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4, 14(7), 195-201 
Published Online Jul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71145 

文章引用: 唐玲珑, 杨韶刚. 心理健康视域下孤独症儿童家校合作的困境审视与优化路径探索[J]. 教育进展, 2024, 
14(7): 195-201. DOI: 10.12677/ae.2024.1471145 

 
 

心理健康视域下孤独症儿童家校合作的 
困境审视与优化路径探索 

唐玲珑，杨韶刚 

喀什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新疆 喀什 
 
收稿日期：2024年6月3日；录用日期：2024年7月4日；发布日期：2024年7月11日 

 
 

 
摘  要 

中小学教育中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展开家校合作，是根据孤独症教育困境，落实二十大中党和国家

健全学校家庭社会育人机制、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的具体对策。现有的孤独症谱系

障碍儿童中家校合作方法有面对面沟通、社交媒体途径、家长委员会、知识讲座和家长开放日等。但当

前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家校合作存在认知不一致、没有厘清责权问题；忽略学生主体；学校对于家庭

缺乏了解，指导匮乏等问题。对此学校和家长应当确立正确的合作理念，明确家校双方职责；注重学生

主体地位；学校应当增强对学生家庭的了解，给予家长专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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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familie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is a specific countermeasure to address the educa-
tional difficulties faced by ASD children and implement the Party’s and the state’s plan outlined in 
the 20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system that involves schools, families, 
and society, as well as to enhanc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re service system for the dis-
abled. Current methods of home-school cooper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SD include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social media channels, parent committees, knowledge lectures, and parent open 
days. However, there are issues in the current home-school cooper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SD, 
such as inconsistent perceptions, unclear deline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neglect of stu-
dent autonomy,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families by schools, and a lack of professional guid-
ance for parents. To address these issues, schools and parents should establish correct coopera-
tion concepts,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both parties, emphasize the subjectivity of students, 
and schools should 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student families and provide professional 
guidance to par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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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及缘由 

1.1. 落实党的方针政策需要 

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中小学生的心理健康教育。在新时代，对于心理健康教育

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 2022 年召开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健全学校家庭

社会育人机制。”[1]强调了教育领域中立德树人的重要性，而其首要条件是，国家的接班人必须是一个

心理健康的人，同时也再次强调教育机制应当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育人的机制。同时，党的二十大

报告强调，要进一步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因此，孤独

症谱系障碍儿童教育中的家校合作也就成了落实党和国家方针的具体之一。 

1.2. 家庭系统影响心理发展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种受环境影响、具有复杂遗传成分的神经发育障碍，家长是孤独症谱系障

碍儿童首当其冲的重要他人，他们对孤独症儿童的态度和观念通过影响亲子关系、父母教养方式等一系

列家庭因素，而在孤独症学生的心理发展过程中产生深刻影响。与此同时，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行为

问题和社会不适应对于家长甚至其他家庭成员的身心也会产生显著影响。孤独症儿童本身存在适应不良、

沟通困难等问题，需要根据个体情况进行一系列的干预。显然，在干预过程中，父母作为主要决策者，

其各种决策及对孤独症儿童的外显和内隐态度直接影响到问题的解决效果，与孤独症儿童的干预效果和

状态产生了交互作用。这也是近年来学者们逐渐发现并关注的重点。有学者对 22 个城市的儿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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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亲子关系对子女行为异常的贡献极其明显，其中父母对子女的理解以及子女对父母的满意度对子

女行为异常的贡献最为显著[2]。依恋理论认为，从婴儿期到幼儿期是儿童建立亲子依恋的关键时期。多

项研究表明，亲子依恋不但能显著预测儿童的行为问题、情绪问题，还直接影响到青少年、成年阶段的

适应问题[3]。换句话说，积极的亲子关系能够促进儿童青少年的健康成长[4]。除去亲子关系因素之外，

父母教养方式也对孩子的心理健康有着显著的影响。消极的养育方式，例如，以惩罚为手段粗暴地对待

孩子，这种做法本身就很容易使儿童青少年形成人际敏感、抑郁、焦虑等不健康的心理[5]，更不用说原

本就在社会适应上有一定困扰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了。一项最新的研究通过《简版家庭教养方式量表》

的问卷调查同样显示，情感温暖维度可以正向预测心理健康状况，过度保护与拒绝否认维度可以负向预

测心理健康状况[6]。因此，家庭因素在心理健康教育方面是一个必要和重要的考量因素，我们需要通过

家校合作来了解学生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尽可能地预防和减少孤独症儿童的心理问题。 
一些有关孤独症儿童家长的调查研究显示，孩子被诊断为孤独症，易使父母产生各类消极情绪，如

连带病耻感[7]。在孤独症儿童父母中产生的连带病耻感与创伤后成长的负相关关系中，其中各类反刍思

维也起中介作用[8]。因而，在孤独症儿童的心理发展过程中，在对孤独症儿童进行社会适应干预之外，

还要对家长的负面情绪进行处理，对其心理认知状态进行必要的调整。 

1.3. 家校合作促进双方优势互补 

学校和家庭能够优势互补，实现资源整合，形成孤独症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合力。心理健康教育不

同于其他的学科教育，一个人的心理发展往往会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例如，学校的教育、家庭的熏陶、

社会的环境的影响等。学校单方面的培育是远远不够的，学校也无法通过传统的教育手段去影响儿童的

家庭生长环境[9]。另外，我国现阶段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仍然有专业程度不达标、师资力量匮乏等不足。

即使是学校使用最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技术，一个学校的少量心理健康教师也会因为工作量巨大而很难兼

顾孤独症儿童的心理状态。实现针对于每个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做心理健康指导和干预方案，在现阶段的

大部分地区也是不现实的。同时我们应当引起注意的是，除去在学校的时间之外，剩下的时间学生大多

身处于复杂多样的家庭环境中。因而亟需家庭教育来填补学校教育的空白。家长的言传身教以及和孤独

症儿童的良性沟通往往更加贴合每个孩子的个性特点，更容易在孤独症儿童心理健康教育上事半功倍。

因此，倘若我们通过家校合作的沟通交流，让家长了解学生的问题所在，并且使家长掌握正确的教育方

式，便能让学生全天处于和谐的平等尊重的环境中，从而毫无后顾之忧地发展自己的身心，自由地追逐

自己的理想，拥有更加健康的心理。 

2. 中小学现有的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家校合作方式 

2.1. 直接面对面的沟通方式 

家长会是中小学教育中家长和老师沟通的较为普遍的方式之一。但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家长想要

借助家长会更深入地了解孤独症儿童在学校的表现，而老师大多数是通过家长会来讲述学生在学校的表

现，尤其是学习情况，且往往强调孤独症儿童所存在的问题。即使有单独交流，老师和家长通常也是围

绕孤独症谱系儿童在校的不佳表现、违规违纪等开展被动性交流合作，家长不能得到积极的合作体验，

反而经常感到有沉重的心理负担[10]。家长和教师对学生的心理只专注于较为严重的心理问题方面，对于

如何进行更好地进行心理健康教育只是一带而过。只有在 ASD 儿童产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影响日常学习时，

家长才会渴求老师的指导和帮助。 
家访是一种比较传统的家校合作方式，通常是指由教育行政部门或学校组织的，教师特别是班主任

到学生家庭进行教育指导的一种方式，主要是解决家庭教育问题，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11]。家访曾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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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班主任实施教育工作的法宝，在家校合作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2]。然而，信息时代的到来使大部分

家长和教师认为，家访不如电子产品沟通来得快捷方便，尤其是教师会感到费时费力吃力不讨好[13]，一

些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和家长也有可能觉得隐私被侵犯而感到抗拒。因而往往效果不甚理想。 

2.2. 各种社交媒体途径 

现阶段，微信、QQ 等社交软件的发展让学校和家长的沟通更加方便和快捷，不论是单独交流还是通

过群聊，进行合作的成本大大降低，双方彼此通过社交媒体来互通有无，沟通交流孤独症学生的表现和

一些需要完成的工作任务。但是，这种冰冷的书面文字本身就可能让人产生误解，加上一些家长文化水

平不高，或者对孤独症儿童的心理教育不重视，可能会使双方传达的信息不能被很好地接收，从而导致

家校之间产生分歧，使教师所做的工作变成无用功[14]。同时，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家中家庭

成员的构成、身体和健康状况等基本情况也了解甚少或是印象不深。 

2.3. 家长组织 

家长委员会是指家长通过学校搭建，对于学校教育工作进行协调管理的组织。设立的目的是希望能

够吸收家长来参与学生管理的决策，使得心理健康教育指导方针与管理方针结合起来[15]。教育部发布的

《关于建立中小学幼儿园家长委员会的指导意见》明确了家长委员会的职责：参与学校管理、参与教育

工作、沟通学校与家庭。但由于自我保护而产生的恐惧感，学校领导和老师在家长干预学校运作时会质

疑家长的决策能力，从而使家长委员会的活动受阻[16]。实际上，很多中小学尚未普遍建立家长委员会，

已有的家长委员也往往职责不清[17]。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家长在家长委员会中所处的地位也受到学生孤

独症污名化等影响。 

2.4. 知识讲座和家长开放日 

孤独症儿童教育知识讲座是指邀请专家或者校内老师向家长传播正确的孤独症儿童教育理念和方法

的讲座，目的是为了让家长对孤独症儿童教育的内容有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更加了解现阶段青少年心

理发展特征，在青少年心理发展不平衡时能够识别问题，对于孤独症儿童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更加包容。

在此基础上，指导家长在日常生活中运用正确的教育方法。然而，现有的知识讲座往往更适用于普通儿

童，针对孤独症谱系儿童的教育知识讲座较少。 
家长开放日是学校设立的让学生家长来校深入参与学生课堂聆听的特定时间。目的是拉近学校和家

长之间的距离，让教师的教学相对透明化。但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带有“表演性”，不能真实反应孤独症

谱系障碍学生的日常状况，家长反应并不十分热烈。在相关调查中，老师和家长都不认可其有效性[18]。 

3. 心理健康教育中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家校合作中存在的困境审视 

3.1. 认知不一，没有厘清责权问题 

许多家长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义务，忽视家庭教育在心理健康教育中不可替代的地

位和所占的优势，认为心理健康教育应当是学校的责任，以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工作繁忙等理由，过度

地把育人的任务推给学校。而学校也容易出现把学生的行为问题归咎于家庭中有家教不好的错误观念，

认为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想要通过自己的力量改变学生的心理问题的可能微乎其微。与此同时，学校和家

长都容易把教育的概念窄化，认为提升学习成绩才是教育的价值所在。实际上，家庭和学校乃至社会都

有育人的责任，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与家长、老师的一言一行息息相关。焦虑水平同样影响学业成绩。

拥有良好心理健康水平的人，往往由于情绪的稳定面对学业压力更加游刃有余，同时更容易产生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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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热情和成就动机。因此重视孤独症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又何尝不是提升学业成绩真正的良方呢？ 

3.2. ASD 儿童家庭知识信息匮乏 

有关低收入家庭孤独症儿童的研究表明，其家长往往因为各种原因，缺乏信息渠道和专业知识[16]，
在对孤独症儿童的问题解决方面往往遇到诸多阻碍，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物质方面，针对孤独症谱

系障碍儿童的专业一对一干预等往往消耗其家庭的大量金钱，而家长对于社会相关孤独症儿童的福利政

策方面等有益于改善其经济困境的政策知识不甚了解，学校也疏于指导和科普。在专业知识方面，由于

其行为表现等方面的复杂性，等到家长发现孤独症儿童的异常时往往为时已晚，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在

平时生活中，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家庭支持也因知识信息的匮乏而手忙脚乱，甚至灰心丧气，放弃

努力，使得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更难恢复治愈，生活状态更加糟糕。 

3.3. 忽略学生的主体地位 

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作为教育的主体之一，在家校合作中常常被忽略。在常规的家校合作过程中，

家长和老师尽管已经有了合作的意识，也有了许多彼此沟通的方式，却把学生排除在外[19]。在沟通交流

的时候仅仅把关注点放在学习成绩上，忽视学生本身的心理健康，也常剥夺学生自己的发言权，这种做

法未免有些舍本逐末。作为教育过程中接受教育的一方，孤独症儿童的声音也需要得到重视，尤其在孤

独症儿童的心理问题方面，耐心了解学生的真实感受，才能更好地把握学生心理发展过程中心理问题的

根源，才能从根源入手制定相应的心理健康问题解决方案，才能在后续教学中找到预防心理问题产生的

方法，将孤独症儿童的心理健康问题扼杀在摇篮之中，为之后的心理健康教育事业减轻压力。 
在日新月异的发展中，如果老师和家长按照传统的教育理念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进行心理健康教

育，则可能错过帮助学生改善心理健康问题的最佳时期。例如，家长和老师以不平等、不尊重的姿态面

对学生，会压抑学生的自我，使学生不敢向老师和家长吐露心声，将心理问题的根源掩埋，让家长和老

师摸不着头脑，对学生心理问题不知从何下手。 

3.4. 学校对于家庭缺乏了解，指导匮乏 

现有的家校合作中学校对于学生的家庭环境缺乏了解，向家长传播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意识不强。

现阶段从表面上看，由于社交媒体的日益发展，家校交流似乎更频繁，彼此更加了解，而实际上，除了

一些贫困的学生、家长积极和学校老师联系的学生以外，老师对于学生背后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成员关系

知之甚少[20]。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的一些心理问题和人际关系问题除了受病症带来的影响，往往也与家

庭教育、家庭关系紧密相关。这就导致教师在面对孤独症谱系学生的心理问题的时候，忽视学生的社会

支持系统情况。同时家长的教育知识水平不及教师，对孩子心理发展过程中各种状态理解方面的知识经

验也不如教师丰富，在家庭教育中往往容易忽视心理健康教育，或者采取错误的心理健康教育方式和消

极的教养方式，导致孤独症谱系障碍学生心理问题发生或恶化。因此学校对于学生家庭的了解和对家长

的指导至关重要。 

4. 心理健康教育中家校合作的建议和改进 

4.1. 明确家校双方职责 

学校和家长需要确立正确的家校协同育人理念，拥有更高的合作意愿，明确划分家校双方在心理健

康教育工作中的职责。学校作为专业水平更高的一方，应当重视家庭因素在 ASD 儿童教育的地位，逐渐

消除“中心”和“附属”的位序观念[21]，树立家校合作需要双向沟通，互相协同的理念，在平时的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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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操作中致力于让家长真正能够在心理健康教育中起到应有的作用。同时，家长的教育步伐要与学校

保持高度的一致，提高对于家校合作的意愿，实现在心理健康教育过程中从信息沟通者到合作伙伴的角

色转变[22]。家长和学校应当意识到，在心理健康教育中学校和家庭的目标一致性，确定一致的价值观，

在面对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困难时，建立互帮互助的模式，实现家校之间的优势互补，而非在家校合作中

进行权力的争夺和责任的推卸。 

4.2. 注重学生主体地位 

现阶段因为升学的压力，学校的心理健康教育往往带有较强的功利色彩，与考试没有直接联系的学

生心理问题被边缘化，只有在学生的症状影响到学业的时候，孤独症谱系障碍学生心理健康问题才会被

重视。中小学作为学生心理发展的关键阶段，重视学生在心理发展过程中各个阶段的心理变化和需求刻

不容缓。学生的心理问题各不相同，学校和家长应当学会如何耐心地倾听孩子的心声，关注学生的情绪

调节等心理健康问题，防止发展性问题朝障碍性心理问题转变。只有以平等、尊重的姿态面对学生，才

能减轻学生的抵触情绪，如抽丝剥茧般把根源问题暴露出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而尊重和理解

学生的“以人为本”本身也能够产生预防和减轻学生心理问题的效果。在设立学习目标时，也不妨听听

学生本身的想法，能过增加学校、家长、学生三方的相互理解。 

4.3. 强调学校指导地位 

家访作为一个传统的家校沟通方式，可以让老师更深入地了解到一个学生的成长背景，学生的种种

行为迹象在一定程度上是家庭养育方式和价值观的折射，例如品行问题和学习问题[23]等。因此，学校需

要加强对于学生背后的家庭环境和家庭成员关系的了解，了解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学生心理行为问题的

根源，在问题发生前通过对家长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知识的培训来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在学生心理问题

发生后协调家长帮助孩子改善心理问题的症状，回归到正常的学习生活中。 
相对于部分家长而言，学校拥有更专业的师资，应当担负起对家长进行专业指导的责任，在充分考

虑和尊重儿童青少年的发展特点和成长规律，满足不同阶段儿童青少年的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对孤独症

谱系障碍儿童家长进行专业的指导[24]。童年不良经历是青少年心理行为问题一个关键的可预防危险因素

[25]。小学高年级学生问题行为与亲子关系的亲密度存在显著相关[26]。而家庭的和谐和支持不仅能预防

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的产生，还能在问题发生之时提供良好的社会支持。因此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至关重

要。学校可以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心理健康教育意识，改变传统的成绩就是成就、就是成功的观点，正

确对待学生的成绩，指导家长使用积极正确的家庭教养方式，提高家长对家庭教育知识的应用能力。双

方可以共建一致性的教育目标，因人而异地进行家庭教育指导。还可以通过社交媒体针对性地来帮助家

长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能力，如，录制专题心理健康教育视频，在公众号发布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心理健

康教育文章等。也可以针对孤独症谱系障碍儿童学生建立个人心理档案，将学生心理状况进行评价，同

时，记录和家长学生协商后的目标，家庭中存在的问题，在后续教学过程中朝向目标努力，改善学生家

长的满意度。 

5. 总结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表明 ASD 儿童的心理健康状况与家庭环境和学校环境息息相关，而现阶段在有

关 ASD 儿童的家校合作方面，家校合作方式虽多却往往忽视儿童的心理健康且合作内容不够深入。在教

育过程中存在责权不清、相关教育知识匮乏以及忽视学生主体地位等问题，针对存在问题，给出有关注

重学生主体地位、明确家校权责、强调学校指导地位三方面的改进意见，为进一步开展孤独症儿童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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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合作提供参考，为孤独症儿童的建立更具支持性的生活环境，促进孤独症儿童身心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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