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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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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课题旨在创设一个“接纳”“融合”的教育环境，给自闭症儿童提供个性化支持，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

适应幼儿园生活。通过查阅相关文献，综合分析自闭症儿童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并总结他们的需求，根据本

园的自闭症儿童需求制定个性化手册，并针对他们的需求创设一个接纳性的幼儿园环境。本文旨在推广这种

“接纳”，让更多普通幼儿园能够应用，并最终解决自闭症儿童“入园难”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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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教育部发布的《“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2025 年，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

教育入学率要达到 97%，非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青少年入学机会明显增加，教育质量全面提升，保障

机制进一步完善。”根据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CDC）发布的最新自闭症患病率报告，2021 年新的自

闭症患病率是 2000 年 CDC 首次对自闭症系统性报告时患病率的 3.39 倍。自闭症儿童的入园率将会不断

升高，由此带来的自闭症儿童的教育问题对于没有融合教育经验的幼儿园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于

自闭症幼儿来说，早期的融合教育非常重要。越早融合，越能更早给予他们与普通幼儿在一起的机会，

在自由平等的环境中生活和学习，进而促进其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1］。

然而，现实存在的矛盾是，越来越多的自闭症儿童有进入普通幼儿园的需求，但由于缺乏对自闭症

儿童特征和需求的了解，普通幼儿园在接收这些自闭症儿童入园时遇到了现实的困难，这些困难包括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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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方面，一方面是普通幼儿园的教师普遍缺乏特殊教育的专业知识，另一方面是普通幼儿园的环境创设

不足以满足接纳自闭症儿童的需求［2］。

因此，本课题组通过文献研究并分析自闭症儿童的特征以及需求，针对本园自闭症儿童的个性需求

来制定个性化计划，并创设能够满足自闭症儿童的接纳性的幼儿园环境，使他们能够顺利融入幼儿园生

活。同时，本研究也将为普通幼儿园接纳自闭症儿童并有效实施融合教育提供依据。

2  研究意义

从理论意义来说，现有研究大多从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专业领域的视角对自闭症儿童

融合教育进行了研究，但这些研究成果主要局限于个别案例或特定小组的介入手法，对融合教育模式和

教育环境方面缺乏系统总结和提炼，因而缺乏一定的可持续性和推广性。

从实践意义来说，本研究旨在基于自闭症儿童创设一个全方位的接纳性环境，从认识和了解入手，

一方面让普通幼儿园的教师能够充分了解自闭症儿童的心理、行为特征，了解自闭症儿童的需求，从而

创设一个能够接纳和满足自闭症儿童需求的教育环境。另一方面能够帮助自闭症儿童更好地接受融合教

育，为其提供更多有效的支持。本研究旨在将这种接纳性环境进行推广，以期帮助更多的普通幼儿园顺

利接纳自闭症儿童，解决自闭症儿童“入园难”的问题。

3  研究目的

本课题从幼儿园的两名自闭症儿童个案着手，旨在建立核心团队，由幼儿园教师、专业特殊教育教

师以及自闭症儿童家长共同制定个别学习计划（Individual Educational Plan）。并根据该计划，从人力环境、

物理环境以及策略支持环境这三个方面来创设适合这两名自闭症儿童发展的接纳性环境。

4  研究内容

（1）在幼儿园中建立核心团队，包括班级教师、随班陪读的特殊教育教师（影子教师）以及自闭

症儿童家长，通过访谈的形式收集两名自闭症儿童的个性化信息。

（2）分析个案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制定个别学习计划，根据该计划创设所需的接纳性环境，包括

人力环境、物理环境和策略支持环境。

（3）实施个别学习计划，班级教师和特殊教师分工协同合作，采用三层支援模式：第一层（集

体层面）、第二层（小组层面）和第三层（个体层面）对自闭症儿童进行支持，并根据计划投放材料、

创设幼儿园环境。

（4）对实施的计划和创设的环境进行检视，通过访谈教师和家长的反馈，适当调整并更新计划。

5  研究方法

（１）文献研究法

本课题通过查阅中国知网、百度学术、Pro-quest 等网站，以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接纳性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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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性学习计划（Individualized Educational Plan）为关键词收集了 30 多篇文献，为本课题研究提供理论

指导。

（２）访谈法

分别选择两名个案所在班级的教师、随班陪读（影子教师）的特殊教师以及家长进行面对面访谈，

收集个案的信息。

（３）行动研究法

本课题基于本园两名自闭症儿童个案，通过收集资料、分析儿童的心理、行为特征，制定个别学习

计划，并根据计划创设幼儿园的接纳性环境，并且在过程中通过教师、家长的反馈不断进行调整和更新，

创设更适宜本课题中个案身心发展的接纳性环境。

（４）个案分析法

选取本园的两名自闭症儿童作为本课题的研究对象，采用《年龄与发育进程问卷》ASQ-C，并通过

访谈班级教师、特殊教师、家长收集信息，分析儿童心理行为特征，制定个别学习计划，根据计划创设

适合本园自闭症儿童发展的接纳性环境，在过程中使用教师工作日志、轶事记录的形式，形成个案集，

深化研究成果。

6  研究过程

本课题参考《个别学习计划》运作手册，在专家的指导下，聚焦自闭症儿童的“学习”“沟通”“人

际关系”“自我管理”四个方面提供支持，并从“人力环境”“物理环境”“策略支持环境”三个维度

创设基于本园自闭症儿童的接纳性环境。

6.1  准备阶段

6.1.1  建立研究团队并制定计划

召集两名自闭症儿童个案所在班级的班级教师、随班陪读的特殊教师（影子教师）以及研究人员等

共 10 名教师组成核心研究团队，并制定课题的研究计划，明确组内分工，商定两周一次的课题组会议。

6.1.2  专家指导并确定方向

因课题研究需要，课题组特聘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陈雅川博士为本课题的指导专家，为我们提供

夯实的研究方法并进一步明确我们的研究方向。同时课题组也聘请了特殊儿童教育机构“导儿”专家入

园指导，迄今为止，专家已先后入园指导 3 次，线上指导进行了 10 余次。两方面的专业指导为课题组

提供了研究方法以及理论基础的支持，并解答了在课题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本课题的研究框架也进

行了更新和调整。同时，我们在园内开展了关于《特殊儿童的支持策略》的培训，使成员们在研究初期

对自闭症儿童这个特殊群体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通过专家指导，本课题进一步厘清了研究的思路，明确了研究方向，并确定了创设环境的三大方面，

即人力环境、物理环境、策略支持环境。

6.1.3  搜集文献并确定基础

由于自闭症儿童群体的特殊性，本课题决定从孩子入手，以了解的目标开始。首先，本课题组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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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集大量文献，整理出自闭症儿童的心理行为特征，包括语言发展特点、行为方式兴趣特征、社会交往

特征、感知觉特征。同时这一过程也为进一步分析本园中的个案提供了理论基础。［5］

6.2  实施阶段

6.2.1  收集个案信息，明确目标

课题组自 2023 年 2 月至 3 月进行研讨，拟定了个案访谈的资料收集问卷《星星手册》，并邀请专

家入园进行督导。于 2023 年 4 月，我们进行了访谈。参与访谈的有个案所在班级的教师、随班陪读的

特殊教师以及个案的父母。在特殊教育专家的督导下，课题组完成了个案基本信息的收集，完成了《星

星手册》教师版以及《星星手册》家长版，包括兴趣篇、沟通篇、社交篇、自我管理篇。

6.2.2  拟定计划，细化内容

课题组在完成个案信息收集后，与家长进行一对一以及一对多的访谈，确立了共同的个别学习计划

目标，围绕学习、沟通、人际关系和自我管理四个方面共同制定了目标、支持策略以及家园合作的方向。

在专家的督导下，我们的支援策略分成了三层相互扣联的支援模式，即第一层主要由班级教师在集体中

给予支持；第二层为辅助负责的教师在小组中给予支持；第三层则为特殊教师给予个体支持。三层支持

给与班级教师以及特殊教师明确的分工，相互渗透与沟通。

6.2.3  执行计划，紧抓重点

完成了本园两名个案的个性化学习计划后，课题组于 4 月开始实施执行计划，并对课题实施的进展

进行实时记录和追踪。在计划实施阶段，两名个案所在班级的教师与课题组的研究员共同根据计划的内

容制定环境创设方案，并逐步进行创设。

6.2.4  检视和更新，深化成果

本课题组预计于 6 月至 7 月开展第二次访谈，联合班级教师、随班陪读的特殊教师以及幼儿家长共

同探讨目前的个性化学习计划需要调整和更新的部分，为下一步的研究做准备。

7  阶段性成果及初步成效

7.1  阶段性成果

7.1.1  制定了《星星手册》收集本园自闭症儿童的信息

课题组根据前期的研究，在专家的指导下，制定了《星星手册》，分为家长版和教师版，全面了解

本园两名自闭症儿童个案的兴趣、学习方面、沟通方面、社交方面、自我管理方面的信息。创设接纳性

环境最重要的一环是从了解孩子入手，不仅要了解自闭症儿童这一个群体的特征，还应该从本园的个案

入手，深入了解和分析，真正做到从孩子的各方面需求出发，为他们创设一个良好的接纳性环境。这份《星

星手册》则能够通过访谈收集孩子的个性化信息，为课题组进一步制定计划提供了方向。同时这份《星

星手册》也具有推广性，可以应用在更多的普通幼儿园，在自闭症儿童入园前进行访谈，了解孩子的信息，

从而能够提前准备和创设更适合他们的幼儿园环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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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星星手册》节选

Figure 1 My Story Book

7.1.2  制定了针对本园自闭症儿童的个别学习计划

课题组根据前期的访谈，制定了两名个案的个别学习计划，同时借鉴香港特殊教育分部教育心理服

务（新界西）组提出的《个别学习计划运作手册》［4］，制定了适合于本园自闭症儿童的《个别学习计划》，

提出了教师的三层支持策略（集体、小组、个人），其中包括学习、沟通、人际关系、自我管理等方面

的支持策略，为计划的实施提供了强有力的指引。

图 2  个别学习计划记录表—学习方面

Figure 2 Individual educational plan-study

7.1.3  初步创设了基于本园自闭症儿童的个性化接纳性环境

环境的创设是以了解儿童为基础的。课题组通过收集资料、制定个性化学习计划，提出了支持策略，

在该计划的支持下，幼儿园的接纳性环境创设方案才得以产生。课题组经过研讨，在人力环境、物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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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支持环境等方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创设方案，并投放了自制材料和教具。

图 3  安全设施环境

Figure 3 Security environment

图 4  班级环境创设

Figure 4 Classroom design

图 5  班级区域设置

Figure 5 Classroom area design

图 6  个性操作筐

Figure 6 Individual educational b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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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操作材料

Figure 7 Operating material

7.2  初步成效

7.2.1  提升教师的专业性

通过特殊教育的专业培训、专家的多次入园指导、以及课题组广泛的文献研究，教师对自闭症儿童

的心理、行为特征有了较深的理论认识。在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大量师幼互动案例，形成了丰富而行之

有效的支持策略，进而提升了教师的专业水平。

7.2.2  丰富了幼儿园的环境

本课题旨在创设一个接纳性的幼儿园环境，包括人力环境、物理环境以及策略支持环境，本课题从

本园的两名自闭症儿童的心理行为特征及需求入手，为他们量身定制了适合他们的接纳性环境。例如：

考虑到自闭症儿童的感知觉特征，他们有时喜欢进行跑跳运动，喜欢身体上带来的刺激感受，幼儿园在

户外不仅设有安全提示牌，利用他们的视觉优势进行安全教育，同时还将户外操场更换为软胶颗粒，有

效减少了意外事件的发生。在策略支持环境方面，课题组与专家进行联动，为儿童提供了丰富的玩教具

支持，同时根据个案实际情况制作了更为适宜的操作材料。

7.2.3  丰富师幼互动策略

通过课题组成员的研究，解决了一线班级教师缺乏与自闭症儿童进行有效互动的问题。课题组与班

级教师共同进行研讨，分析本班自闭症儿童的特点，制定了更合适的支持策略，为实际教学工作提供了

范例。

7.2.4  促进班级儿童的同伴交往，实现双向接纳

自本课题实施以来，两名自闭症儿童案例所在班级的同伴都能够互相建立良好关系，在课题研究开

展的过程中，大班幼儿还一同参与了特殊学校的活动，在经过培训后对特殊儿童有了一定的了解，也掌

握了如何提供帮助以及共同游戏的方法，为实现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双向接纳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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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reation of a Receptive Environment Based on 
Autistic Children in Kindergartens

Cheng Songlin Liu Liangliang

Guangdong Zhuhai Huafa Yong Wing Shanzhuang Kindergarten, Zhuhai

Abstract: This topic aims to create an “acceptance” and “integration”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hoping to 
provide personalized support for autistic children, so as to help them better adapt to kindergarten life. By 
analyzing the psychological and behavioral characteristics of autistic children, and summarizing the needs 
of autistic children, this paper makes a personalized manual according to the needs of autistic children in 
the kindergarten, and creates an acceptance environment for a kindergarten according to their needs.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is “acceptance”, so that more ordinary kindergartens can use it, and finally solve the 
problem of “kindergarten difficulties” for autistic children.
Key words: Acceptance; Children with autism; Integration; Acceptance environm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