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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自闭症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是作者在对国内外儿童自闭症相关研究进行分析的基础
上，结合自己多年的研究实践成果撰写而成的。
本书由上篇理论篇、中篇技术篇及下篇实践篇三篇十五章组成。
在理论篇内容的组织上，将自闭症儿童教育心理学的成熟理论、实用理论和最新理论有机结合；在技
术篇内容的编写上，突出各类技术的普遍适用性和实操性；在实践篇介绍了由作者创立的“北京林业
大学彩虹宝贝自闭症儿童心理干预中心”近三年的工作纪实。

　　《自闭症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既适合作为自闭症儿童教育者、儿童家长、心理治疗师
及医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也适合作为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专业学生学习特殊儿童相关知识时的教
学辅助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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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雷秀雅，女，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2005年在日本山口大学获心理学博士。
现任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应用心理学系副主任，主讲心理咨询与治疗、特殊儿童心理学、心理测量
学等课程。
雷秀雅博士有着丰富的国内外学习和工作经验，特别是在青少年心理健康及特殊儿童心理方面的研究
成果较为显著。
著有《如何适应大学生活》（西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6年）、《认识人生、再创人生辉煌》（西北
工业大学出版社，1998年），主译与特殊儿童教育相关的《家有顽童》（重庆大学出版社，2009年）
、《游戏疗法》（重庆大学出版社，2011年）等多部书籍，主编《心理咨询与治疗》（清华大学出版
社，2010年），在国内外学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主持国家教育规划十一五教育部重点课题
《我国特殊儿童现状与心理援助》等多项研究课题。
雷秀雅博士是自闭症儿童心理研究与干预方面的专家，2008年9月，创办了的“北京林业大学彩虹宝贝
自闭症儿童心理干预中心”。
该中心自成立以来，为自闭症儿童及家长提供社会公益心理干预近百例，目前，定期来中心进行心理
干预的儿童有30例，在国内享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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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自闭症概述
第一节 自闭症概念及特征
一、儿童自闭症
二、自闭症的症状表现
三、自闭症的病因
第二节 自闭症的诊断与鉴别
一、自闭症诊断的发展
二、DSM-V草案中自闭症谱系障碍的诊断标准
三、儿童自闭症与其他儿童行为障碍
第三节 自闭症的类型
一、以典型症状为轴
二、以智商为轴
三、以语言特点为轴
四、以情绪为轴
第四节 自闭症的治疗与预后
一、自闭症的治疗现状
二、医学治疗
三、心理治疗
四、治疗过程
五、自闭症的预后
第二章 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的症状
第一节 自闭症儿童语言障碍的特征
一、自闭症儿童在语言各范畴中的特征
二、自闭症儿童语言概貌特征的图景模式
三、自闭症儿童语言发展的一般特征
第二节 自闭症语言障碍的成因分析
一、生理原因
二、认知发展异常
三、社会、情绪等方面的作用
第三节 自闭症语言障碍的训练
一、自闭症语言障碍心理干预形式
二、语言训练
第三章 自闭症儿童心理创作
第一节 心理创伤概述
一、心理创伤
二、儿童心理创伤的特点及干预
第二节 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创伤
一、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创伤模式
二、自闭症儿童心理创伤的应对理念
三、自闭症儿童心理创伤的治疗性干预
第四章 自闭症儿童的自伤行为
第一节 人的攻击性与自伤行为
一、人的攻击性
二、自伤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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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自闭症儿童的自伤行为特征及干预
一、自闭症儿童自伤行为的特征
二、自闭症儿童自伤行为的干预
第五章 自闭症儿童家长的心理与教养方式
第一节 自闭症儿童家长的心理
一、自闭症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
二、自闭症儿童家长的心理状态
三、自闭症儿童家长的自欺心理
四、自闭症儿童家庭的社会支持
第二节 自闭症儿童家庭的教养方式及其影响因素
一、自闭症儿童家庭的教养方式
二、自闭症儿童家庭教养方式的影响因素
三、家庭教养方式对自闭症儿童发展的影响
第六章 整合教育与资源教室
第一节 特殊儿童及其教育
一、特殊儿童
二、特殊教育介绍
三、特殊教育的现状
第二节 融合教育
一、融合教育的产生
二、融合教育的发展
第三节 资源教室
一、资源教室概述
二、我国资源教室的产生与发展
三、资源教室的教育生态学
中篇 技术篇
第七章 团体心理咨询在治疗儿童自闭症中的应用
第一节 团体咨询与自闭症儿童社交障碍
一、团体心理咨询
二、自闭症儿童社交障碍
第二节 团体咨询治疗在自闭症儿童社交障碍中的应用
一、开展团体咨询前的准备
二、实践设计
三、自闭症儿童团体咨询的注意点
第八章 自闭症儿童训练中的视觉社会故事教育
第一节 视觉教育
一、视觉教育的渊源
二、自闭症治疗中的视觉教育方法
第二节 自闭症儿童训练中的视觉社会故事教育
一、自闭症儿童与视觉社会故事教育
二、视觉社会故事教育概述
三、视觉社会故事教育的具体实施阶段
第九章 自闭症儿童干预过程中沙盘游戏的应用
第一节 沙盘游戏疗法
一、沙盘游戏疗法的含义及产生
二、沙盘游戏疗法的应用
第二节 沙盘游戏治疗应用于自闭症儿童心理干预的依据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自闭症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

一、自闭症儿童游戏的特点
二、沙盘游戏对于自闭症儿童的意义
第三节 治疗对象的选择与沙盘游戏中的原则
一、适合进行沙盘游戏治疗的自闭症儿童的特点
二、自闭症儿童沙盘游戏治疗实施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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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2）友谊。
 对于儿童来说，与朋友所形成的依恋可能是最重要、最能获得满足感的一种依恋，因此儿童社会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游戏，包括儿童自己玩游戏和与伙伴一起玩游戏。
儿童之问的相互影响正是在游戏中发生的，而在游戏中产生的友谊是儿童认知和能力发展的重要能源
。
 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与同伴的交往也在不断增多。
1岁以前，儿童之间的交往仅限于单一的交换玩具，而没有继续发展的关系；但到了2岁的时候，儿童
之间的交互往来就明显增多。
 儿童期的大多时候，儿童参加的最常见的活动就是共同的游戏，有时候也正是基于这些游戏儿童才发
展出友谊的。
在学前班和小学一二年级，儿童⋯般都是在共同参加活动的过程中形成了友谊。
在3～9岁之间，儿童分享思想和情感的行为逐渐增多，并习得了如何更好地解决矛盾和如何取悦（或
如何讨）对方。
虽然这个阶段儿童的友谊很不稳定，但它却是儿童自尊培养的关键时期。
到了小学三四年级，友谊变得越来越稳定，儿童差不多都有一个长久的好朋友。
 （3）观点采择的发展。
 观点是人行为的指导，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他们越来越会选择别人的观点，也越来越能理解那些有
着不同经历和情感的人。
就此Robert Selman提出了儿童观点采择能力的发展理论。
 阶段1：无差别的观点采择（3～6岁）。
 这个阶段的儿童意识到别人的观点可能会与自己观点不同，但是儿童仍然容易混淆自己和他人的想法
和情感。
例如4岁的小霞虽然不懂为什么妈妈不让她独自一个人去公园玩，尽管她特别想去，但是还是会服从
妈妈。
 阶段2：社会性信息观点采择（5～9岁）。
 这个阶段的儿童不仅意识到别人有不同的观点，而且懂得观点的差异是因为别人获得了与自己不同的
知识信息。
例如7岁的小霞能接受老师对自己的批评，冈为她知道老师比自己懂得更多。
 阶段3：自我沉思的观点采择（7～15岁）。
 这个阶段的儿童开始能够理解别人的观点，也能够像别人看自己一样看别人，或者说，儿童已经能够
站在别人的角度看待事物。
例如，9岁的小霞能够理解好朋友小燕为什么会生自己的气，并且能主动和小燕和好。
 阶段4：第三者的观点采择（10～15岁）。
 这个阶段的儿童，不仅能够理解当自己和另一人交往时有第三者存在，且能够懂得第三者会如何看待
他们的交往。
例如，12岁的小霞知道，别人会评价她和小燕的友情。
 阶段5：社会性角度采择（14岁以上）。
 这个阶段的儿童会逐渐懂得，别人的观点和自己的观点一样会受到社会价值观的左右。
例如，15岁的小霞清楚地知道父母希望她将来成为怎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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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教育心理学的理论与技术》既适合作为自闭症儿童教育者、儿童家长、心理治疗师及医
学工作者的参考书，也适合作为教育学、心理学、医学等专业学生学习特殊儿童相关知识时的教学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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