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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曉芳 

四川省成都北斗星兒童心理素質培訓基地    

 

摘要：情緒識別,即我們日常所說的情緒自我認識和對他人認識，即當我們出現某種情緒時

能夠準確的察覺和識別出自己的情緒，並能同時意識出產生這種情緒的原因。對他人和自我情緒的

識別不僅是我們正常兒童的基本社會交往技能，對於自閉症兒童來說，也是一種重要的心理能力和

社交技巧。自閉症兒童在這方面相較于常人存在一定的困難，影響了他們的交往，本文分別從神經

科學、心理學和教育學等多個領域揭示自閉症兒 的面部表情身體動作等其規律，讓我們一起來看，

近年來自閉症兒童的情緒識別能力進展如何，前景又是怎樣的。 

   

 關鍵字：自閉症    面部表情    識別能力     

 

 一、 引言 

    情緒，是重要的情緒理解能力之一。而根據不同的表情動作來推測他人心理，也是自閉症兒童

交往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內容。由於自閉症兒童大多存在刻板行為，因而並不能準確而系統的從身體

動作獲知其具體的情緒，至今也沒有規律可循 對於自閉症兒童來說，當他們情緒產生嚴重不滿足

時，都有可能產生哭鬧，跳叫，自我傷害，攻擊他人等情緒行為，而如何分辨這些相應情緒下產生

的身體動作尤為重要，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瞭解自閉症 針對兒童的不同行為表現，從而做出針對教

育訓練 更是非常重要。正常發展的嬰兒在出生 6 個月前就注意到母親的面部表情，在 7 個月時就可

以辨別母親的表情，1 歲的嬰兒表現出對幾種基本面部表情的理解力。根據他人的面部表情來進行

社會判斷和交流的能力隨著年齡的增長而提高，正常發展的兒童精確識別和解釋面部表情的能力同

年齡  和智商成正比。所以，能否準確地識別他人的面部表情並做出適當的反應在一定程度上能夠

反映兒童的社會能力發展狀況。 

      但是，這樣一個簡單的觀察任務對自閉症兒童來說卻十分困難。儘管自閉症兒童包括智力落

後的低功能型和智力正常或超常的高功能型，但所有的自閉症兒童都和別人進行目光接觸或者社會

交流的時間過短，缺乏與情境相應的面部表情、身體姿勢、手勢和言語表達；他們既不會自發和外

界交流，和別人建立關係，也不會尋找或留意其他人的情感線索，識別環境和他人的情緒行為(如別

人是否高興、 傷心、感興趣或者生氣)，更不會做出適當的判斷和反應。比如，他們不理解他人友

好的面部表情而將伸出來的手視為一種威脅並對他人進行攻擊。自閉症兒童在處理情感資訊以及辨

識他人面部表情方面的障礙 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社會交往，所以，對於自閉症兒童表情識別的研究很

重要。這不僅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夠解釋自閉症的社會化缺陷，為進一步的干預提供實證支援，

又為一般自閉症兒童的面部身體認知提供了思路和依據。因此，對自閉症兒童識別自己和他人的情

緒既有實踐意義又有理論價值。 

   

二、自閉症兒童面部表情識別進展 

  1，情緒心理學的研究進展  

淺談自閉症兒童 

的情緒識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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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緒心理學是心理學中的重要分支，研究者們通過不同的實驗範式研究自閉症兒童面部表情識

別的特點。  

  Baron 等人使用標準的面部表情圖片研究自閉症兒童對不同情緒種類的識別，發現自閉症兒童

對他人由外部情境引發的簡單表情識別得較好，如高興和悲傷，但難以識別由信念和願望引發的面

部表情如驚奇、窘迫等。他們對於害怕、不安、痛苦等表達負性情緒的表情更不敏感。  

整體-部分識別範式的研究解釋了自閉症兒童對某些面部表情不敏感的原因。Thomas 等人讓自

閉症兒童、智力落後兒童和言語障礙兒童分別辨認婦女、猩猩和狗的四種基本面部表情，即高興、

悲哀、憤怒、驚奇，以及一個無明顯情緒的面部表情的圖片，結果發現，非自閉症兒童對整張臉的

表情識別優於部分臉的識別；而自閉症兒童識別整張臉的表情的成績和識別下半部分臉的表情的成

績相同。這說明自閉症兒童的面部表情識別圖式是根據人臉的下半部分建立起來的，即只注意嘴部

的變化，這與其他兒童對整張臉的資訊加以整合的識別模式不同。形成這種識別模式可能是因為自

閉症兒童感知功能有障礙，因此引起對刺激的高度選擇性，即關注環境中物體或事件的某種特徵而

忽略其他同等重要的特徵，對環境中某個部分有選擇地關注而忽略其他重要部分，這個特點導致自

閉症兒童視野或聽覺範圍狹窄，在觀察面部表情時也是如此。 

另一個可能的解釋與大腦左右半球的功能有關。大腦右半球調整與生俱來的初級情緒，如高

興、憤怒和害怕等，控制臉的上半部分及對他人上半部分臉的面部表情的認知；而左半球調整社會

性的習得的次級情緒，如內疚和嫉妒，控制臉的下半部分及對他人下半部臉的面部表情的認知。而

自閉症兒童右腦發育異常，初級情緒功能損害，限制了其對面部表情資訊的整合，因此他們只能依

靠次級情緒系統來觀察他人的面部表情。  

  法國 Bruno Gepner 的研究也發現在自然情境中，當高功能自閉症成人觀察他人的面部時，表現

與普通人相反，他們將目光聚集在人的嘴巴上而非眼睛上。研究還證明低功能自閉症兒童在知覺環

境中感知物體的運動，特別是快速運動方面有缺陷，而高功能自閉症兒童在這方面的缺陷要稍輕一

些。因此當面部表情在螢幕上慢速出示時，自閉症兒童辨認面部表情的成績相對來說要好得多。因

而研究者推測自閉症兒童有快速視－動覺整合缺陷。根據這一假設，許多具有動覺缺陷的自閉症兒

童對快速物體運動，比如眨眼和眼球的運動，視為反常刺激而避免面對面的目光接觸，他們將注意

力放在別人的嘴部，實際上是試圖更好地去理解對方的面部表情，以彌補在自然情景中不能精確有

效地注意其他快速的面部運動。快速視－動知覺缺陷已被認為是導致自閉症神經心理缺陷和社會互

動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閉症兒童的缺陷還表現在對他人的面部表情注意不足，因此也可以通過變化自閉症兒童的注

意焦點，考察自閉症兒童對他人面部表情的注意力是否能夠提高。Sander Begeer 等人以 28 名高功

能自閉症兒童作為實驗組，31 名非自閉症兒童作為控制組。要求被試找出照片中微笑或厭惡的臉。

正如以前研究的結果，在一般條件下，實驗組成績不如控制組，但是當實驗組被明確要求將照片和

現實生活關聯起來做決定時，他們的成績大幅度提高。這說明，自閉症兒童對他人面部表情的注意

力受情境因素影響。因此，在干預時要考慮將面部表情和對應情境結合起來訓練。  

  另一個研究將 8 個高功能自閉症兒童(IQ＞70)作為實驗組，8 個年齡、性別、語言發展相匹配的

普通兒童作為控制組。實驗的內容是將情緒故事和相對應的真實或欺騙性面部表情搭配。儘管高功

能自閉症兒童可以將情緒故事和標準的面部表情聯繫起來，但在理解真實情緒故事中人物的感受方

面，以及在理解虛假情緒故事中因為特定需要而表現出來的欺騙性的面部表情方面卻落後於控制

組。因為，對於高功能自閉症兒童來說，面部表情就像詞彙編碼一樣，而不是社會交流中的情感表

達方式。因此，干預應該著重補償他們在理解社會情感方面的缺陷，而不僅僅是理解表情的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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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研究成果對於改進早期干預有積極的意義。教育者可以根據自閉症兒童面部表情認知的特

點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系統地說明自閉症兒童提高對不同情緒的認知能力。而且，這些研究范式

和成果也促進了認知神經科學在情緒認知的神經生理方面的研究。  

  2，認知神經科學的研究進展及發展前景  

   研究者們應用多種腦成像技術，對自閉症兒童腦部發育的特點和結構進行了探測，並確定了某

些影響自閉症患者對面部表情識別的受損或異常發育腦區。研究發現杏仁核區和梭狀回與自閉症兒

童的情緒調節有關，這些區域的功能障礙影響著面部認知，特別是杏仁核在識別刺激的情感意義及

社會行為和獎賞的關係中有重要的作用，在社會刺激導向、眼睛凝視方向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很多

研究認為杏仁核異常是導致自閉症兒童社交困難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出了“自閉症兒童的杏仁核理

論”(Amygdala Theory of Autism)。  

  Sparks 等人以 3、4 歲的自閉症兒童、發育遲滯兒童和正常兒童作為被試，使用核磁共振(MRI)

測量了大腦、小腦、杏仁核和海馬區的體積，發現自閉症兒童的這些區域比其餘兩組兒童要大一

些，尤其是杏仁核區。  

  Jeffrey 等人進行了一項縱向研究，發現自閉症兒童的杏仁核左右區體積比例不均衡，自閉症兒

童的表現似乎和杏仁核右區關係密切，和杏仁核左區、大腦以及海馬區的大小關係不大。研究結果

表明 3、4 歲的自閉症兒童的杏仁核右區體積越大，他們在 6 歲時的社會適應和交流越差。  

  Adolphs 等人進一步研究了杏仁核區和面部表情識別的關係，被試是 30 個杏仁核區受傷的患

者，他們被要求識別基本面部表情(喜、怒、哀、懼等)和社會性面部表情(害羞、內疚等)。結果發

現，當他們只能根據眼部的資訊判斷面部表情時成績最差，判斷基本面部表情成績最好。被試不能

主動地注視眼睛部位，他們也很難識別恐懼的面部表情。這和對自閉症兒童的面部表情識別的研究

結果是一致的。這也說明孤獨症兒童的杏仁核區有一定的發育異常。  

  Spezio 等人使用真實的情景交流觀測杏仁核損傷患者的眼動模式，發現患者不與交流者直接對

視，而將注意焦點集中在嘴部。自閉症兒童也是如此。在真實社會互動中的研究進一步說明杏仁核

異常所導致的注意的特異性使自閉症兒童不能按照一般的途徑去注意和辨別面部表情，影響了他們

的移情能力，導致其產生社會交流和互動障礙。  

  杏仁核損傷患者的研究結果能否完全解釋自閉症兒童的大腦異常呢?他們的杏仁核異常和自閉症

兒童的情況在形式上不同，在表現上也不完全相同。自閉症兒童的杏仁核不但在童年早期或者更早

就表現出異常，而且他們在對視時還表現出負性情緒，但杏仁核損傷患者卻不表現出這一點。自閉

症兒童在何時產生杏仁核發育異常，和成人的杏仁核損傷有何異同，這種異常是否是他們的面部表

情識別和社會交流障礙的主要影響因素，是否影響到他們對所有的面部表情識別以及如何進行治療

和補償等都會成為未來的研究目標。  

既然是神經系統的損傷導致面部表情識別障礙，那麼根據這種特殊的識別模式進行行為干預，

說明自閉症兒童學習注意他人的面部線索，進一步重組他們的大腦系統，逐漸以正常的加工方式注

意和辨認面部表情，將成為認知神經科學和早期干預的新課題。  

 3，特殊教育實踐的證據 

    訓練自閉症兒童識別和理解面部表情是相當困難的一件工作，而開展這方面的實踐則是非常有

意義的。華盛頓大學的研究者採用電腦輔助教學的方法，將面部表情照片和表現情緒場景的卡通片

或童話故事作為訓練工具，幫助自閉症兒童注意和提取面部線索，教會他們識別面部信號的意義。

該研究在兩所特殊教育學校對自閉症學生進行了電腦輔助教學，通過每週 5 次，一次半小時的教學

使這些兒童的錯誤率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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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教學實踐是評估自閉症兒童辨認面部表情的能力，以及如何系統地、按步驟地教給他們

這些技巧。首先採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評估自閉症兒童在這方面的能力和需要，以瞭解自閉症兒

童對表情的識別和理解水準。教學中先訓練自閉症兒童學會識別幾種基本情緒，學習將表達相似情

緒的面部表情搭配歸類；再學習為這些表情命名；最後學習識別、理解這些面部表情所代表的基本

情緒。一旦學生辨認和理解了這些基本情緒和相應的面部表情，就進入下一步更複雜的任務——辨

認不同強度的基本情緒以及學習描述這些不同強度的詞彙，如氣惱和憤怒；最後學習辨別各種微弱

的情緒和相應的面部表情。  

此外，在教學中，研究者和教師還安排自閉症兒童學習其他一些重要的面部表情識別技能。這

些表情包括：感興趣或不感興趣的表情；微笑但不真誠的表情；傳達嘲笑、悲哀和困惑的表情；以

及厭惡、窘迫、自信、害羞、羞恥、嫉妒、困惑、懷疑、驚奇和抱歉等。在訓練中，教師採用類比

現實活動、多媒體呈現、照鏡子直接模仿、角色扮演、遊戲、體驗式教學、書寫和畫畫等方式，說

明他們理解不同表情的所包含的資訊。教師充分發揮各種教學材料的作用，如鏡子、影片、圖片和

照片等。     

    

 4，自閉症兒童面部表情識別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對自閉症兒童面部表情識別的已有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問題。首先，多數研究選用高功能的自閉症

兒童和成人作為被試，研究結果能否推論到所有的自閉症群體中去還值得商榷。當然，伴有智力落

後的低功能自閉症兒童的交流困難增加了實驗的難度也是一個現實問題。  

  再者，研究的範式也需要改進。大多數的面部表情識別研究多採用標準化的圖片、照片、動畫

甚至模擬的人類面孔，這些研究結果是否能夠預測自閉症兒童在真實情境中的表現呢?使用這些材料

所啟動的腦區和在真實情境中腦部活動的區域是否一致?這都是有解決的題。  

在我國，對自閉症兒童面部表情識別的研究可以借鑒國外成熟的實驗範式、材料和測量工具，

英國自閉症專家日前利用適合兒童的動畫片來輔助幫助自閉症兒童辨別面部表情，效果良好。 

據報導，自閉症兒童不喜歡人類行為的不可預見性，通常會回避與人接觸，對別人情感的理解

力也很有限。英國劍橋大學自閉症研究中心的西蒙·巴倫·科恩教授及其同事製作了一部題為《運輸汽

車》的動畫片。片中講述的是一些玩具汽車的歷險記，通過數碼技術粘貼，這些車都有一張真正的

會動的人。這部動畫片共 15 集，每一集專門講述一種情感，如歡樂、害怕或驚訝等。 

 科恩說：“我們決定將玩具汽車和人體表情結合起來，創造一種娛樂性的方式說明他們瞭解情緒和

表情。因為汽車的活動有預見性和重複性，所以自閉症兒童會被它們吸引，並對它們著迷。” 

通過對 20 名自閉症兒童的研究表明，在觀看該動畫片一個月後，他們辨認情緒的能力有顯著提

高，足以趕上相同年齡段正常發育的兒童。 

兒童喜歡將物體世界和人類世界混合在一起。有生命的車子！很多孩子喜歡機械的東西。有些孩子

卻喜歡有表情的面孔和動作。將這兩者融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個每個孩子都喜歡的充滿歡樂的神奇

世界。  

 我們希望《小小交通車》這部動畫系列，能夠為幾代兒童帶來視聽的享受。對大多數人來說，《小

小交通車》是由想像的角色虛擬而成的童話世界。它通過擬人的手法，賦予每一種運輸工具人類的

情緒。而對於有自閉症的兒童來說，我們希望這套《小小交通車》可以作為橋樑，溝通他們可以接

受的機械世界，和他們通常會回避的人類世界。這部 DVD 是為患有神經系統發育障礙（通常稱為自

閉症）的兒童專門製作的。有自閉症的兒童通常對面部表情所代表的情緒有認知困難。這樣的兒童

也同樣很難理解引起某種情緒的原因。這部 DVD 的目的，就是說明兒童（正常兒童，或者患有自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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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兒童）提高他們對情緒本身，還有引起情緒的原因的認知能力。這部系列動畫，目的是寓教於

樂，娛樂的效果很重要，但教育的作用更加顯著，這包括：  

1）、讓兒童熟悉人類的面部表情，讓他們逐漸加長關注人類面部的注意力；  

2）、向兒童介紹人類的各種情緒；  

3）、介紹各種情緒的內涵（引起各種情緒的原因和後果）；  

4）、告訴兒童不同角色面對同樣狀況的不同反應。  

   在引進他人的先進經驗的同時我們需要立足本國文化背景和社會現實，開發本土化的實驗材料和

工具進行研究，揭開面部認知的心理和神經生理的奧秘，推進自閉症兒童的早期干預與教學實踐進

展。  

 5，自閉症兒童面部表情識別發展前景 

  現有的對孤獨症兒童面部表情識別研究仍然存在很多問題。首先多數研究被試多選用高功能的孤

獨症兒童和成人，研究結果能否推論到所有的孤獨症群體中去值得商榷。當然，伴有智力落後的低

功能孤獨症兒童的交流困難增加了實驗的難度也是一個現實問題。其次，面部表情本身是很複雜

的，如 Paul Ekman 確定了有超過一萬個不同的面部表情，但很多面部表情看起來差不多，如害羞，

窘迫、羞愧等，這既為心理學研究也為特殊教育教學干預提出了新的課題。再次，孤獨症兒童面部

表情識別能力和心理理論水準的關係究竟是怎樣的；干預是否能提高心理理論水準；對孤獨症兒童

面部表情識別的跨文化研究等等幾乎沒有人涉足。 

 

三、總結 

至今為止，自閉症兒童對他人情緒識別能力呈現弱勢，即在面部表情塊呈現整合能力缺錢，以

及慢速問題。孤獨症兒童在處理情感資訊，認知他人面部表情方面的障礙直接影響了他們的社會功

能，所以，對於孤獨症兒童面部認知的研究很重要。這不光因為它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釋孤獨症的社

會化缺陷，為進一步的干預提供實證支援；而且，也為一般面部認知功能專門化的研究提供思路和

證據。在一定程度上，孤獨症可能是唯一能夠從出生就影響個體在面部認知加工過程上有困難的缺

陷。因此，對孤獨症兒童對他人面部表情識別的研究既有實踐意義，又有理論價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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