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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当前国内外研究的新热点［3］，其概念和形式不断拓

展，在教育、临床、心理等方面都有丰富的应用。

随着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的发病率越来越高［4］，音乐治疗在改善ASD不

良症状中所起的作用引起了研究者的广泛关注。ASD的

主要特征是社交困难，即社会交流和互动的持续性缺

陷，以及重复、刻板的行为模式，特别是在眼神交流、

语言（包括肢体语言）情绪理解、情绪表达和动作模仿

方面表现出困难［5］。格雷茨格（Geretsegger）和塔赫里

（Taheri）等人的研究发现，音乐的独特刺激吸引着ASD

儿童，各种音乐体验不仅成为ASD儿童改善症状的动力，

也使他们的社会互动能力得到提高［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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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孤独症（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儿童的发病率逐年上升，成为备受研究者关注的健康问题。

本文总结了国内外最新研究中音乐治疗对ASD儿童干预的有效性，以及音乐治疗在促进ASD儿童社交沟通能

力、提升注意力、减少刻板行为、改善消极情绪情感等方面的优势，同时揭示了音乐治疗如何提升ASD儿童面

孔情绪识别能力，以及辅助机器人和家庭参与在ASD儿童音乐治疗中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归纳了音乐治疗对

ASD儿童教育实践的启示，并对未来研究进行了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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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音乐和语言一样，承载和传递着丰富的意义。起源

于20世纪中期的音乐治疗（Music Therapy）是音乐在现

代生活中一种新的应用形式，它综合了音乐、心理学和

医学等学科内容，成为一种提升动力性的治疗手段［1］。

美国音乐治疗协会主席布鲁夏博士（Dr. Bruscia）提出，

音乐治疗是音乐治疗师运用各种音乐体验来建立与患者

的治疗关系，从而帮助患者改善情绪、完善认知、促进

健康的系统过程［2］。音乐治疗不同于普通的药物治疗，

它可以促进身心健康、缓解压力、减轻疼痛，并帮助表

达情感、增强记忆、改善沟通，促进身体康复，从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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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璇等研究者通过分析以往文献，发现ASD儿童不

仅表现出较强的音乐音高知觉能力，还在音乐表演方面

体现出一定的优势。例如，ASD儿童的音乐音高敏感性、

单音音高知觉、分离识别音高和音高分辨能力优于普通

人，音高轮廓知觉能力和小音程旋律轮廓识别能力也具

有一定的优势；当旋律转调或旋律音高方向发生变化

时，ASD儿童依然能识别旋律轮廓。此外，ASD儿童的音

乐音高知觉能力对其音乐表演能力有积极影响，促进了

他们的演奏和歌唱能力［8］。

因此，音乐治疗被推荐为用于改善和提升ASD儿童

的社会互动、语言沟通和情绪情感表达能力等的有效干

预手段［9］。本研究将从ASD儿童的实际需求出发，探索

音乐治疗在ASD儿童干预研究中的应用，以及音乐治疗对

ASD儿童干预的有效性，并进一步探究国内外最新研究中

音乐治疗对ASD儿童社交沟通、注意力、刻板行为、情绪

情感等方面的提升作用。

2  音乐治疗的干预目标

2.1  社会交往和沟通

ASD儿童的社会交往与沟通障碍显著表现在语言方

面，ASD儿童的大脑可能存在的异常连通性、异常突触等

缺陷，导致大脑的多个区域之间信息交流障碍，从而出

现语言运用困难［10］。然而，最新研究表明ASD儿童的音

乐行为、参与能力和语言发展之间存在密切联系［11］。音

乐作为一种媒介，大大提高了ASD儿童参与社交的主动性

和积极性，促进了他们的语言表达等社会技能。加蒂诺

（Gattino）和常（Chang）等人的研究发现，由于ASD儿

童对音乐的感知与常人无异，甚至优于常人，因此，音

乐治疗对ASD儿童语言障碍的改善效果显著并优于安慰剂

治疗和标准治疗方法［12，13］。

音乐训练与语言理解之间存在联系［14］。音乐治疗

改善ASD儿童语言障碍的研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从被

动式到主动式的音乐治疗。治疗初期多为歌谣形式或问

候名字游戏等简单活动，旨在与ASD儿童建立信任关系；

治疗中期通过对乐器的使用或两两配合游戏来进一步治

疗；治疗后期则多为节奏游戏，以此巩固治疗效果；最

后通过记录视频探讨ASD儿童在与他人眼神交流、语言交

谈、团体合作等社会交往和沟通技能方面是否有明显改

善。另一类是音乐治疗与非音乐治疗交替干预的方法。

在所有疗程中均使用中性的玩具，除语言提示外还伴有

背景音乐和有节奏的歌谣，而在非音乐治疗时仅为语言

提示，结果表明在音乐治疗的干预下，音乐情境比非音

乐情境更能激发ASD儿童的参与积极性，提升社会交往和

沟通能力［15，16］。

国外最新的实证研究揭示了音乐治疗促进ASD儿

童语言发展的有效性，音乐治疗是提高ASD儿童社交技

能的、且效果稳定的干预措施［17］。沙尔达（Sharda）

等通过对ASD儿童在社交沟通和静息两种状态下额颞脑

网络的连接功能进行评估，发现8～12周的个体音乐干

预可以改善社会沟通和大脑功能连接，这一发现在生

理层面上为音乐治疗对ASD儿童社会交往和沟通障碍的

改善提供了有力证据［18］。约（Yoo）和凯姆（Kim）

发现节奏性的二元打鼓（Dyadic Drum Playing）音乐治

疗能有效改善高功能ASD儿童的社交能力［19］。由于执

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s，EFs）与语言能力直接相

关，研究表明音乐治疗能通过改善ASD儿童的执行力，

来间接提升他们的语言能力，音乐治疗提高了ASD儿童

理解、回应和保持互动交往的能力，因此有节奏感的

音乐在改善ASD儿童的语言和社交能力方面显示出巨大 

的潜力［20］。

2.2  注意力

注意缺陷被认为是ASD儿童社会缺陷的最早表现之

一，当前国内外ASD儿童的注意力研究涵盖了选择性注

意、持续性注意、共同注意等方面［21］，音乐治疗通常用

来改善ASD儿童的共同注意。卡拉斯（Kalas）等通过随

机对照实验操纵音乐的复杂程度，发现在促进ASD儿童

共同注意上，简单、可预测的音乐更能引起低功能ASD

儿童的共同注意反应，而旋律较为复杂多变的音乐更适

合高功能ASD儿童［22］。音乐可以有效地吸引ASD儿童的

注意力，尤其是共同注意，Thibeault发现为期12个月的即

兴音乐治疗能有效改善1至6岁ASD儿童的共同注意力缺 

陷［23］，音乐治疗相较于其他治疗手段可以使ASD儿童更

加专注。

可视音乐治疗（Visual Music Therapy）是改善ASD儿

童注意力的一种新手段。基于视听感觉统合技术的可视

音乐治疗融合了音乐、画面、灯光等元素，通过多感官

刺激吸引ASD儿童的注意力是音乐治疗的新发展。研究者

发现通过可视音乐治疗对ASD儿童注意力问题进行干预

后，激发了ASD儿童相应的情绪体验，提高了他们的接受

能力。同时，在情感表达与人际沟通及动作模仿等方面

也有一定的进步［24］。使用歌曲和熟悉故事的可视音乐治

疗能增强ASD儿童的注意力，帮助ASD儿童更多地注意人

脸，促进ASD儿童更自然和自发地参与社会交往行动，它

是帮助ASD儿童在自然情境下与他人互动的一种有效方

式［25］。此外，基于BendableSound原型的可视音乐治疗通

过设计一种鼓励用户参与的弹性多感官界面，结合使用

现场音乐来刺激ASD儿童产生协调动作的方式，从而改善

ASD儿童注意力和感觉运动缺陷［26］。

ASD儿童感觉处理的差异，表现为对感觉输入的反

应性过高或过低，这种处理差异可能导致知觉或注意力

缺陷。感觉门控是大脑对多余或无关感觉刺激减弱的自

然反应，在脑电图（EEG）记录过程中获得的与听觉事

件相关的电位（ERP）被称为感觉门控或P50范例，专门

用于测量这种调节机制［27］。国外最新研究采用感觉门控

范式，对ASD儿童进行了大脑反应（EEG）测量和行为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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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儿童日常注意力测试）测试，证实了针对“选择性

注意和注意力控制”两方面的个性化音乐治疗方案能改

善ASD儿童的感觉处理和注意能力［28］。

2.3  刻板行为

刻板行为是ASD儿童不可忽视的一种临床特征，包

括刻板重复的运动、物体使用、语言使用等行为。

坎扎德（Khanzadeh）等人的研究表明，音乐治疗可

以促进ASD儿童集中注意力参与互动，从而增加适当的

社交行为和减少不当的重复刻板行为［29］。基于应用行

为分析（ABA）的随机对照研究，比较了基于节律和机

器人辅助两种新型疗法与传统标准疗法对36名5～12岁

ASD儿童的影响差异，发现传统的、基于对象的治疗较

难改善ASD儿童的刻板行为，而基于节律的、无对象的

音乐治疗对刻板行为的干预更为有效［30］。这种新型疗

法通过节律性音乐让ASD儿童主动参与创造性的体验活

动（包括聆听、演唱、演奏、创作等），从而达到治疗 

目标。

音乐治疗还可以通过影响个体的运动强度来间接改

善ASD儿童的刻板行为。高强度运动可能比中等强度运动

更有益于ASD儿童刻板行为的改善。阿什利（Ashley，et 

al）等研究者发现，音乐治疗改善刻板行为的效果因ASD

儿童的特点和适应水平而不同。慢音乐或无音乐能激励

低适应水平或平均适应水平的ASD儿童进行更高强度的慢

跑，而在快节奏音乐环境中，高功能ASD儿童表现出更高

水平的运动强度，这些高强度的运动间接改善了刻板行

为［31］。

2.4  情绪情感

ASD儿童情绪情感障碍主要表现为情绪情感表达不

良和情绪情感状态调节受损，例如面部表情平淡、积极

情绪较弱、微笑少、经常发脾气、尖叫等［32］。由于语言

功能受损，ASD儿童更需要通过情绪情感来表达自己的想

法，因此，大量研究者针对ASD儿童情绪情感表达困难进

行了干预。

布里安（Brian），史蒂芬（Brian）和詹姆士

（James）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音乐治疗对ASD儿童情

绪情感干预具有积极作用，能缓解ASD儿童的焦虑与抑郁

状态，使其呈现出更多的积极情绪［33］。一种干预是直接

改变对ASD儿童之前事件的情绪情感来减少消极情绪［34，

35］，例如通过动感、快乐的音乐提升积极情绪，或通过

悲伤的音乐与消极情绪产生共鸣，从而减少消极情绪；

另一种干预是通过音乐体验活动提高ASD儿童的社交技能

使他们感觉到一定程度的自信和成就感，从而间接改变

消极情绪［36］。在这两种干预方法中，大多数研究者采用

间接的方式进行干预并使用随机对照研究。结果发现，

音乐治疗对ASD儿童能够产生积极影响，ASD儿童进行音

乐治疗后，负性情绪在治疗初期和后期呈下降趋势，积

极情绪呈上升趋势。

3  音乐治疗的作用

随着音乐治疗对ASD儿童干预研究的深入，以及近

年来新兴科学技术与音乐治疗的不断融合，“音乐治疗

提升ASD儿童面孔情绪识别能力”“辅助机器人和家庭

参与在ASD儿童音乐治疗中的作用”等研究领域引起了

国内外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取得了较多的研究 

成果。

3.1  音乐治疗提升 ASD 儿童面孔情绪识别能力

ASD儿童的面孔情绪识别（facial emotion recognition，

FER）障碍，是指ASD儿童存在特定的面部加工缺陷（如

只看到部分面孔而不是整体）或面孔情绪识别困难（如

反应时间更长或不能识别）［37］。与普通儿童相比，ASD

儿童总体上存在面孔情绪识别障碍［38］。

许多ASD儿童难以感知面孔情绪，但能识别音乐中

的情绪，音乐治疗能提升他们的面孔情绪识别能力。研

究者测试了ASD儿童在不同音乐类型下识别面孔情绪的能

力，以及音乐如何影响ASD儿童的面孔情绪识别。结果显

示，音乐能够影响高功能ASD儿童的面孔情绪识别：快乐

的背景音乐能提升对快乐面孔情绪的识别，悲伤的背景

音乐能提升对悲伤面孔情绪识别。此外，悲伤面孔情绪

的识别比情感上中性的面孔情绪识别受情感一致（音乐

情绪与面孔情绪一致）的背景音乐影响更大［39，40］。有

些ASD儿童通过音乐治疗后，能识别面孔情绪并用自己的

肢体动作或面部肌肉来模仿和表达面孔情绪，背景音乐

可以成为增加ASD儿童面孔情绪识别的有效工具［41，42］。

由此可知，音乐是与ASD儿童进行情感交流的一个有效渠

道，但音乐治疗提升ASD儿童面孔情绪识别能力的脑神经

机制，即ASD儿童感受音乐的内在情感并产生共鸣，从而

提高面孔情绪识别能力在脑神经层面上有何体现等，尚

需进一步研究验证。

3.2  辅助机器人在 ASD 儿童音乐治疗中的作用

近年来，社交辅助机器人（SAR）在ASD儿童音乐治

疗中的应用逐渐增加。研究者认为机器人是无生命玩具

和有生命的社会生物之间沟通的“桥梁”，ASD儿童在机

器人的辅助下更有能力进行社会交往和互动沟通。机器

人辅助ASD儿童进行音乐治疗的过程简单、结果可预测，

容易吸引ASD儿童参与。模仿在幼儿的社交技能发展中起

着关键作用，研究表明ASD儿童的模仿能力受到损害，而

基于功能模仿任务的机器人辅助音乐治疗，能够让ASD儿

童更多地遵循机器人的指示进行模仿，从而在机器人辅

助下的音乐治疗大大促进了ASD儿童的模仿能力，增加了

他们的社会互动交往行为［43］。许多研究者通过将SAR技

术与音乐治疗相融合来促进ASD儿童的积极社交行为，探

索了SAR技术辅助的音乐治疗对ASD儿童的学校参与水平

和社交能力的影响。

研究者通过人形社交机器人（NAO）进行ASD儿童

干预的人机交互音乐治疗，用类似虚拟现实（VR）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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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启示与展望

4.1  音乐治疗对 ASD 儿童教育实践的启示

已有研究表明，音乐治疗对ASD儿童的临床应用和

干预研究方法已日益成熟。大量研究证实，音乐治疗对

ASD儿童具有积极影响，提升了其社交沟通、注意力和情

绪情感等能力，并改善了刻板等不良行为。音乐治疗为

ASD儿童的教育实践提供了一系列启示。

第一，将音乐治疗纳入ASD儿童的常规教育和康复

训练方法。音乐是一种独特且具有艺术性的信号刺激，

音乐治疗无副作用且成本较低。ASD儿童的教育和康复训

练具有长期性和现实性特点，将音乐治疗作为其常规教

育和康复训练方法具有很大的潜力。根据以往干预研究

成果，将音乐治疗应用于ASD儿童教育和康复训练中可考

虑采用如下策略：

（1）根据ASD儿童的音乐感知特点，设置常规的音

乐治疗课程。课程可分为一对一训练和团体辅导训练两

种。一对一课程可每天1节，团体辅导训练可每周2～3

节，音乐治疗授课教师需经过专业培训和学习。

（2）常规的音乐治疗可依据ASD儿童的感知能力

水平，有针对性地教育和训练，促进ASD儿童不同领域

的发展。可通过参考国内外以往干预研究中的有效训练

方案，选择符合中国文化背景和ASD儿童成长环境的内

容进行合理改编、使用，并自行编制ASD儿童音乐治疗 

手册。

（3）缺乏经验的音乐治疗师应寻求音乐治疗或相关

专业人员的指导。新型音乐治疗方法结合了现有的科技

与信息，借助音乐或乐器，大大提升治疗效率与精确性

的同时，也增加了音乐治疗的专业性。因此，ASD儿童的

音乐治疗师需要在教育实践不断摸索进步，必要时应寻

求音乐治疗或相关专业人员的指导，或聘请专业人员作

为音乐治疗顾问。

第二，将辅助机器人技术与音乐治疗相结合，应用

于ASD儿童教育。以往研究表明，辅助机器人发挥了ASD

儿童的认知优势，广泛应用于其音乐治疗中，并起到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在ASD儿童教育实践中，可利用

机器人辅助对ASD儿童进行相应的音乐训练，提高音乐治

疗的有效性。ASD儿童在语言和注意力方面发展缓慢，而

机器人因其自身特点可以吸引其注意力。相关部门和专

业机构可以将机器人技术与音乐治疗手段相结合，甚至

让机器人扮演音乐治疗师的角色与ASD儿童进行互动，帮

助ASD儿童进行语言等方面的教学和训练。

第三，鼓励并指导家长参与ASD儿童康复训练。首

先，父母需要改变态度，改变对ASD儿童的看法，重视

家庭参与在音乐治疗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关注孩子；其

次，父母需要不断学习，例如学习如何与孩子建立更亲

密的亲子关系、学习如何和孩子共同加入音乐治疗课

程、学习如何在业余时间与孩子玩耍的过程中用音乐干

中真实物体的模仿任务代替纯面部肌肉或肢体动作的运

动模仿任务，着重干预ASD儿童的共同注意技能，从而

为NAO完全自主执行音乐干预任务奠定了研究基础［44］。

最新的干预研究考察了人形社交机器人（NAO）辅助ASD

儿童音乐治疗的效果［45］。这种新型机器人（NAO）基

于音乐辅助场景向ASD儿童系统地教授音乐，例如通过

木琴或鼓手机器人作为助教，让ASD儿童在音乐游戏中

学习多个能力领域的社交技巧，包括共同注意、模仿、

语言表达、眼神接触、肢体接触、表情识别、分享和

社会协作能力等。经过NAO机器人辅助音乐治疗，ASD

儿童产生了更多的语言交流和主动性社交行为，社会表

达的独立性得到增强，情绪识别的正确率显著提高，

在分享等社交行为上需要的提示也显著减少。总体而

言，ASD儿童的社交和认知能力得到提升。由此可见，

辅助机器人为音乐治疗提供了新的互动途径。作为工具

和促进者，辅助机器人能够提高ASD儿童的音乐演奏体

验，并确实在音乐教学和认知学习中促进了ASD儿童的 

发展［46］。

3.3  家庭参与在 ASD 儿童音乐治疗中的作用

常用的音乐治疗通常针对ASD儿童个体，忽略了家

庭的作用。将音乐治疗的重心转移到家庭上来的干预研

究表明，父母积极参与音乐治疗课程可以促进ASD儿童和

家庭向积极方向发展。父母和孩子共同参与音乐治疗课

程，不仅改变了父母对孩子的看法，使他们看到孩子的

可塑性，还使亲子关系更加紧密［47］。然而，家长的努力

与音乐治疗的有效性密切相关［48］。

以家庭为中心的音乐治疗突破了传统治疗方式，治

疗结果也更加乐观。汤普森（Thompson）等在以家庭为

中心的音乐治疗（family-centred music therapy，FCMT）

干预研究中支持和指导家长在音乐创作活动中与孩子互

动，治疗后通过专业的临床工作人员反馈、父母反馈、

量表测量等方法对ASD儿童的社交障碍等症状进行测评。

结果显示，经过干预的ASD儿童在家庭中的社交能力得

到改善，在家庭之外社会活动中表现的行为也更加稳定
［49］。有研究者根据父母上报的、孩子最喜欢的歌曲进行

改编，开发出“处方性歌曲”进行音乐治疗，减少了ASD

儿童的不良行为［50］。

最新研究表明，FCMT基于家长参与的音乐干预概

念框架，以家庭为中心，通过系统培训家长在家庭和社

区等日常环境中，学习运用个性化的音乐干预手段，

由家长负责部分或全部的干预训练（包括评估、确定

干预目标、制订干预计划、执行干预任务及监督评价

等过程），以减少ASD儿童的问题行为或改善社交沟通 

能力［51，52］。FCMT是目前促进ASD儿童成长最有用的策

略之一，它能有效提升ASD儿童的社交沟通能力，并积极

改善家庭互动水平，满足ASD儿童和家长的情绪需求，从

而提升家庭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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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促进孩子成长；最后，父母还需要充分挖掘孩子的优

势，然后在孩子的优势领域引导孩子做有针对性的训

练，甚至形成个性化的音乐治疗方案，记录孩子的成

长，让音乐治疗融入家庭生活。

4.2  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首先，影响ASD儿童音乐治疗效果的因素需要进一

步厘清。当前ASD儿童的音乐治疗效果评价大多依靠量表

评定或专家评价，评价方式较为单一，未来研究需开展

更加多元化的、客观的定量测评。由于个体差异较大，

受文化、性格、家庭环境等因素影响，部分ASD儿童可能

对实验中采用的音乐产生不适感，进而引发不良情绪。

因此，音乐治疗设计需要考虑被试的个性化特点，以提

高与ASD儿童匹配的精准性，避免音乐治疗的负面影响。

此外，还需要制订出ASD儿童相关的本土化量表（中国

ASD儿童行为量表、中国ASD儿童注意力评估量表等），

选取适合的音乐或乐器进行实验，探索出本土化的、有

针对性的、专业音乐治疗方案。

其次，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明确ASD儿童音乐治疗

的神经机制。目前有研究探讨了音乐意义传递的神经证

据，例如通过音乐启动范式及其变式的研究发现了人脑

对音乐意义的加工语言和脑神经机制，表明人类镜像系

统参与音乐情绪的自动加工；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

技术研究显示普通人进行跨通道音乐加工时，左侧边

缘上回、顶叶下叶和额叶下回有更大的激活［53，54］。然

而，针对多通道情绪信息整合加工机制以及音乐治疗作

用于ASD儿童的脑神经机制的研究仍较少。未来研究需通

过行为实验、生理和影像学等手段，探索和验证音乐治

疗产生效果的神经基础和相关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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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incidence rate of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 children has been increased year by year, it 
has become a very important and much-watched health problem facing human being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effectiveness of music therapy on ASD children in the latest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as well as the advantages 
of music therapy in promoting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ASD children, improving attention deficit, reducing 
stereotyped behavior, and improving negative emotions. At the same time, it revealed how music therapy can improve 
the ability of face emotion recognition of ASD children, assist robots and family participation affect during the music 
therapy in ASD children. Finally, it summarized the guiding significance of music therapy for ASD children’s education 
practice and the enlightenment and prospect in future research.
Key words: Music therapy;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children; Intervention resea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