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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框架，系统探讨体育公益项目对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基于我

国孤独症儿童康复服务覆盖低的现实困境，研究通过整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构建“生

物–社会”双向互构模型，揭示体育干预的跨层次传导路径。研究发现：1) 在微观层面，结构化运动通

过激活镜像神经元系统，重塑前额叶–边缘系统的功能耦合，促进孤独症儿童情绪识别与社交意向性的

发展；2) 中观层面，体育公益项目通过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协同作用，建立代际赋能网络与社会资本转

化机制，解决服务碎片化问题；3) 宏观层面，政策工具的整合不足与跨部门协同缺位，导致社会融合效

能受限。针对三维困境，研究提出“个体赋能–家庭支撑–政策创新”的协同路径：通过运动干预激活

神经可塑性、创建家庭代际协同网络、构建复杂适应性制度系统促进孤独症儿童的社会融合。研究为孤

独症儿童社会融合的跨系统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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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uses the social ecosystem theory as a framework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mecha-
nism of sports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Based on 
the current dilemma of low coverage of rehabilitation services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in China, 
this study integrates the social ecosystem theory and social support theory to construct a “biologi-
cal-social” two-way mutual construction model and reveal the cross-level transmission path of 
sports interven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1) At the micro level, structured exercise activates the 
mirror neuron system and reshapes the functional coupling of the prefrontal-limbic system, pro-
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motion recognition and social intentionality in children with autism; 
2) At the meso level, sports public welfare projects establish intergenerational empowerment net-
works and social capital transformation mechanisms through the synergy of family, school and com-
mun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service fragmentation; 3) At the macro level, the lack of integration 
of policy tools and the lack of cross-departmental coordination have limited the effectiveness of so-
cial integration. In response to the three-dimensional dilemma, the study proposes a collaborative 
path of “individual empowerment-family support-policy innovation”: activating neural plasticity 
through sports intervention, creating a family intergenerational collaborative network, and build-
ing a complex adaptive institutional system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children with au-
tism. The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paradigm for cross-system intervention 
i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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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特殊教育领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根据统计数据，全国约有 200 万孤独症儿童，而其中

仅有 21.5%的儿童能够持续参与康复干预[1]。这一现状既揭示了康复资源配置与需求间的显著失衡，也

凸显了干预模式、服务衔接及跨部门协同等方面存在的亟待解决的系统性问题。孤独症儿童在早期诊断、

康复介入及社会适应过程中所遭遇的多重障碍，不仅制约了其个体发展，也对家庭、教育机构与医疗系

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形成了一种复杂而多维的现实困境。在国家战略层面，随着“健康中国 2030”计

划的推进以及《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实施，特殊教育和康复干预领域迎来了新的政策

导向[2] [3]。《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实施方案(2024~2028 年)》的发布，为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治疗和

教育提供了明确的政策支持[4]。政策文件明确要求构建跨部门、全链条的支持体系，以实现康复服务的

精准供给和有效衔接。由此，孤独症儿童的康复问题不再局限于单一领域，而是上升为需要政府、社会、

家庭以及各专业部门共同参与的系统性工程。政策的转向为探索创新性干预模式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实践

契机，也为后续相关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层面上，近年来，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在跨学科干预领

域的应用日益广泛，为揭示个体行为与宏观社会环境间的相互作用机制提供了坚实的科学基础。该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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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从微观的个体生理与心理机制，到中观的家庭与学校环境，再到宏观的社会政策与文化氛围，各

个层次之间的动态互动对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和社会融入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探

究体育干预在推动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合过程中的传导机制，不仅具有理论上的创新价值，还有望为实际

干预措施提供量化的参考依据和具体的操作指南。 

2. 理论架构 

2.1. 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干预与社会融合 

孤独症谱系障碍(ASD)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育障碍，主要表现为社交互动困难、重复行为以及沟通能

力缺陷。随着对孤独症认识的深化，康复干预已逐步从单一的医学治疗转变为涵盖语言、行为、社交技

能、认知能力等多维度、综合性的干预体系。社会融合作为孤独症儿童康复的终极目标，既涉及家庭、

学校等微观环境中的适应能力提升，也包括在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的参与度和社会关系的重构。传统的

孤独症康复干预手段过于偏重生物医学模式，主要聚焦于药物治疗和行为矫正，却忽视了社会环境对个

体成长的重要作用，其干预目标也多局限于症状的减轻，未能充分重视社会功能和情感调节能力的改善

[5]。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解孤独症儿童在多重环境系统中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持，强调个体的生理和

心理发展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区等外部环境的互动与支持。社会工作介入孤独症儿童家庭，通过评估、

制定介入计划、实施干预和监督评估等步骤，帮助家庭更好地适应和应对孤独症带来的挑战，进而促进

儿童的社会融合。在社会融合理论的指导下，孤独症儿童的康复不仅是能力提升的过程，更是社会价值

观与跨学科协作的推动。在此过程中，体育活动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互动形式，已被多项研究证明能够

显著改善孤独症儿童的社交功能、增强情绪调节能力，并通过提高运动技能和身体素质，促进其社会融

合[6]。然而，单一的运动干预难以实现理想的效果，必须与社会支持系统协同作用，才能更有效地促进

孤独症儿童的全面康复与社会融合。 

2.2.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的基本框架与发展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为理解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和社会融合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该理论强调个体发

展是多层次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从微观的个体生理与心理机制，到中观的家庭与学校环境，再到

宏观的社会政策与文化氛围，各个层次的互动对孤独症儿童的行为和社会适应能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7]。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干预中，传统的医学模式往往忽视了个体与其社会环境之间复杂的互动，缺乏

跨系统的协同机制。社会生态系统理论提供了一个跨学科的视角，强调通过多层次、多领域的协作，实

现对孤独症儿童的全面支持。近年来，体育公益项目作为一类独特的社会干预手段，凭借结构化的运动

环境和丰富的社交互动平台，显著提升了孤独症儿童的社交能力和情绪管理能力，进而成为推动其社会

融合的关键途径。然而，当前的公益项目仍面临服务供给分散、跨部门协同不畅等挑战，这迫切要求政

策和实践层面进行系统性整合，以最大化体育干预的效益，助力孤独症儿童实现全面社会融合[8]。 

3. 体育公益项目促进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合的三维困境 

当前，我国在孤独症儿童体育干预与社会融合的实践中，面临着多维度的困境，其本质在于传统康

复模式与多系统协同机制之间的脱节。这一困境可从理论、实践和政策三个维度予以剖析。 

3.1. 理论维度：跨系统传导机制的不完善 

传统康复医学常采用单向因果模型，侧重于生物医学指标的改善，而忽视了个体与社会环境之间的

复杂互动。为突破这一局限，本研究试图整合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与社会支持理论，构建“生物–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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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向互构的理论框架[9] [10]。在微观层面，体育干预激活镜像神经元系统，帮助孤独症儿童重塑具身认

知模式。这一机制源自身体图式动态重组理论，为个体社交意向性的形成奠定了本体论基础[11]。另一方

面，在中观和宏观层面，体育公益项目作为社会行动的载体，通过制度性仪式的重复展演，有助于重构

社会对特殊群体的认知框架。然而，当前研究尚未全面揭示个体行为变革与社会结构转型之间的内在联

系，这一理论缺口阻碍了跨系统传导效应的深入探索和应用[12]。 

3.2. 实践维度：服务供给的碎片化 

实践层面，当前公益项目普遍面临“碎片化供给”问题，资源分散且系统衔接不畅。家庭、学校、医

疗机构与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沟通与协调机制，致使各自开展的干预措施难

以形成协同效应。家庭支持网络普遍脆弱，资源动员和情感支持能力受限。此外，社区资源整合不足，

服务机构间信息共享与功能互补机制尚不成熟。此外，不少公益项目在实施过程中缺乏长期稳定的运行

保障和科学的评价体系，导致干预效果难以量化和持续跟踪。上述多层次、多系统之间的割裂，不仅削

弱了单项干预措施的实际效果，也阻碍了体育干预在促进孤独症儿童社交能力及整体康复中，从微观生

理机制到宏观社会参与的跨层次作用的有效传导。 

3.3. 政策维度：政策工具系统性不足 

政策层面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支持工具体系的分散化与缺乏系统性协调上。政府虽出台了一系列特殊

教育与康复干预政策，但执行中仍面临结构性障碍。现行政策工具零散、目标分散，缺乏系统性整合，

关键环节如专业人才培养、家庭支持及财税激励等未有效衔接，政策效能未充分释放[13]。政策工具之间

缺乏协同效应，导致跨部门协作和多系统联动受阻，从而限制了干预措施的整体推进和持续性改进。政

策设计与地方实践的不匹配，导致各项措施在执行层面出现断层，阻碍了旨在促进孤独症儿童康复与社

会融合的政策措施达到预期成效。 

4. 体育公益项目促进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合的发展路径 

4.1. 个体赋能：神经可塑性与社会认知的具身化重构 

孤独症儿童在社会融合过程中面临的困难，往往源于他们在神经发育和社交技能上的差异。体育公

益项目通过一系列结构化的运动干预，为孤独症儿童创造了动态且富有挑战性的社交环境。在这些活动

中，儿童不仅需要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境，还要通过实际参与来理解和遵循社交规则，这一过程为他们的

神经可塑性提供了促进条件。体育活动中的身体运动和感官刺激能够激活大脑的镜像神经元系统[14]。镜

像神经元对理解他人动作和情感起着关键作用。孤独症儿童通过运动干预，逐步学会如何通过观察他人

的行为来预测和解读社交线索。这一学习过程不仅增强了他们的社交认知能力，还为情绪识别和社会互

动提供了神经生物学基础。随着运动干预的深入，孤独症儿童能够在不断实践中调整和重塑自己的社交

行为模式，从而逐步克服社交障碍。此外，体育活动中的团队合作与竞争元素，也为孤独症儿童提供了

与他人合作、互动的机会[15]。这些经历不仅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如何分享成功与失败，还促进了他们在

社会认知框架中的深度建构。在这种互动中，儿童通过不断的角色扮演与情境模拟，逐渐理解他人的情

感和意图，进而提高他们的社交理解能力。运动不仅修复了神经环路中的局部缺陷，还通过身体经验的

积累，帮助孤独症儿童构建起更为复杂的社会认知结构。 

4.2. 家庭支撑：创建代际协同的赋能网络 

家庭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旅程中扮演着无可替代的角色。作为孩子的首个社交圈，家庭不仅负责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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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的生活照料，更在塑造其社会行为、调控情感及促进认知成长方面发挥着深远的影响。从社会生态系

统理论的角度来看，家庭是孤独症儿童发展的关键支撑系统，然而目前许多家庭面临着支持能力不足、

缺乏系统性指导和代际差异等问题，这影响了家庭在康复过程中的作用发挥。构建有效的家庭支撑体系，

关键在于打造一个代际间协同合作的赋能网络。家长，作为孤独症儿童康复过程中的核心照料者，其言

行举止对孩子的康复成效具有深远的影响。家长的情感支持和行为指导是儿童适应社会环境的关键，尤

其是在家长对孤独症的认知和干预技能方面的提升。公益项目应致力于为家长提供全面的专业培训与教

育，以提升他们对孤独症的认识及干预技巧，从而更有效地引导儿童参与社会化训练。 
代际协同的赋能网络不仅局限于父母的支持，还需要整个家庭系统的参与。祖父母、亲戚等家庭成

员的参与不仅能提供情感支持，还能通过不同的教育方式帮助儿童多维度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家庭成

员间的互动与合作，通过知识传递、情感支持与行为示范，形成一个全面的支持体系，从而推动孤独症

儿童的社会融合。同时，家庭支撑网络的设计应充分考虑家庭的个性化需求[16]。针对不同家庭的经济背

景、教育水平等差异，公益项目需针对家庭差异提供定制化服务，借助系统化支持和代际协同网络，强

化家庭支撑，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全面帮助，助力其在家庭、学校及社会中健康成长并适应社会。 

4.3. 政策创新：建立复杂适应性制度系统 

尽管政府已出台相关政策，如特殊教育的推广、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医疗康复

项目纳入医保等，以支持孤独症儿童的教育和康复，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碎片化、功能性不足和协调

性差等问题。因此，推动政策创新，建立复杂适应性制度系统，是提升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合的重要路径。

政策创新需聚焦打破部门壁垒，促进教育、医疗、社会福利等多领域协同，构建全面且多层次的政策支

持体系。(1) 政策整合与协同机制建设：政策制定应注重系统整合，特别是在孤独症儿童康复领域，通过

教育、医疗和社会福利等政策工具的有机结合，形成联动效应，以提升整体服务质量。例如，茂名市通

过实施'百千万工程'，成功吸引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为居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福利，提升了生活质量。

同时，教育资源的整合开发，如某市一中与社区、企业、高校的合作，共同开发教育资源，形成了具有特

色的资源整合模式。政府可以通过政策引导与资金支持，促进部门间的合作，推动公共资源共享；(2) 复
杂性思维与制度灵活性：鉴于不同地区和家庭背景的差异性，孤独症儿童需求多样，政策设计需具备高

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需兼顾局部的具体需求，并融入复杂性思维，依据环境变

迁灵活调整政策导向，从而确保政策在推动康复进程与社会融合道路上持续发挥效用；(3) 动态反馈与政

策优化：政策实施过程中应建立有效的评估和反馈机制，及时发现并解决实施中的问题。此动态反馈机

制为政府和相关部门提供了识别政策执行短板的有效途径，进而促使他们进行调整与优化，以期达到提

升政策实施成效的目的；(4) 跨部门协作与社会参与：复杂适应性制度系统的构建离不开多方协作。政府

应借助激励机制，激发社会力量、公益机构及非政府组织的广泛热情，携手共建一个多元主体协同合作

的生态系统。在政策支持下，公益项目能够更加高效地发挥作用，推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与社会融合。 

5. 体育公益项目对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合的作用机制 

体育公益项目作为一种综合性干预手段，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和社会融合过程中发挥了多层次的作

用。从微观到宏观层面，体育干预不仅改善了个体的生理功能和社交能力，还促进了家庭、学校、社区

等多方的协同作用，并通过政策支持和社会环境的优化推动孤独症儿童的全面融合。 

5.1. 微观层面：个体运动功能与社交能力的提升 

运动干预对孤独症儿童的生理和认知功能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借助精心设计的结构化运动训练

方案，孤独症儿童在运动协调性、肢体控制力及自我感知能力方面均实现了显著提升，这一进步为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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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交互动奠定了坚实的生理基础。其次，参与体育活动能够有效激活孤独症儿童的镜像神经元系统，

这一机制进而促进了其社交意向性的萌芽与发展。镜像神经元系统在个体感知他人行为、情感和意图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运动中的模仿与互动能够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理解他人的情感和行为，进而提升

其社交技能[17]。通过集体体育活动，孤独症儿童在情绪调节、行为控制及团队合作等方面逐步获得进步，

这不仅有助于其在家庭和学校中的适应，也为其进入更广泛的社会环境打下基础。 

5.2. 中观层面：家庭、学校与社区的协同作用 

孤独症儿童的康复与社会融合离不开家庭、学校和社区的紧密协同。家庭作为孤独症儿童的第一支

持系统，在日常生活中提供了情感支持和功能性帮助。家长的积极参与体育公益项目，不仅为孤独症儿

童带来了更为精准的行为指导策略，还极大地促进了家庭成员间的互动与情感联结，营造了更加和谐的

家庭氛围。学校环境则为儿童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社交场景和教育支持，体育活动能够作为学校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促进儿童在更大范围内的社交互动与情感认知。社区的参与则进一步拓展了体育活动的社

会支持网络，通过构建共享的社交平台，孤独症儿童得以获得更加丰富多彩的社交机遇与资源。社会支

持理论着重指出，孤独症儿童的康复中，社会支持的多元化与全方位协同，乃是通往社会融合的必经之

路[18]。公益项目通过整合家庭、学校和社区的资源，为孤独症儿童提供了全方位的支持体系，从而推动

其社交能力的提升和社会适应性的增强。 

5.3. 宏观层面：政策支持与社会环境的优化 

在政策层面，政府的支持和社会环境的优化对于孤独症儿童的社会融合起着决定性作用。近年来，

国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明确提出要加强特殊教育和康复服务的跨部门协作，推动孤独症儿童的全

面康复和社会融合。然而，政策的实际落实还面临许多挑战，其中之一便是政策工具的有效性。政策文

件的执行成效，既受政府重视程度的影响，亦与政策工具设计的合理性及实施的有效性紧密相连。为了

更好地支持孤独症儿童的社会融合，政策应注重从多维度进行综合设计，包括专业人才的培养、家庭支

持系统的建设以及社区资源的整合等。此外，以跨部门协同为导向的政策设计和实施方式，能够打破不

同领域之间的壁垒，促进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的联动，从而为孤独症儿童创造更加有利的

社会环境。 

6. 结语 

孤独症儿童的社会融合不仅仅是能力提升的过程，更是个体与社会各层面之间互动的复杂过程。从

微观的个体生理与心理机制，到中观的家庭与学校支持，再到宏观的政策和文化环境，各层次之间的互

动在孤独症儿童的康复和社会适应中起着关键作用。体育公益项目通过改善运动能力、激活社交神经回

路、增强情绪调节等机制，有助于提升孤独症儿童的社交技能和情感调节能力，为其社会融合提供支持。

体育公益项目在推动孤独症儿童社会融合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这一成效的取得离不开多

个系统间的无缝对接与鼎力支持。通过持续的政策创新、实践优化和理论发展，能够更好地推动孤独症

儿童的全面康复，提升其社会适应能力，为其融入社会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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