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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与实证：自闭症儿童的运动康复训练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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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运动训练作为对自闭症患儿康复效果最佳的方式之一，其研究与发展动态备受学界关注。基于

文献资料分析发现：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运动训练与自闭症儿童社交能力、自伤行为、身体机能等，而国

外则是运动训练与自闭症儿童社交障碍、语言水平、感知能力等；且实证研究已基本证实：运动康复训练

在提升自闭症儿童的运动能力、改善不良行为、促进身心发展、助力社会交往等方面有较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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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recover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its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dynamic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ircl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literature data, domestic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sports training and autistic children's social ability, self-injury behavior, physical 
function, etc., while foreign sports training and autistic children's social impairment, language level and perceptual 
ability, and empirical research has basically confirmed that sports rehabilitation training has good results in 
improving autistic children's sports ability, improving bad behavior, promoting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ment, 
and facilitating soci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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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学者对于自闭症儿童的发病机制和原理尚

未完全定论，从医学角度也尚无有效治疗方法，运

动训练作为对自闭症患儿康复效果最佳的方式之一，

其研究与发展动态备受学界关注。近年来，随着儿

童自闭症发病率攀升，各国专家学者对自闭症的相

关研究也在逐渐深入，积淀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与

此同时，自闭症有效治疗方法的选择成为研究的重

点和热点。关于自闭症治疗，国内外学者一般从行

为、认知与生物学三方面进行研究，且取得了大量

研究成果。国外自闭症研究始于 1943 年 Leo Kanner
教授的一篇论文，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儿童自闭

症广泛性发展障碍领域的理论与技术已愈显成熟[11]

（李国瑞等，2004）。国内外探索了运动康复疗法、

重复行为干预、动物辅助疗法、音乐教学法、感觉

统合疗法等方法对自闭症患儿的治疗，并对自闭症

谱系障碍儿童症状上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 
近十年来，国内外的专家学者对自闭症康复的

研究越来越重视，在对于何种方式对自闭症儿童康

复更有效的问题的探究中，不断地做出实践和努力。

我国的自闭症研究以国外相关研究经验为基础，结

合我国自闭症儿童现状，通过对自闭症儿童进行行

为矫正，发现运动康复法最能使其逐步具备生活自

理能力，社会适应能力与人际交往能力。我国重师

大团队利用 Meta 数据分析法，整合国内外学者

Beamer、Marta、Borgi、冯燕青、张骏等研究发现：

通过参加运动训练可提升自闭症儿童的感知觉、语

言、社会交往、生活自理及躯体运动等[13]（刘欣等，

2020）。因此，本研究就国内外自闭症儿童的运动

https://ijmd.oajr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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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治疗的相关研究动态与实证进行了梳理总

结，为后期深入研究提供必要参考。 
1 自闭症儿童运动康复训练的学术动态 
1.1 国外自闭症运动康复训练学术动态 
（1）运动训练与自闭症儿童社交能力  
在神经发育障碍中，ASD 的诊断是基于社交沟

通技巧的核心障碍进行的[1](Beamer，2015)。在 Spain 
D(2015）等的研究中，采用随机方法取样被试，分

别对 ASD 患者进行运动训练，发现不同个体的交往

能力都有提升，证实团体活动对自闭症患者社交能

力的促进作用 [5]。Macdonald M(2016）等关于自闭

症患儿的运动技能和社交能力之间的关系相关研究

表明：运动训练与社交能力密切相关，运动技能越

低的儿童社会交往能力越薄弱  [2]。此外，Mao 
AR(2015）等研究指出，自闭症干预应从同伴关系

着手，通过体育游戏中同伴关系发展，可对发展和

迁移自闭症患者社交能力起到促进作用[3]。 
（2）运动训练与自闭症儿童自伤行为 
自闭症儿童的自伤行为是对患儿身体危害最大

的问题行为，Allison 1991 年在对自闭症患者进行康

复干预的研究中，让患者每天慢跑 20 分钟，持续一

段时间后发现，通过体育运动，孤独症患者自伤行

为得到改善，行为发生频率降低。Elliot 等也运用体

育活动干预的方式对 6 名患者开展实验研究，患者

不仅被要求在跑步机上慢跑 20 分钟，还要骑固定自

行车，实验结果表明：自闭症患者自伤行为的发生

次数在参与体育活动后明显减少[12]（李旭，2019）。

由此可见，慢跑等较为缓和的运动训练方式，减少

了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自伤性行为的发生。  
（3）运动训练与自闭症儿童身体机能 
自闭症儿童的生理缺陷最明显在于身体机能受

限，而由于他们得到体育锻炼机率较少，使其与正

常儿童相比，身体协调性和平衡性十分低下。有研

究发现，自闭症患儿在体育运动训练后能重新建立

思维开拓和动作迁移的学习动机。Beamer (2015）等
研究发现，通过骑马运动可以使自闭症个体的身体、

情感和社会功能得到改善[1]；Marta、Borgi 等研究发

现，持续运动训练比未进行持续运动训练的自闭症

个体在执行技能和适应性功能方面得到了显著提升，

同时也有效促进了自闭症儿童身体机能的发展
[4](Sorensen C，2016)。 

1.2 国内自闭症运动康复训练的学术动态 
（1）运动训练与自闭症儿童社交障碍 
自闭症儿童具有社交障碍，主要表现在对周围

的人不关心或缺乏兴趣，不参与集体活动、不愿与

外界交流、对他人的问话以及沟通无回应等。长时

运动干预，自闭症患者个体，其社会交往障碍能够

得到显著改善（徐雷，2017）[21]；而在韵律操的干

预后 ASD 患者的身体素质和社会交往能力等也都

有所提高（裴晶晶，2014；杨毅，2020）[17,23]。此

外，专项体育活动和集体协作游戏也能有效提升自

闭症儿童社交沟通能力；儿童无论是无论从对他人

的行为、动作做出回应，还是主动与外界沟通交流

方面都进步较大（张丹，2018）[25]。 
（2）运动训练与自闭症儿童语言水平 
自闭症儿童常伴有语言障碍，顾名思义就是说

话方面存在一定的障碍，其主要表现在不爱说话，

不喜欢和其他小朋友交流，喜欢沉浸在自己的小世

界。在左秋芳等对自闭症患者进行水疗个案研究后

发现，实验后患者的沟通能力得到显著改善，30 天

后的随访显示，这种积极的沟通能力还能得以保持
[30]（左秋芳等，2015）。此外，通过对 6 名自闭症

患者进行了 4 个月的户外运动干预，蒯莉芳（2015）
等研究人员得出患者的语言沟通障碍都得到了明显

改善的结论[10]。众多研究表明，体育运动训练有助

于提升自闭症患儿的语言水平。 
（3）运动训练与自闭症儿童感知能力 
自闭症儿童的感觉和知觉发展明显滞后于一般

儿童，并存在各种感知异常问题，对患者其他能力

的发展有很大影响[9]（开宜萍，2015）。刘欣、孙

涛（2020）等通过 mate 分析 2010 年以来的国内外

实验研究，基本证实：在自闭症个体感知觉方面，

体育运动干预有显著效果[13]。赵凡、卢凤（2021）
等用实验对 ASD 儿童以及多动症共病儿童的干预

效果进行探究，得到分阶综合运动训练可以改善自

闭症儿童感知觉的结论[28]。裴晶晶（2019）等对 20
名 7 岁自闭症男童进行大肌肉群运动的干预实验结

果表明：大肌肉群运动能够有效提升自闭症儿童的

感觉综合功能，可以作为患儿感觉综合功能训练的

主要方法；自闭症儿童的前庭功能可通过科学有效

的大肌肉群运动得到显著改善，使其身体协调性得

以提高，促进患儿健康成长[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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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闭症儿童运动康复训练效果的国内实证 
2.1 运动康复提升自闭症儿童运动能力 
运动康复是让自闭症儿童在轻松、愉悦、安全

的环境中，通过有效的身体机能训练，使得孩子的

力量、耐力、平衡、灵敏及智力等得到相应的发展，

自我认知水平得以提高的一种有效康复手段。靖国

梁（2019）等从本体性教育因素、动力性因素、感

官刺激因素三方面，在理论上阐明了体育游戏对自

闭症儿童的运动能力具有改善作用[8]。运动能力是

自闭症患者个体适应生活的基本能力，但自闭症患

儿的运动能力普遍低下。袁猷超（2017）、裴晶晶

（2019）通过让实验对象按模式完成后测量其相应

身体素质的实验发现：对自闭症儿童的身体素质以

及运动能力方面进行持续锻炼后，患者的模仿动作

和躯体运用能力都有明显提高 [24，18]。因此，把体

育运动和自闭症儿童的日常康复训练相互统合，可

使得患儿的运动能力在日常行为活动中“潜移默化”

地得到提升。 
2.2 运动康复改善自闭症儿童不良行为 
孤独症是主要以行为功能问题为临床表现的综

合征，表现为语言交流、身体机能等障碍。主要是

目光对视比较短，呼名反应比较差，缺乏共同注意

或者共同注意不充分，甚至大小便不能主动；不能

在合适的环境表现出对应的表现，还伴有一些刻板

的行为，例如只接受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

对于陌生环境会出现过激行为等。研究基本表明：

运动干预可以有效减少自闭症患儿的不良行为。郭

剑华（2014）等对 3 名自闭症患者进行为期 8 周的

体育舞蹈干预训练结果显示：实验对象在初期问题

行为比较严重，在干预后患者的不良行为得到显著

改善[6]。刘欣（2020）等在体育运动干预对自闭症

个体不良行为的 Meta 分析森林图中显示：对自闭症

个体进行体育运动干预能显著减少患者的不良行为 

[13]。 
重复刻板行为是自闭症不良行为的主要症状，

体育运动干预对自闭症儿童的击打脑袋、咬指甲、

扣手指等刻板行为有积极影响且效果显著。研究者

已经通过观察法、综合文献法、访谈法、实验法、

数据分析法等研究方法来印证体育运动干预能改善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刻板行为。其中，张志勇

（2012）、徐影（2020）等在自闭症儿童体育游戏

干预实验中发现：实验对象的怪叫、哭闹、伸颈、

啃指甲、不愿合作、不听指令等不良行为均有一定

程度的改善，可在体育游戏中发展适当行为来代替

其不良行为[27，22]。朱江（2017）将等对随班就读的

自闭症儿童进行了 4 个月体育运动干预后发现，自

闭症儿童刻板行为明显改善、沟通能力明显提高，

这使得自闭症儿童和普通儿童一样正常就学将成为

可能[29]。 
2.3 运动康复促进自闭症儿童身心发展 
运动康复不等同于其他身体活动，它针对的是

关于自闭症儿童个体的身体、情感和认知三个层面

的问题，通过改变自闭症儿童的行为可直接影响自

闭症儿童的心理状态。马古兰丹姆（2020）提出了

具有中国本土特点的 DMT （ Dance Movement 
Therapy，简称 DMT 或舞蹈治疗）理论，在对来自

上海市彩虹雨儿童智能康复中心符合自闭症诊断标

准的 30 名 6-12 岁学龄自闭症儿童进行干预研究中

得出结论：舞蹈或者动作治疗对自闭症儿童的身心

健康具有积极的影响[15]。张骏和杨建全（2017）在

其文中提到，体育运动干预具有运动性和游戏性，

能够充分调动并且发挥自闭症患儿的自主性，游戏

的形式更容易让儿童接受，适合患者的身心发展特

点，同时，体育运动对儿童骨骼肌肉系统、心血管

系统、呼吸系统以及神经系统的发展十分有利，提

高了儿童免疫力、抵抗力和社会适应能力[26]。景丽

亚（2019）对 30 名自闭症患儿实施运动康复治疗，

研究结果显示：患儿的情绪评分与生活质量评分前

后差异显著，运动康复治疗能够显著改善自闭症患

者的心理状态[7]。 
2.4 运动康复助力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 
自闭症儿童具有社交障碍，相关研究表明运动

干预能够有效提高自闭症患者的沟通能力。汤广全

（2016）等通过对照实验对 8 名自闭症患者进行有

氧运动和牵拉运动干预，结果发现：实验组患者的

沟通能力得到显著提升，而焦虑程度有明显降低，

侵略感极大下降[20]。张丹（2018）等在对两名自闭

症儿童进行社会交往能力的体育游戏训练，发现自

闭症儿童社交沟通方面提高最明显，干预后可对他

人打招呼互动做出回应，且主动沟通的频率增多[25]。

对自闭症儿童进行互动性运动设施的引导，患者能

够真实体会到不同的感觉因素所带给自己的感受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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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并且在自己与设施之间的互动中学会如何与他

人交往，自闭症儿童合作意识和社会交往能力得到

提高，从而更好地融入进集体活动中；在游戏活动

中，模仿能力和交流的意愿逐渐增强，自闭症儿童

语言水平得到提高，能渐渐顺利地与他人进行沟通

和表达，更好地融于社会；自闭症儿童在治疗过程

中逐步与人建立起信任，慢慢从最初的自我沉浸中

走出来，而这种信任感会逐渐增强自闭症患者对他

人的交往意愿，选择把心灵之门向更多人敞开[14]( 刘
禹彤，2013)。在运动体验中，学会留意他人的意识，

体验与他人分享的乐趣，减轻游戏过程中的不安情

绪，得到一种心理上的愉悦。由此可见，通过运动

康复训练后，自闭症儿童情绪的稳定程度能得到极

大改善，异常行为的发生逐渐减少，在社会交往方

面的能力显著提高。 
3 小结 
综上所述，国内外近十年相关研究动态表明：

运动康复训练是儿童自闭症治疗较简便有效的康复

矫治途径之一。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运动训练与自

闭症儿童社交能力、自闭症儿童自伤行和身体机能

方面，而国外则主要聚焦于运动训练与自闭症儿童

社交障碍、自闭症儿童语言水平、自闭症儿童感知

能力等方面。我国的研究较国外虽欠缺，但始终秉

持早发现早治疗的原则，一直致力于自闭症儿童的

确诊和康复等相关工作，在研究上也有较多突破。

国内实证研究从提升自闭症儿童运动能力、改善自

闭症儿童刻板行为、促进自闭症儿童身心发展以及

助力自闭症儿童社会交往四个方面梳理出相关效果

实证资料。这些研究为从事自闭症儿童康复治疗的

学校、机构、协会、老师及患儿家长提供了实践参

考。 
未来，自闭症运动康复的发展必将更加完善，

运动康复作为一个大概念，会衍生出各种具体的康

复运动方式，有望在今后惠及大众，促进世界自闭

症儿童康复事业的发展。当然，关于自闭症儿童这

一弱势群体在运动康复上的理论与实践仍存在的一

些问题，仍需广大学者持续共同关注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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