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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探讨如何对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青少年进行认知行为治疗取向

的个案概念化。一位初中男生经常与同学发生冲突，无法适应班级环境。其情

绪不稳定时具有攻击性行为，给自身和他人带来安全隐患，后经转介诊断为阿

斯伯格综合征。在心理老师的辅导下，通过沙盘游戏帮助他表达和宣泄情绪，

提供情感支持；同时，运用认知行为疗法 ( CBT) 帮助他调整认知，管理情绪，

学习基本的人际交往技能，经过一个学期的心理咨询，其攻击性行为大为改善，

基本适应班集体。

关键词：阿斯伯格综合征；概念化报告；认知行为疗法

收稿日期：2019-08-27；录用日期：2019-09-16；发表日期：2019-09-24



一例认知行为疗法改善阿斯伯格综合征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概念化报告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06024

· 319 ·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2019 年 9 月
第 1 卷第 7 期

A Conceptual Report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to Improve Aggressive Behavior in an Adolescent with 

Asperger Syndrome

Yang Zuoxiang

Panyu Education Bureau Teaching and Research Office, Guangzho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how to conceptualize the case of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for Asperger's syndrome. A junior high school boy often conflicts with his 

classmates and cannot adapt to the class environment. He has aggressive behavior, 

when the emotion is unstable, which brings safety risks to himself and others. After 

being referred to the diagnosis, it is diagnosed as Asperger syndrom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psychology teacher, who helped him express and vent his emotions 

through sand table games, providing emotional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he uses 

cognitive behavioral therapy (CBT) to help him adjust his cognition, manage his 

emotions, and learn basic interpersonal skills. After one semester, with psychological 

counseling, his aggressive behavior is greatly improved, and it basically adapts to the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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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斯伯格综合征（Asperger Syndrome，AS）是由 1944 年德国儿科医生 Hans 

Asperger 提出的，是一种无明显言语障碍，智商正常或超常且典型症状较轻的自

闭症。但 AS 患者通常存在明显的社会交往功能障碍、情绪管理障碍和注意力集

中障碍。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的青春期少年，更容易与他人产生冲突，出现攻

击性行为［1］；而其异于常人的生理、心理特征也使他们很难融入到班级里。

特别是刚进初中，面对新的环境，适应性问题表现得尤为突出［1］。

1  背景

开学后的一个多月，一位班主任找到心理老师着急说道：“今天我们班的

张晓（化名）与同学发生冲突后躺倒了三楼走廊花坛上不下来，后来级长来了

才把他拉了下来。”通过进一步交谈了解到，该名同学行为古怪、非常不合群，

容易被激惹，一个月来经常遭受同学排挤和嘲笑，无法融入班集体。近日打架

次数频繁，情绪愈发不稳定 , 某日放学后张晓挡在公交车前面，不让车辆离去；

故意毁坏小区内多辆电动车。

心理老师与其母亲沟通，了解到张晓是早产儿，出生时出现过短暂的大脑

缺氧，后来发现并没有影响到智力和语言发展。在学校，因为他奇怪的走路姿

势和说话方式常被同学模仿和嘲笑，受到同龄人排挤。被同学欺负后，回到家

里会大发脾气。妈妈除了耐心开导张晓外，并没有带他去医院进行诊断。

心理老师在事发当天下午，待张晓情绪平复后约他到心理室。他给人的第

一印象是，个子高大，皮肤白皙，有礼貌；走路姿势不是很协调；简单地交流后，

发现他语言表达正常但语速慢，说话有重复，语调生硬，回避对方的目光接触。

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会滔滔不绝。通过心理老师的初步判断，张晓的心理发展

水平低于同龄人。再加上他情绪不稳定，有攻击行为，无法融入班集体，建议

张晓父母及时带他去医院专科门诊进行诊断。

后经医院诊断，确诊为阿斯伯格综合征，伴有情绪障碍，医生建议门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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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开始服药，情绪状况有所稳定。

2  评估与分析

2. 1 促发因素

张晓因早产在育婴箱内出现过短暂大脑供氧不足，头围比较大。在小学阶段，

其语言和肢体协调性发展异于同龄人，具体表现为：学究式的语言，说话缺乏连

贯性，常常从一个话题跳转到另一话题； 肢体动作笨拙不协调，走路姿势夸张，

因而经常被同学嘲笑、模仿。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的特异特征就是活在“自我之中”，

这使得张晓的社交能力的发展出现障碍，没有朋友，被人欺负，因而内心积压了

很多负面情绪难以排解。在小学阶段，张晓没有表现出攻击性行为，但压抑的负

面情绪得不到宣泄，进入初中后便集中爆发。具体表现，在认知上：对外界的不

信任甚至敌对；在行为上：冲动且具有攻击性，在情绪上：紧张、易怒，狂躁。

另一方面，青春期男生随着身体的发育，力量感不断增加，张晓初一时已

经达到一米七的身高，非常壮实。当外界出现不友善的言行时，他便会予以还击，

而当他通过“暴力”方式解决冲突时，这些成功体验会强化他攻击性行为的认

知——“拳头可以解决问题，我是最厉害的” 。

2. 2 认知与行为的横断分析

通过访谈，了解到张晓目前的主要问题是无法融入到班集体中。一方面张

晓自身行为古怪，活在自我的世界，很难交到朋友。另一方面，同班同学对这

样一个“怪咖”确实多加议论，少有理解。导致张晓认为周围环境是不友善的、

不安全的，甚至是他需要用武力去征服的。从张晓的主诉中，寻找出现频率较高，

对他影响较大，持续时间较长的典型事件进行 “认知—情绪—行为”的横断分析。

张晓的典型自动思维是“我小时候常被欺负，是因为我不够强大，现在如果有

人敢欺负我，我就打他”，“哪些看我不顺眼的，都是需要我去征服的，他们

是敌人” ，由此引发了张晓愤怒、恐惧、甚至躁狂的情绪症状，随之而来的典

型行为表现为：冲动，打架，破坏公物、扰乱秩序，甚至自杀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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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3 认知与行为的纵向分析

从张晓典型的自动思维出发，运用 “箭头向下”技术探测其深处可能的 “核

心信念”，并思考哪些早年经历可能与此信念的发展和维持相关，这些经历对

他意味着什么。具体而言，张晓的父母都是受过一定教育的知识分子，给予了

张晓很多包容和关爱。但由于社交障碍，张晓无法建立友谊，因而在同伴交往

中长期压抑不良情绪。父母并没有意识到张晓的行为异常是出于疾病，没有及

时带他去医院就诊。当他在学校被同学欺负，父母会采取安慰加严格要求的方

式教导他，原谅并包容那些不友善的同学。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典型症状就

是社交障碍，当同学的嘲笑与排挤并没有因为张晓的忍让而减少时，张晓就会

产生“外界是危险的，同伴是不友善的”“我太弱，所以被欺负”这样的核心

信念。为了避免消极的核心信念被证实，张晓逐渐发展出了一些认知、行为的

应对机制。具体表现为，先发制人。一方面以他“自我中心”的方式去主动结

交朋友，一旦被拒绝或者遭遇挑衅就用攻击性的行为予以还击，这在他的观念

里一则可以避免被欺负，二则可以征服他人，让大家觉得自己很厉害。

2. 4 概念化总结

基于以上分析，依据贝克博士提出的“三级认知系统”对张晓的认知概念

化进行总结和提炼，具体见表 1。该认知概念化图能更为清晰、简洁地体现自动

思维、中间信念和核心信念之间的关系，这也是 CBT 取向的个案概念化中最为

核心的部分［2］。

表 1  个案认知概念化表

Table 1  Case recognition conceptualization

相关资料：在学校受同伴的嘲笑和排挤
核心信念：外界是危险的，我要变得强大
中间信念：如果我打架赢了，我就不会被欺负
补偿 / 应对措施：挑衅、打架等攻击性行为

3  目标与计划

近期目标：宣泄不良情绪；学会在支持、安全的氛围中表达情绪。



一例认知行为疗法改善阿斯伯格综合征青少年攻击性行为的概念化报告

https://doi.org/10.35534/tppc.0106024

· 323 ·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tppc

2019 年 9 月
第 1 卷第 7 期

长期目标 : 修正歪曲的认知 ; 发展适应性的信念；减少攻击性行为；增加积

极的应对方式。

4  过程

每周安排 1 次个体心理辅导，每次 45 分钟；分为 3 个阶段，共计 15 次辅导。

4.1 第一阶段：情绪宣泄（第 1~4 次咨询）

本阶段主要目标是建立良好的咨访关系，让张晓感受到心理老师对他的理

解与接纳，在安全、真诚的氛围中，通过沙盘帮助他觉察和宣泄内心的愤怒和

不安，理解自己的负面情绪对人际交往的不良影响。

辅导过程摘录——

张晓来到心理辅导室看到沙盘玩具很感兴趣，“老师我可以玩这个吗？”“当

然可以。”我回答道。就这样，沙盘开启了我与张晓的第一次辅导，这与我的

预期计划不谋而合。

他在玩具架和沙盘间来回忙碌着，建设他的沙盘世界，我感觉到张晓已经

沉浸在他的沙盘制作中，我在一旁没有打扰他，15 分钟后他完成了沙盘。

“可以和老师介绍一下你的作品吗？”

“你看这是我的城堡，在城堡的周围有一支很厉害的军队，他们正在和野

兽对峙着，保卫着我的城堡。”

张晓将很多战争类的沙具放到了沙盘里：将一个瞭望台建筑用护栏结结实

实地围了起来，周围布满了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坦克军车，而与其相对的是一群

凶猛的野生动物，如老虎、狮子、狼、蛇等。

“这些野兽他们会进攻城堡吗？”我好奇地问道。

“是呀，所以我需要一支队伍来防御保卫我的城堡。”他神情有些激动地

回答道。

“作品中有你吗？”我继续问道。

“城堡前站着这个就是我，就是那个骑士。”我看到这个沙盘中除了军队

之外只有他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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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作品中你最满意的是哪个部分？”

“对军队最满意，他们很厉害，可以消灭所有野兽。”

沙游中出现很多猛兽与军队的对峙的场面，通过对抗的形式解除问题。这

是张晓的内心冲突和攻击性表现。

张晓愿意与人交往，希望赢得同伴关注，但是缺乏对他人情感的理解力，

不能灵活应对各种不同的情景，小时候常被同伴孤立、欺负；进入青春期身体

发育后让他有了力量感，在人际交往受挫的时候会选择暴力解决问题，更加难

以发展友谊，因而整个城堡中只有他一人。

张晓的自我形象——骑士，他说：“我像骑士一样，很厉害，能保护自己，因

为有很多动物要进攻我。”骑士在这里是力量强大的象征，即展现了他渴望自己变

得强大能够保护自己不再被欺负的一面，又反映了其内心深处焦躁不安的情绪体验。

几次沙盘游戏辅导对于心理老师和张晓来说都很有意义，通过沙盘我们建

立了良好的咨访关系，找出他潜意识中的恐惧、焦虑，缓解紧张和愤怒［3］。

当张晓把内心冲突呈现在沙盘中时，不仅自身消极情绪得到呈现与缓解，还可

以帮助他清楚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感受和意图。

4.2 第二阶段：认知转变（第 5～ 10 次）

几次沙盘游戏辅导后，张晓似乎很愿意主动找心理老师聊天，分享一些与

在学校和家里发生的事情。这一阶段心理老师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来转变歪曲的

信念和想法，帮助张晓意识到想法如何影响自己的行为，进而影响人际间的交往。

发展灵活的、有适应性的信念减少其情绪困扰和攻击行为。

咨询摘录——

我：你手里拿着的是什么书？

晓：《十宗罪》，老师你知道这本书吗？

我：不知道，你能跟老师讲讲吗？

晓：是讲破案的，里面有四个超级警察，他们侦破各地发生的特大罪案。

我：哦，这些警察都很厉害，身怀绝技，你很崇拜他们是吗？

晓：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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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你想拥有这种侦探能力对吗？

晓：是的，这样就不会被人欺负，还可以干掉坏人（抹脖子的动作）。

我：但书里也有些暴力血腥的内容，对吗？

晓：对呀，很刺激。

我：这些内容对你来说可能是有风险的，你会尝试模仿。

晓：你怎么知道的？

我：老师听说，你时常会和同学打架对吗？

晓：是的。

我：一般什么情况下你会动手呢？

晓：我感到很气愤（他的手握紧拳头）。

我：回想一下，那些时候你在想些什么？

晓：他凭什么笑我，就是欠揍。我打赢了他（们）就会服我了。

我：真的是这样吗？你曾经有过通过打架而结交朋友的经历吗？

晓：（沉默）他们不会欺负我、笑话我了。

我：嗯，那他们会主动和你玩儿吗？

晓：不会。

我：所以通过打架并不能帮你交到朋友，只是会让别人怕你对吗？

晓：沉默了很久，好像是的。

……

通过这次的辅导，了解到张晓的攻击行为除了压抑的情绪、歪曲的认知，

还与他喜欢阅读暴力类小说有很大关系，通过阅读模仿习得，在现实中去尝试，

成为他现阶段处理同学之间矛盾和情绪宣泄的主要方式。

本阶段辅导帮助他明确这些行为对自身和他人的危害。同时转变其核心信

念——用武力是不能征服一切，赢得友谊。同时，帮助他建立具有适应性灵活

的信念：有少数同伴的不友善不能代表外界都是充满危险；真正危险的是对自

己和他人有攻击性和破坏性的行为；他人的不友善，并不是他的错，他可以选

择离开而非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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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第三阶段：行为转变（第 11～ 15 次咨询）

经过 10 次咨询，张晓的情绪状态基本稳定，歪曲的认知也逐渐得到调整，

打架惹事的情况减少了很多，班级同学里对他的态度也有所缓和。但张晓依然

没有什么朋友，有时候会主动找老师搭话。看得出来他很孤单，也缺乏自信。

因而第三阶段，心理老师帮助张晓发掘优势，建立自信，学习基本的人际交往

技巧，逐步融入班集体。

咨询实录——

我：听说妈妈她加入了一个 QQ 群。你知道吗？

晓：是的。

我：群里的人都和你有些像。

晓：同样的症状。

我：我们用特征好吗？同样的特征。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特征，不是吗？

晓：是的。

我：你能接受自己和别人不一样吗？

晓：能。

我：说说你的优点吧，老师觉得你帅，白，高，记忆力好。

晓：能力不够强。

我：能力还在慢慢发掘中不是吗。

晓：是的。

我：缺点呢？

晓：学习不好（眼神躲闪欲言又止）。

我：你有时处理不好与同学的关系，对吗？

晓：嗯。

我：当别人伤害你的时候，你不知道该怎么办。于是通过打架来解决。

晓：嗯。

我：问题解决了吗？

晓：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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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师教你一种办法，当下次与同学产生冲突，你怒火难耐的时候，请

做深呼吸（带领他一起进行呼吸训练），然后到操场上跑两圈。

……

我：妈妈送我一本书，我想让你帮我读一段。

晓：（朗诵《阿斯伯格综合征信心宣言》）。

我：真棒。这首诗表达了你心里的想法吗？

晓：是的（肯定的语气）。

我：回去把他背下来好吗？下次见我被给我听。

晓：好。

我：还有一个长期作业，发现你的专长。

晓：上楼梯快。

我：那说不定可以跨栏呢，下次问问体育老师好吗？

晓：好的。

本阶段通过网络和面谈的方式与张晓妈妈加强沟通，目的是希望父母在对

待张晓时不要过分溺爱也不要过于严厉，更加不要轻易放弃，要营造一种温馨、

和谐的家庭氛围，让孩子的心理产生安全感［4］；再者，要配合老师发掘张晓

的优点和长处，对他在人际交往中的正向行为予以及时肯定和奖励，帮助其强

化价值感和自信心。

5  总结与反思

经过一个学期门诊心理治疗和在校心理辅导，张晓的情绪状态明显改善，

攻击行为有所减少，学会了一些基本的人际交往技能。虽然还是会对自己感兴

趣的话题滔滔不绝，但有时候也学会关注对方的话题，主动关心他人。张晓妈

妈说：“在家里有什么想法会主动跟我们交流，没之前那么无理取闹了，乱发

脾气了。”班主任老师也反应：“与同学关系融洽了一些，也经常主动找老师

交流。”班里同学们在张晓的慢慢变化中，也增加了对他的理解与包容，现在

张晓基本上已经融入到这个集体中。

阿斯伯格个案在中小学并不多见，因为其特殊性，这类学生总会被老师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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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或不解，在同学中被孤立、排斥。在本案例中，这位阿斯伯格综合征初中生伴

有情绪障碍，当人际冲突发生时行为缺乏自制力，出现自伤或者攻击性行为，给

校园安全带来很大隐患。当遇到这种情况，需要心理老师突破保密原则，及时向

学校和上级主管机构上报，与家长进行沟通，转介至医疗机构进行诊断与治疗。 

当案主回到学校后，心理老师的包容、理解与接纳给他提供了重要的情感

支持，让他积压在内心的负面情绪有宣泄的途径。在此基础上调整认知，进行

行为矫正，如帮助他学习如何在人际冲突的时候控制愤怒；如何避免喋喋不休

的自说自话；如何去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

班级友善包容的氛围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阿斯伯格综合征孩子的情绪稳定

和个性发展。在本案中，除了定期给案主进行个体辅导外，心理老师还会对他

所在班级的同学进行团体辅导，帮助同学们了解阿斯伯格综合征，希望大家给

予更多的理解和包容，建立一个温暖友善的班级氛围，给案主更多自我成长与

发展的空间。同时，心理老师与班主任、科任老师进行定期沟通，将问题及时

反馈，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特殊学生的融合教育［5］。

尽管多数阿斯伯格综合征少年的智力正常甚至超常，但在日常生活和融合

教育的过程中，他们仍会时常感到无所适从，并出现明显的情绪问题和偏差行为。

这需要家长、老师还有社会携手，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关心与关爱，帮他们

更好地融入同龄人的学习生活，并顺利完成学业，学有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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