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点

• 自闭症儿童的独特“文化”与“结构
化教学”

• 结构化教学的理念和策略

• 结构化教学的目标



自闭症儿童的独特“文化”与“结构化教学
”

• 大部分自闭症儿童处理视觉讯息较听
觉讯息为佳，而结构化教学正利用了
他们的特长，以清楚的视觉提示，有
组织及有系统地安排学习

• 自闭症儿童的沟通困难，特别是社交
沟通。但结构化教学便是利用结构化
的环境、视觉策略、具体的活动程序
，教导自闭症儿童进行有意义的社交
沟通。



• 很多自闭症儿童经常注意细节，但难
以明白所有细节组合起来的意义以及
难以组织意念。结构化教学通过对资
料的预先整理和有次序的安排，使儿
童的注意力只集中在重要部分；减低
令他们分心的环境刺激；提高他们解
决问题及理解环境的能力。



• 自闭症儿童难以将所学到的进行类化
，对常规的改变感到困惑或不安。结
构化教学强调儿童自行跟从每一步骤
，从而培养他们的独立能力，这是教
导自闭症儿童的重要目标；另外，结
构化教学不只局限在特殊学校内推行
，只要应用得宜，也可适用于一般学
校甚至社区。



结构化教学的理念和策略

• 理念

结构化教学是针对自闭症儿童在学

习、行为和沟通上的特点，包括用视
觉来认识环境和辨别信息的表现，在
有组织、有程序的环境里完成工作的
情况和按照常规模式进行活动，进而
加强与人沟通的动机和社交的技巧。



• 策略

结构化教学中有五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

两个策略和三个形式：

* 两个重点策略：视觉安排、常规建立

* 三个主要体现形式：环境安排、程序
时间表、个人工作系统



结构化教学的目的

• 明白环境的功能及要求，更能与社会
联系

• 发展生活技能

• 自发的沟通

• 独立生活



建立一个有助于学习沟通的环境

目的 形式 策略

1、独立

2、生活技能

1、环境安排

2、程序时间表

3、个人工作系统

1、视觉安排

2、常規



策略（一）视觉安排

用视觉

来显示、组织、

提示

好处：一目了然

目的：让孩子—

1、衡量资料之比重

2、有组织地处理数据

3、理解环境及联系概念



视觉安排的种类：

A、视觉清晰显示

B、视觉组织

C、视觉指示



• 视觉清晰显示：

把最重要的资料或物件部分清晰
地表明出来



• 视觉组织：

协助儿童组织及处理接收的感觉

资料的安排方法，使他们以视觉
辨别便可理解



• 视觉指示：

视觉指示就是利用文字、图

片及物件把要完成的工作安排
成为一个模式，说明工作的内
容和步骤，使儿童看到就能明
白应如何去完成该项工作。



策略（二）常规

常规：

--就是一些惯例程序，用在日常
生活中以适应环境要求。



建立常规

1）先后

2）上至下，左至右

3）完成概念

4）检视程序时间表

5）按指示工作

好处：有规有矩

目的：让孩子—

1、建立恰当的惯例

2、明白因果及次序概念

3、减低焦虑、冲动及固执



• 注意：最有效建立常规的方法是
“一致性”，及无论在家居或课
室中，都遵从同样的常规处理环
境及生活。



三个体现形式

• 环境安排

• 程序时间表

• 个人工作系统



形式（一）环境安排

环境安排：

就是用清楚的界限为儿童划分不

同的活动和学习空间，以便儿童了解
活动、学习与环境的关系，掌握环境
对他们的要求。



好处：一清二楚

目的：让孩子——

1）掌握环境的要求和常规

2）集中活动空间安排



常见的几种空间范围

我们可根据儿童的活动和学习的需

要划分出个别辅导区、游戏区、个人
工作区、小组活动区、进餐区等。



形式（二）-程序时间表

程序时间表：

就是告诉儿童每日或某段时间中

所进行的活动，以及进行这些活动
的先后次序。



好处：明白一天的安排

形式：建立——

1）全日流程（大时间表）-显示全日每一个活动
的时间表

2）工作程序表（小时间表）-用来显示儿童在工
作时要完成项目的次序，在独立工作时使
用。

目的：让孩子—

1）明白及应付环境或组织程序

2）明白活动程序及要求

3）体会生活模式

4）预知及控制环境



不同种类的程序时间表

固定/单一张贴/半天活动



形式（三）-个人工作系统

个人工作系统

个人工作系统就是一个建立儿童
独立工作技巧的系统。



好处：一心一意

形式：透过

1）结构化教学法所有元素

2）提供数据包括：

●什么工作

●多少工作

●工作准则

●工作后将发生事情



目的：让孩子 ------

1）有组织及层次的完成工作

2）自发及独立工作



总结：某个形式的环境布置只适合某个
程度和能力的儿童，而儿童的能力在
训练过程中又是不断提高的，因此在
环境布置时，需要不断提升所采用的
形式，最后能使用一些非常生活化的
形式，这时儿童就更接近融入社会的
目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