段是在前三个阶段充分练习的基础上，进入到真正意义上的句子结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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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步骤： ①、沟通板的左边固定地贴上“我要”字卡。沟通板右边离“我要”字卡稍远的地方贴

上 QQ 糖的字卡。②、当小阳拿取 QQ 糖字卡时，老师协助他把字卡贴在“我要”的后面。③、协助小

阳把组成的句子“我要 QQ 糖”的沟通板放到老师的手中，然后指着句子说“哦你说，我要 QQ 糖”，马

上把 QQ 糖给小阳。 

之后逐渐提升：逐渐减少成人触体协助摆放图卡或字卡在“我要”字卡的旁边→小阳能自行把句

子条交到成人手中后，便把“我要”的字卡改为放在沟通册的左上角，然后引导小阳把“我要”的字卡

贴在句子条左方，再把所需的图卡或字卡贴在“我要”字卡的旁边→逐渐减少协助，小阳独立组合句

子。 

经过第三阶段字卡的学习后，小阳对文字产生了兴趣，因此在此阶段很快就认识了“我”“要”两

个字，并学会了组合句子，而且在句子条的视觉提示下能跟着老师手指指的文字，独立表达“我

要……”。 

继续提升训练：让小阳为需求对象加上颜色（颜色＋文字的图卡）修饰词，组成句子如“我要红

色的奶片”。 

训练之前，小阳还不会辨别颜色。训练期间使用了他喜欢吃的五颜六色的奶片作为学习材料以

及强化物，因此他学得很快。如先让他仿说几遍颜色词“红色的”，再引导他回答是什么颜色的问

题。学习颜色名称后，再拿出四种颜色（红、黄、蓝、绿）的奶片供他选择，他能指着说出想要奶

片的颜色后，就称赞他并把该颜色的奶片给他。经过两个星期，他就基本学会了辨别四种基本颜色

的奶片。之后让他使用“‘我’‘要’字卡＋颜色（颜色＋文字的图卡）＋对象字卡”组成句子，如“我要红

色的奶片”，组句的过程中同时可以巩固颜色的辨别以及表达。 

又经过六个星期的训练，小阳完成了第四阶段的学习。操作性的表达方式正符合了小阳的兴

趣，而且视觉提示更有利于他语言的组织与表达，因此小阳抢东西的行为大大减少了，有需求时能

马上使用沟通册组句，并会主动手指文字使用语言表达。 

 

4、个案训练情况总结 

小阳除了在上课时间训练，还得到了家长的配合，制作小沟通本在日常与家庭生活中也不断地

泛化训练，因此其与人沟通的能力已经有了明显的进步，已基本达到了第四阶段的目标。 

小阳是个有语言能力的儿童，却不愿意发音，可能与其语言组织能力弱和不良的发音经历有

关。但他有较好的视知觉能力和操作能力，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就正好利用了他的优势，来弥补、发

展他语言的弱势。小阳至从学习了图片交换沟通系统后，进步如下： 

4．1、沟通主动性增加：有需求时会主动在沟通本中组织句子条，并把句子条交给成人，主动

与成人沟通 

4．2、语言表达的主动性增加：能主动指着句子条表达句子“我要 QQ 糖/奶片/薯片/汽车/……” 

4．3、语言理解能力也逐渐提高：学会使用“我要＋颜色卡片＋对象”组织句子，也学会辨认、

表达四种基本颜色；能认识“QQ 糖/奶片/薯片/汽车”等的一些喜爱对象的文字，并使用字卡代替图卡

组句表达 

4．4、发声的音量大了，也变得乐于模仿成人的发音 

4．5、情绪趋于稳定，抢东西的行为大大减少，要求的对象被告知没有时，也能控制情绪，另

外选择其他对象 

 

5、小结与讨论 

自闭症儿童的主要障碍是社交沟通障碍，因此应以训练儿童的社交沟通技能为重点。沟通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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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语言活动，语言活动包括说话、特定符号、文字、肢体动作、手势等等，开口说话只是沟通的其

中一种方式。对于自闭症儿童，声音、言语，往往是他们的弱势，如果只是一未强迫他们发音、说

话，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因此，我们应该利用自闭症孩儿童的优势，去弥补和发展他们的弱势，

图片交换沟通系统正是让他们运用他们视觉优先的特点，使他们掌握与人有效沟通的方法，掌握表

达需求、想法的句子，激发他们与人沟通的欲望，促进他们的语言主动性。 

还有家长的配合以及泛化很重要，在课堂上教会了孩子沟通的方法，目的是孩子能独立运用，

以适应生活，因此在日常生活以及家庭中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老师和家长要及时做好沟通，切实

做到达成一致的教育理念，才能更快地朝着目标前进。 

另外，每个自闭症儿童都有不同的特点，应根据他们的情况随时做出调整，实施个别化的教育

方案，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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