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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特殊教育在中国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孤独症儿童的教育需求成为了研究的重点。语言作为沟通和

认知发展的基础，对孤独症儿童的全面成长至关重要。本研究旨在探讨影响孤独症儿童语言发展的各种

因素，并系统综述了母亲语言输入对孤独症儿童语言能力提升的作用。通过分析现有文献，本文揭示了

母亲语言的特定特征，如简洁性、重复性和强调性，对孤独症儿童语言习得的潜在影响。此外，本研究

还强调了个体化干预策略的重要性，并提出了在专业人士指导下进行综合支持的必要性。研究结果为特

殊教育工作者、语言治疗师和家长提供了实证基础，以制定更有效的教育干预措施。本综述旨在为相关

领域的研究者提供参考，并为孤独症儿童的语言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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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growing attention to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children with au-
tism have become a focal point of research. Language, as the foundation of communication and cog-
nitive development, is crucial to the overall growth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various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nd systemat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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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s the role of maternal language input in enhancing their language abilities. By analyzing exist-
ing literature, this paper reveals the potential impact of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maternal language, 
such as simplicity, repetition, and emphasis, on the language acquisition of autistic children. Further-
more,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ized intervention strategies and highlights 
the necessity of integrated support under professional guidance. The findings provide an empirical 
basis for special education practitioners, speech therapists, and parents to formulate more effective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s. This review aims to serve as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ers in related fields 
and provide scientific guidance for promoting language development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Keywords 
Children with Autism, Language Development, Maternal Language, Educational Intervention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特殊教育构成了教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对于构建一个高效、公平的教育环境具有重大意义。

它不仅是社会公正的体现，也是衡量一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党中央和国务院对特殊教育的重视

程度可见一斑，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特殊教育的发展要求，而随后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了完

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的必要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也对特殊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新的指导方针。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了推进新时代特殊教

育的重要性，并关注残疾儿童的教育需求。 
国家层面连续实施了两轮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显著提升了特殊教育的普及率、保障条件及教育质量。

尽管如此，特殊教育领域仍存在一些挑战，如普及程度不足、教育质量提升空间大以及支持与保障体系

不完善等问题。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教育部联合多个国家有关部委共同制定了《“十四五”特殊教育发

展提升行动计划》，并获得国务院的批准与推广。该计划对于在“十四五”时期提高残疾人的教育水平、

弥补特殊教育领域的不足、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影响。 
特殊儿童，包括生理或心理发育有障碍的孩子，在智力、视觉、听觉、肢体、言语或情绪等方面都可

能有所涉及。这些儿童在学前期具有显著的神经系统可塑性，因此，早期干预和教育对于减轻残疾可能

带来的负面影响至关重要。《残疾人教育条例》强调了提高残疾幼儿接受学前教育比例的重要性。《第

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也明确了特殊教育的基本原则，即普惠与特惠相结合，特别关注

特殊教育的发展。完善特殊教育体系是实现特殊教育发展的关键任务之一，而学前特殊教育作为特殊教

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特殊儿童的发展提供了保障和规范引导，对于促进教育公平具有显著意义。 
然而，鉴于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教育资源分布不均，学前特殊教育的发展水平与其他层次的

特殊教育相比存在较大差异。尽管学术界已经开始关注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问题，但对该领域的系统性

研究仍然不足。因此，迫切需要更多的关注和努力，以解决特殊儿童教育领域的重要问题[1]。 

2. 孤独症儿童研究的重要性 

孤独症儿童是学前特殊儿童群体中最常见且极具代表性的一类，其特征包含了其他许多特殊儿童的

典型问题，因此，对孤独症儿童的发展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与社会意义。自 1943 年 Kanner 首次描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3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傅彬煌 
 

 

DOI: 10.12677/ae.2024.14112133 805 教育进展 
 

述孤独症的临床特征以来，科学界对孤独症的认识逐步加深。根据 2012 年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数

据，美国每 88 名儿童中就有 1 名患有孤独症，这一比例呈持续上升的趋势。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领域于

2015 年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孤独症的患病率约为 1%，与其他国家基本相似。目前，我国孤独症患者总

数超过 1000 万，其中 14 岁以下的儿童患者超过 200 万。孤独症的患病率呈现上升趋势，这一现象可能

与诊断标准的扩展、诊断工具的改进以及社会对孤独症的重视程度提高等因素有关，尽管具体原因尚不

完全明确。 
2013 年，美国精神医学协会发布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的诊断

标准进行了重要调整，将广泛性发育障碍、亚斯伯格综合症、童年瓦解性障碍和未特定的广泛性发育障

碍等亚型归入孤独症谱系障碍中。同时，新的诊断标准取消了“亚斯伯格症”和“高功能孤独症”的分

类，转而将孤独症的严重程度分为三级：需要支持(I 级，轻度)、需要较多支持(II 级，中度)、需要极大支

持(III 级，重度)。这些调整有助于减少诊断中的模糊性和术语混乱问题，提高了对孤独症患者的诊断准

确性，避免了误诊或漏诊现象的发生，也扩大了对轻度孤独症个体的研究范围，涵盖了智力正常且具有

语言能力的患者。 
在国内，孤独症的相关研究最早可追溯到 1982 年，当时陶国泰首次报道了 4 例儿童孤独症病例。目

前，国内尚无全国性的孤独症流行病学数据，但研究表明，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患病率自 2000 年以

来已经上升至 1.3‰。不同地区的调查数据也反映了患病率的差异，例如福建省 14 岁以下儿童中孤独症

患病率为 0.28‰，遵义市学龄儿童为 0.56‰。中国台湾地区的研究显示，从 2000 年到 2007 年，中国台

湾 0 至 5 岁儿童的 ASD 发生率为 0.24‰至 0.78‰，6 至 11 岁为 0.5‰至 1.73‰，12 至 17 岁为 0.21‰至

1.04‰。总体来看，近年来 ASD 的患病率有逐步上升的趋势，从 20 世纪 60、70 年代的 0.5‰增加到 80
年代的 1‰，现已达到 1‰至 2‰ [2]。 

孤独症患病率的上升可能由多种因素引起：一方面，确实有更多的儿童被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

另一方面，孤独症的早期识别率提高，公众认知的增强及研究资金的增加也助力了这一现象。此外，诊

断标准的变化(尤其是 DSM-III-R 和 DSM-IV 标准的扩展)和诊断服务的增加，使得一些先前未被认定为

孤独症的个体现在可以得到相应的诊断。Baron-Cohen 等学者进一步总结了导致 ASD 患病率增长的七大

原因，包括对孤独症的识别与觉察能力的提升、研究方法的改进、诊断服务的普及、专家和家长对 ASD
的认知加强、对孤独症患者适应环境的理解加深以及诊断标准的扩展等。一项研究还指出，根据当前的

诊断标准，过去被诊断为语言障碍的儿童中，有 40%可以被归类为孤独症。因此，ASD 患病率增加的背

后，是否与饮食习惯的改变、环境变化、人际交往方式的变化、压力增加等现代社会因素有关，目前尚

缺乏明确证据[2]。 

3. ASD 儿童语言缺陷的表现 

ASD 儿童在社交互动和沟通方面面临显著挑战，这些挑战通常在早期家庭互动中便可观察到。Meek
及其团队的研究揭示了孤独症儿童在家庭互动中的行为挑战，包括注意力分散、兴趣狭窄、合作困难和

积极情感表达不足等问题。这些技能对于儿童的社交发展至关重要。Mastrogiuseppe 等人的研究进一步发

现，ASD 儿童在家庭互动中手势沟通技巧的缺失。通过对 ASD 儿童与母亲间的手势沟通进行详细的编

码分析，研究者发现，ASD 儿童使用手势的频率显著低于非 ASD 儿童，特别是指向父母的手势，这影响

了家庭互动的质量及儿童的学习机会。此外，ASD 儿童使用指示性手势的比例也较低，这可能导致他们

参与社交活动的机会减少，与照顾者的互动时间缩短，进而对他们的整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3]。 
社交互动障碍是 ASD 儿童的一个核心特征。研究 ASD 儿童的社交互动障碍对于理解其社交发展至

关重要。一些研究者认为，语言问题可能是 ASD 儿童社交互动障碍的一个促成因素，而非其核心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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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对于轻度 ASD 儿童，他们的主要挑战不在于语言能力的缺失，而在于如何恰当地运用语言进行有

效沟通。因此，语用学研究在探讨语言与社交互动障碍的关系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而会话技能则是语言

运用能力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轻度 ASD 儿童的社交互动中，会话技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提升

他们的会话技能不仅能够增强干预和治疗效果，还有助于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并进行有效交流。 
综上所述，孤独症儿童在社交互动和沟通方面所面临的挑战，需要通过多方面的研究和干预来解决。

通过提高他们的会话技能和手势沟通技巧，可以促进孤独症儿童的社交能力发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学

习和社交机会。 

4. 母亲语言对 ASD 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母亲语言在 ASD 儿童的行为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儿童初次接触社会并进行社交互动的

关键场所。对于这些儿童而言，康复和社会融合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过程，其中父母和家庭成员的

作用不可或缺。特别是对于轻度 ASD 患者及其抚养者，尤其是母亲，交流是他们互动的主要方式。母子

间的对话对轻度 ASD 儿童的语言发展极为关键。研究表明，接受特殊儿童康复机构治疗的 ASD 儿童在

语言、认知、执行能力和协调能力方面有所提高，然而，提高交流能力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不断练习。因

此，母亲在提高轻度 ASD 儿童交流技巧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目前，关于如何指导家长与轻度 ASD 儿

童进行有效对话的建议相对有限，导致家长们常常感到迷茫，渴望更好地与孩子沟通。因此，研究母子

对话对轻度 ASD 儿童的交流技巧和家长理解孩子内心世界都具有重要意义，提供有效的指导和建议显得

尤为必要。 
Venker 等人[4]的研究采用随机分配对照组的实验设计，探究家长是否能够通过与 ASD 幼儿的游戏

互动学习使用特定语言反馈，以及这种反馈是否对儿童交流产生积极影响。研究发现，家长增加跟随性

评论和提示等行为，减少改变儿童行为的行为，可以促进儿童的沟通行为。 
Yang 等人[5]在研究中，招募并测试了 28 名说普通话的 ASD 儿童和 25 名 TD 儿童。由于三名 ASD

组的参与者未能完成任务，因此被排除在外。ASD 组和 TD 组各有 3 名女孩和 22 名男孩。参与者的家长

签署了知情同意书，并经南京师范大学批准。25 名 ASD 儿童来自南京明欣儿童智慧教育培训中心，25
名 TD 儿童来自南京冠云国际幼儿园。这些被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能够与母亲口头交流并完成

语言任务。研究者在幼儿园的私人房间中观察了 ASD 和 TD 儿童与母亲的互动。互动包括四种情境：玩

耍、绘画、阅读和自由交谈。研究检查了 ASD 儿童在这四种情境下的结构语言和语用技能。结果显示，

尽管 ASD 儿童在结构语言方面(如词汇和言语)没有明显缺陷，但在语用技能方面表现出明显缺陷。研究

还发现，情境对 ASD 儿童的互动语言使用产生重要影响。例如，阅读情境影响词汇多样性，而玩耍和绘

画情境有助于复杂话语的产生。另一方面，自由交谈环境促进了更多的对话回合。此外，使用斯皮尔曼

的等级相关分析来探究母亲的输入与儿童的语言输出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ASD 儿童的结构语言与母

亲的输入之间的相关性不像以前的研究所示那样高，但语用技能与母亲的输入之间存在明显的相关性。

具体来说，ASD 儿童的总轮数(TNT)与母亲的总轮数(TNT)相关，总单词数(TNW)和不同单词数(NDW)也
相关。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以下几点：1) 在评估疑似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时，应该考虑对语用技

能的评估；2) 在评估孤独症儿童的语用能力发展时，需要考虑情境对语用技能的影响；3) 对于孤独症儿

童来说，母语对其语言使用具有重要影响。 
Clark-Whitney 等人[6]在研究孤独症谱系障碍(ASD)的幼儿及其看护者时，从接受治疗的孤独症儿童

中选取了样本。这是密歇根大学孤独症和沟通障碍中心进行的一项大型研究的一部分，该研究探讨了不

涉及特定培训的干预措施。他们关注的是看护者在自然环境中使用“玩具谈话”句子的情况。在研究的

不同时间点，看护者和儿童被要求进行基于游戏的互动，使用标准化的玩具套装，每次持续 10 分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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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互动过程都被录制下来，看护者和儿童的语言被从录音中转录出来。 
研究包括了 50 名年龄在 25 至 55 个月之间的 ASD 儿童样本，看护者与孩子一起互动 10 分钟，使用

适合他们年龄的标准玩具。这些玩具套装根据参与者和时间点进行标准化，包括各种游戏水平的玩具，

从汽车和建筑玩具到可用于假装游戏的玩具套装(如野餐食品套装)。研究结果表明，句子多样性是一个敏

感的指标，可以反映孤独症谱系障碍幼儿在相对较短的治疗期内的语言发展变化。此外，研究还发现，

看护者在输入句子时使用不同的第三人称名词主语和动词组合(即“玩具对话”)会促进幼儿的句子多样

性，这超过了看护者使用 NDBI 策略时的水平。重要的是，当看护者在干预过程中改进 NDBI 策略时，

对“玩具谈话”句子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有针对性的语言干预，结合 NDBI 策略，可能会取得更好

的效果。这些发现凸显了通过 NDBI 培养的语言前发展技能(如共同关注力)对于提高学习和语言发展机

会的重要性。总之，利用 NDBI 干预、看护者的“玩具谈话”以及监测儿童句子多样性可能会为改善孤

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语言结果提供一种可行且经验丰富的方法。 
Xu等人[7]研究探讨了普通话发育正常(TD)儿童和孤独症谱系障碍(ASD)儿童词序使用的出现和效率，

并探讨了这种出现与看护者输入中的使用频率之间的关系。42 名看护者和儿童两人参加了 30 分钟的半

结构化游戏视频录制活动。在表达语言方面，11 名 ASD 儿童与 10 名 20 个月大的 TD 儿童进行匹配，另

外 11 名 ASD 儿童与 10 名 26 个月大的 TD 儿童进行匹配。我们报告了四个主要发现：1) 患有 ASD 的

学龄前普通话儿童产生普遍省略的词序结构的速度与语言匹配的 TD 儿童相似，但在 SVt 和 VtO 框架的

使用方面也表现出与 TD 儿童的差异；2) TD 儿童和 ASD 儿童均观察到语法生产力；此外，患有孤独症

谱系障碍(ASD)的儿童具有较高的表达性语言，产生的刻板语言较少；3) TD 儿童和 ASD 儿童都在照顾

者的输入中听到了一系列词序，其中 TD 儿童输入的数量和复杂性更大；然而，两组的护理人员在词序

使用方面也没有表现出与年龄/语言相关的变化；4) 照顾者和他们的孩子之间几乎没有出现特定词序的相

关性；然而，两组的平均话语长度(MLU)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能够产生更长/更复杂话语的看护者，

其孩子也有同样的想法。总而言之，尽管存在语用缺陷，但接触普通话的孤独症儿童早期的词序语法知

识似乎保存完好，并且总体上遵循典型的发展模式。此外，看护者的输入是广泛而非精细地适应 TD 儿

童和孤独症儿童的语言发展，并且在儿童的一般句法发展中比在特定词序习得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

此，学龄前普通话 TD 儿童和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早期词序使用可能会受到看护者投入和儿童能力的

影响。 
Smith 等人[8]研究了 53 名亲子二人组，样本中大多数儿童是平均年龄不到三岁的男性。平均语言和

非语言发展技能低于实际年龄预期。参与的父母大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亲生母亲。其研究采用了更细致

的方法来探索父母反应对儿童语言结果的贡献。基于之前的研究，他们考虑了六种离散反应行为(扩展、

模仿、WH 问题、是/否问题、评论和确认)的相对贡献，以及父母在不同的父母及其孤独症样本中对后来

孩子语言的相对反应学龄前儿童。正如他们假设的那样，相对反应性对后期语言技能的预测能力不如离

散反应行为，只能预测一种语言结果(即直接评估的接受语言)。此外，正如假设的那样，儿童语言的扩展

(尤其是模仿)对于后来的语言很有价值。虽然回应性问题、评论和致谢不能预测任何语言结果，但模仿始

终有助于家长报告的表达性语言和接受性语言的测量，扩展预测了家长报告的语言表达能力。这项研究

强调需要了解影响儿童语言习得的父母语言(即离散方面)，并补充了证据，表明除了提供高质量的语言输

入之外，简单的言语模仿行为可能对孤独症儿童的语言尤为重要。 
Haebig 等人[9]的研究采用纵向设计，从一项大型研究的参与者中随机选择了 40 名亲子二人组，该

研究检查了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幼儿和学龄前儿童的语言发展轨迹。更大的研究参与者是从威斯康星

州招募的。所有 40 名幼儿和学龄前儿童都接受了由执业心理学家领导的由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组成的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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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团队的临床诊断，诊断为孤独症谱系障碍。在选定的 40 名儿童参与者中，33 名是男性。儿童参与者

的年龄范围为 24~39 个月。所有孩子都来自以英语为母语的家庭。参与游戏样本程序的家长包括 33 名母

亲和 7 名父亲。这项研究确定了可能有益于临床实践并作为家长介导的干预计划目标的响应技术。最引

人注目的发现表明，在语言发展的不同阶段，儿童可能会从特定类型的父母输入中受益更多。具体而言，

Haebig 等人的研究结果表明，后续评论可能对早期阶段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幼儿特别有益。这一点尤

其重要，因为许多人常常认为残疾较严重的儿童不太可能从干预或刺激输入中受益，因此有时会针对残

疾较轻的儿童提供更有力的服务，因为他们可能看起来更“准备好学习”。他们的研究结果强调了对有

更严重障碍的儿童进行有意义的投入的价值。此外，以孩子有词汇知识来回答的问题形式出现的后续指

令可能有助于支持孩子在互动环境中使用自己的语言知识。当父母问孩子问题时，重要的是他们要认识

到孩子的反应为父母提供了通过扩大孩子的反应来提供额外语言输入的机会。 
Bang 等人[10]招募了 20 名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以及 44 名典型发育障碍的母亲及其孩子。是在加拿

大蒙特利尔招募的，并且讲英语或讲法语，诊断是通过多学科评估确定的，包括孤独症诊断观察表，由

临床心理学家或精神病学家进行。家长和孩子与一套标准化玩具进行 10 分钟的自由游戏互动，其中包括

两个娃娃、一套茶具、积木、一辆自卸卡车和一部玩具手机。父母被要求像平常一样和孩子一起玩耍，

同时尝试待在大约 4 × 4 平方英尺的毯子上，研究结果表明，孤独症儿童所接触的词汇信息丰富的环境与

语言水平相当的正常发育儿童一样，在词汇标记和类型的数量、词汇多样性、MLU 和话语数量方面都是

如此。此外，分层回归模型表明，输入 MLU 显著预测了高于初始儿童语言的后期儿童词汇量，这表明患

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儿童能够利用母亲的输入来发展词汇。这项研究提供了有关孤独症谱系障碍语言发

展的环境因素的重要信息。 
So 等人[11]在为期九个月中收集了 37 名被试的语言样本。数据收集于香港中文大学，所有参与该研

究的儿童均被香港卫生署儿童评估中心的儿科医生诊断为年龄在 18 至 36 个月之间的 ASD 儿童。研究结

果表明，患有孤独症谱系障碍的华语儿童的某些方面的对话能力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高。父母的

言语反应有助于引发孤独症儿童的适当反应。然而，父母的重定向可能会让孩子难以做出适当的回应，

甚至阻止他们继续对话。 
Crandall 等人[12]确定了 31 名参与者参加他们的研究，参与者是从更大的儿童数据集中选出的，这

些儿童参与了一项纵向研究，该研究评估了研究开始时年龄为 24~48 个月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有用言

语的习得情况。参与者的 ASD 诊断基于《精神疾病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文本修订版中的标准。这些

诊断在研究开始时由有执照的临床医生或研究可靠的评估员使用孤独症诊断观察表进行确认。研究采用

纵向相关设计，四个测量点取自较大的研究，每个时间点相隔 4 个月，总共跨越 12 个月。研究认为，目

前的干预措施强调成人对儿童话语的扩展或使用后续话语，通常不区分名词短语扩展和动词短语扩展。

此外，扩展的例子通常更注重名词短语的阐述，而不是动词短语的阐述。在语言扩展和后续话语中隐含

的低估动词短语的不幸后果可能是动词输入贫乏，并且儿童动词词汇可能有限(例如，许多孤独症谱系障

碍儿童过度依赖少量动词形式)。相反，父母可能会被明确教导在语法信息丰富的后续话语中经常使用不

同的动词，以支持孩子表达动词词汇。总的来说，习得动词可能有助于形态句法的发展。此类语言的发

展很重要，因为它可以预测孤独症儿童未来的适应和社会结果。尽管这项研究的结果是探索性和相关性

的，但其可以阐明这个经常被研究的语言学习领域，并促进进一步研究成人输入促进孤独症儿童动词习

得的方面。 

5. 为了更好地促进 ASD 儿童语言发展，母亲可以怎么做？ 

综合分析表明，母亲的言语输入对于 ASD 儿童的语言发展具有显著影响。为了促进这些儿童的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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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母亲应采用简洁、明确的语言进行交流，避免复杂的句子结构和难以理解的术语，以确保儿童能

够更容易地理解并模仿言语。此外，通过重复和强调关键词，可以帮助 ASD 儿童更有效地理解语言信息，

并增强他们的语言表达能力。在对话中，母亲应有意识地突出重要的词汇，并多次重复相关的概念和术

语，以加深儿童对语言的理解。 
为了进一步促进 ASD 儿童的语言发展，母亲应鼓励他们积极参与交流，并提供足够的时间和空间供

儿童做出反应。建立一个互动性的对话环境，不仅能够促进语言技能的提升，还能增强儿童的社交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每个 ASD 儿童都有其独特的需求和能力，因此，母亲的干预策略应根据儿童的具体情况

进行调整。此外，与语言治疗师、教育工作者或其他相关专家的合作对于为孩子提供全面的支持和适当

的干预措施至关重要。通过这种多学科的合作，可以为 ASD 儿童的语言发展和社交技能提供更加个性化

和有效的支持。 

参考文献 
[1] 易小娟, 刘红花. 我国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研究现状、热点和未来趋势[J]. 教育观察, 2023, 12(3): 116-119. 

[2] 陈顺森, 白学军, 张日昇. 自闭症谱系障碍的症状、诊断与干预[J].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1): 60-72. 

[3] 代美娜, 孙玉梅.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早期亲子互动研究[J]. 中国特殊教育, 2020(5): 47-53. 
[4] Venker, C.E., McDuffie, A., Ellis Weismer, S. and Abbeduto, L. (2011) Increasing Verbal Responsiveness in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 Pilot Study. Autism, 16, 568-585.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11413396 
[5] Yang, J., Gu, W. and Feng, C. (2022) Evaluating Interactive Language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n Different Contexts. Children, 9, Article 787. https://doi.org/10.3390/children9060787 
[6] Clark-Whitney, E., Klein, C.B., Hadley, P.A., Lord, C. and Kim, S.H. (2022) Caregiver Language Input Supports Sentence 

Diversity in Young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search, 65, 
1465-1477. https://doi.org/10.1044/2021_jslhr-21-00458 

[7] Xu, Y.A., Naigles, L.R. and Su, Y.E. (2022) Early Word Order Usage in Preschool Mandarin-Speaking Typical Children 
and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Influences of Caregiver Input?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2, Article 766133.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766133 

[8] Smith, J., Sulek, R., Van Der Wert, K., Cincotta-Lee, O., Green, C.C., Bent, C.A., et al. (2022) Parental Imitations and 
Expansions of Child Language Predict Later Language Outcomes of Autistic Preschooler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
velopmental Disorders, 53, 4107-4120.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22-05706-9 

[9] Haebig, E., McDuffie, A. and Ellis Weismer, S. (2013) The Contribution of Two Categories of Parent Verbal Responsive-
ness to Later Language for Toddlers and Preschoolers on the Autism Spectrum. American Journal of Speech-Language 
Pathology, 22, 57-70. https://doi.org/10.1044/1058-0360(2012/11-0004) 

[10] Bang, J. and Nadig, A. (2015) Learning Language in Autism: Maternal Linguistic Input Contributes to Later Vocabulary. 
Autism Research, 8, 214-223. https://doi.org/10.1002/aur.1440 

[11] So, W., Song, X., Cheng, C., Law, W., Wong, T., Leung, O., et al. (2021) Conversation Skills in Chinese-Speaking Pre-
schoolers with Autism: The Contributing Role of Parents’ Verbal Responsiveness. Journal of Autism and Developmental 
Disorders, 52, 1106-1119.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21-05017-5 

[12] Crandall, M.C., McDaniel, J., Watson, L.R. and Yoder, P.J. (2019) The Relation between Early Parent Verb Input and Later 
Expressive Verb Vocabular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Journal of Speech, Language, and Hearing Re-
search, 62, 1787-1797. https://doi.org/10.1044/2019_jslhr-l-18-0081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33
https://doi.org/10.1177/1362361311413396
https://doi.org/10.3390/children9060787
https://doi.org/10.1044/2021_jslhr-21-0045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1.766133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22-05706-9
https://doi.org/10.1044/1058-0360(2012/11-0004)
https://doi.org/10.1002/aur.1440
https://doi.org/10.1007/s10803-021-05017-5
https://doi.org/10.1044/2019_jslhr-l-18-0081

	母亲语言对孤独症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综述
	摘  要
	关键词
	A Review of the Influence of Maternal Language on the Languag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孤独症儿童研究的重要性
	3. ASD儿童语言缺陷的表现
	4. 母亲语言对ASD儿童语言发展的影响
	5. 为了更好地促进ASD儿童语言发展，母亲可以怎么做？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