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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社交对话能力是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儿童融入社会的重要基础。然而，由

于ASD群体在语言理解、语言表达和情境判断等方面存在显著障碍，在习得社交对话技能时面临诸多挑

战。本研究拟将脚本法与视频电话过程相结合，形成脚本化的视频聊天技术，利用视觉支持、情境模拟

和现代通讯技术，为ASD儿童提供更加生动、可操作的社交对话训练路径。本研究旨在帮助ASD儿童适

应现代生活的同时，通过单被试实验设计对脚本化视频聊天技术干预社交对话能力的有效性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显示，脚本化视频聊天技术可有效提升ASD儿童在视频电话过程中的社交对话发起频次和社交

对话的准确性，也可帮助ASD儿童在社交对话中产生更丰富的语言描述。该研究提示，脚本化视频聊天

技术作为促进ASD儿童在视频电话过程社交对话表现的有效方法，或许可以为扩大ASD儿童与其大家庭

成员等社会他人的社交互动，帮助ASD儿童进一步适应信息社会生活带来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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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ocial conversation skills are a crucial foundation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 
to integrate into society. However, due to significant difficulties in language comprehension, language 
expression, and situational judgment, ASD children face numerous challenges in acquiring social con-
versational skills. This study combines scripting methods with video call processes to develop a scripted 
video chat technique that leverages visual support, situational simulation, and modern communica-
tion technologies, providing ASD children with a more engaging and practical pathway for social con-
versation training. The study aims to help ASD children adapt to modern life while employing a single-
subject experimental design to verify the effectiveness of scripted video chat interventions in enhanc-
ing social conversation skills. The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scripted video chat techniques effectively 
increase the frequency and accuracy of social conversation initiation in video calls for ASD children 
and help ASD children produce more diverse language descriptions in their dialogues. This study sug-
gests that scripted video chat techniques, as a valid approach to improving ASD children’s social con-
versational performance during video calls, may offer opportunities to expand their interactions with 
extended family members and other social contacts, further aiding their adaptation to an information-
driven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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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社交障碍是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SD)最为核心的一项特征。及早提升 ASD 儿

童的社交技能，帮助 ASD 儿童与他人发展出良性的社会关系，是提升 ASD 康复教育效果的关键。社交

情境中，一来一回的回合式语言对话，被称为“社交对话”，是社交互动的一种重要维度。研究显示，超

过 70%的 ASD 儿童具备说简单句子的能力，但多数无法持续一来一回的有效对话(Wodka et al., 2013)。
当 ASD 儿童不与他人进行对话，或者在社交对话中表现怪异，可能被同龄人或其他人士视为古怪或不尊

重他人，致使 ASD 儿童在社区、学校甚至其家庭网络内部无法建立牢固的社会关系，导致 ASD 儿童进

一步缺乏社交互动的机会，使社交技能更加弱化(Brodhead et al., 2019)。Bennett & Hay (2007)的研究显示，

ASD 儿童如何与他人，尤其是与他们的家人(包括叔叔、姑姑等远亲)进行社交对话是预测 ASD 儿童社交

能力发展的一个重要预测因子。因此，研究者和 ASD 儿童教育者有必要去探寻提升 ASD 儿童社交对话

能力的方法，并且扩大 ASD 儿童与家庭成员等社会他人的互动机会。 
弱的中央整合理论(Weak Central Coherence Theory, WCC)、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 ToM)和感官异

常是解释 ASD 儿童社交障碍的三大核心理论(Baron-Cohen et al., 1985; Happé et al., 2001; Tomchek & Dunn, 
2007)。根据 WCC 和 ToM 理论，ASD 儿童习得社交对话技能的不足关键源于无法全局把握对话的整体情

境背景和意义，以及无法理解他人的意图。为了有效应对这些挑战，近年来，基于应用行为分析程序的脚

本法(Scripting)逐渐引起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的关注(Akers et al., 2016; Knight et al., 2015; McClannah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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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ntz, 1999)。脚本法主要指通过为儿童提供相应的交流框架和视觉提示来促使其完成社交任务。在干预

过程中，将向儿童展示一个结构化的“脚本”，该脚本提供儿童在一次社交互动中将说或做什么的明确

描述。前期研究表明，通过为 ASD 者编写对话脚本不仅有助于帮助 ASD 者理解所处的整体社交环境，

同时可以帮助ASD者在社交环境中独立形成恰当的反应(Loveland & Tunali, 1991; MacDonald et al., 2009)，
这种方法可以有效应用于提升 ASD 儿童在自然情景下的言语交流能力，并有效延长 ASD 儿童的社会交

往时间(Akers et al., 2016; Knight et al., 2015; McClannahan & Krantz, 1999)。此外，研究显示，高达 90%的

ASD 人士存在感官上的异常(Balasco et al., 2019)。部分 ASD 人士自述与他人直接互动，甚至仅仅注视他

人的眼部，都会引发过大的感官负荷，导致他们感到紧张(桑德拉·托姆琼斯，2024；天宝·格兰丁，2014)。
然而，通过视频聊天等远程方式则可以减轻 ASD 人士在社交过程中的心理负荷，减少羞耻感(van der Meer 
et al., 2011, 2012a, 2012b)。随着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视频电话等远程通讯方式也逐渐成为现代人主要的

社交方式之一。通过远程通讯的方式还可以为个体与家庭成员、朋友，特别是与大家庭成员之间的高频

率社会互动带来了可能，从而可以帮助 ASD 儿童获得额外的机会来建立家庭凝聚力和获得情感支持

(Kagohara et al., 2013)。 
基于以上这些理论和技术背景，为克服 ASD 儿童在社交技能习得上的挑战，本研究先锋性地将脚本

法与视频聊天过程相结合，形成具有实践参考价值的“脚本化的视频聊天技术”，将其应用于对 ASD 儿

童社交对话能力的干预中，并对其有效性进行验证。脚本化的视频聊天技术主要指根据 ASD 儿童自身的

日常活动，为其提供一个结构化的交流框架和视觉提示，通过提前设计的社交对话脚本，引导儿童在视

频聊天过程中进行适当的互动，并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撤除脚本，让儿童能够独立进行社交对话的方

法。本研究旨在为提升 ASD 儿童的社交对话能力提供新的实践路径。 

2. 研究对象及方法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的研究对象为两名来自于特殊学校的 ASD 学生。符合如下标准：1) 符合 ASD 的诊断标准。

具体包括均能提供某二级甲等医院以上临床诊断证明，均符合《美国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第四版》

(DSM-IV)中 ASD 诊断标准(Bell, 1994)。2) 采用瑞文标准推理测验(Raven’s Standard Progressive Matrices, 
SPM)对非语言智力进行衡量，所测得分不少于 70 分(John & Raven, 2003)。3) 采用皮博迪图片词汇测验

修订版(Peabody Picture Vocabulary Test-Revised, PPVT-R)测得语言心理年龄小于其年龄的正负 2 岁(Vance 
& Stone, 1989)。4) 能阅读简单的文字。5) 能模仿至少两个词的句子，但在对话发起和维持方面存在困

难。6) 能够参与一项活动至少 5 分钟。7) 排除精神分裂症、多动症等其他障碍。两名被试详情见表 1。
父母均知情同意。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participants 
表 1. 被试基本信息表 

姓名 性别 年龄(岁) SPM 得分 PPVT 得分(原始分) 

小杰 男 11 84 87 

小荣 男 11 70 59 

2.2. 实验材料 

2.2.1. 对话搭档 
对话搭档由认识儿童且熟悉 ASD 的一名教师(教师搭档)，以及一名认识儿童但不熟悉 ASD 的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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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愿者(志愿者搭档)组成。志愿者搭档主要用于模拟远方亲戚，其具有了解儿童但不了解 ASD 的特点。 

2.2.2. 沟通脚本 
根据沟通的功能性质，可以分为工具性沟通(为满足特定明确的需求进行沟通，例如要某个东西)、回

应性沟通(对他人发起的沟通进行回应)以及交往性沟通(以分享日常生活经历的事情、想法、感受，建立

情感联系为主要沟通目的) (唐国愉，2010)。通过对参与本研究项目儿童的调查，除父母等直接照顾者外

其大家庭成员与儿童的沟通内容主要集中于回应性沟通以及交往性沟通。为此本研究为了模拟被试真实

可能进行视频对话，从回应性沟通和交往性沟通两个维度编制了沟通脚本。 
在编制沟通脚本过程中，研究者根据被试的家居活动记录，将两名被试在家庭中常进行的休闲活动

作为对话的背景活动，编制到沟通脚本中。其中，被试小杰在家庭中常参与的兴趣活动包括玩积木、看

绘本、玩平板电脑。小荣在家庭中常参与的兴趣活动包括看绘本、看电视、玩平板电脑。以被试正在看

绘本的背景为例，编制的沟通脚本如表 2 所示。每个主题序列的沟通脚本分别放在一个本子里，学生可

以通过翻页进行每回合的对话。 
 

Table 2. Example of communication script content (participant is reading a picture book) 
表 2. 沟通脚本内容范例(被试正在看绘本的情境) 

学生程序化行为 学生对话内容 对话搭档行为(成人) 

打开沟通脚本  发出聊天邀请 

打开微信，接受

聊天邀请，将镜

头对准自己头部 
 “xx，你好” 

翻页 “您好”/“Hi”(对问候的回应) “你现在在做什么呢” 

翻页 “我在教室看书”(对于“什么”的回应) “看什么书呢” 

翻页 “是一本绘本，叫做……”(对于“什么”的回应) “可以给我看下么？” 

翻页，镜头转向

物品、活动 “没问题”/“可以呀”(对于“可以么”的回应) “恩，看起来挺有趣的” 

翻页 “是的，这很有意思”/“是的，还不错”(对于评价的回应) “谁和你在一块？” 

翻页 “我自己一个人玩”(对于“谁”的回应) “这样呀。” 

翻页 “是呀，你打给我有什么事么”(对当下状况的主动提问) “没什么，就想和你聊聊天” 

翻页 “哦，那你今天做什么呢”(对他人状况的主动提问) “我待会去看电视” 

翻页 “看什么节目”(对他人状况的主动提问) “看个有关汽车的节目” 

翻页 “听起来还不错，我应该也很喜欢”(对他人谈论内容的主动

评论) “恩，下次一起看” 

翻页 “好的，谢谢”(对于请求的回应) “恩，我去看节目了，下次再聊” 

翻页，关掉微信 “好的，拜拜，下次再聊”(通过回应礼貌终止对话) “拜拜” 

注：括号内标注的内容为该回合对话的内在沟通含义，在实际沟通的脚本中不呈现。 

2.3.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单被试实验中 ABA 设计来评估采用脚本法干预视频电话过程中社交对话能力效果。为

对干预效果的维持进行更深入的追踪，本研究在干预结束后将进行两次追踪，一次是干预后的直接追踪，

另一次是干预结束两周后的再追踪。因此，本研究分别对 2 名 ASD 儿童进行跨被试的干预，在干预前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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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线期)、干预期、干预结束后的直接追踪期(维持期)以及干预结束一段时间后的再追踪期对 ASD 儿童

在视频电话过程中的社交对话水平进行测评。 

2.4. 测评指标 

在本研究中，将对 ASD 儿童在视频电话过程中完成社交对话的沟通正确率、主动发起沟通的比率和

平均句子长度作为判断社交对话水平的行为测评指标。此三个指标的操作化界定如下： 
“沟通正确率”定义为：在一个沟通序列中，主动发出符合交谈预期的对话或者 5 s 内给予符合交谈

预期的回应称之为正确沟通回合。沟通正确率 = 正确沟通回合的次数之和/一个沟通序列中儿童沟通总

机会数 × 100%。 
“主动发起沟通频率”定义为：一个沟通序列中，儿童主动通过唤名、问候、提问或者主动发起话

题将聊天内容引入符合预期的对话内容中的次数称之为主动发起正确沟通次数。主动发起沟通频率 = 主
动发起正确沟通次数/一个沟通序列中儿童沟通总机会数 × 100%。 

“平均句子长度”定义为：采用 Justice 等(2006)的句子平均长度评价标准，算得儿童在一个沟通序

列中正确沟通回合中的平均句子长度。 

2.5. 具体实验步骤 

在正式开始实验前，将由儿童所在班级教师教授儿童使用微信视频电话的基本技能，如打开微信软

件，找到沟通对象、打出视频电话、接通视频电话、关闭视频电话、转换摄像头等。 
在正式实验中，使用两部华为手机作为通讯工具，一部手机在研究期间由被试使用，另一部手机由

对话搭档使用。两部手机中均安装有微信，被试和对话搭档通过微信视频电话进行交流。本研究均在某

所特殊学校内进行，被试与对话搭档分别在特殊学校内的不同教室，说话声音无法被直接听到。本研究

中被试和对话搭档的对话过程均被摄像机全程录制。 
在视频对话前，将安排被试在教室中进行其日常在家庭中常参与的兴趣活动，如看绘本、玩积木、

看电视、玩平板电脑等。由对话搭档按照沟通脚本主动发起微信视频电话。沟通脚本包含被试和他们沟

通对象双方的对话内容。 
1) 基线期测评 
当学生正在进行兴趣活动时，由教师搭档发起视频电话，并根据设置好的沟通脚本对学生发起问候

或提问，若提问后学生不回应或者错误回应，则在 5 秒后按照脚本进行下一内容的提问。在此过程中，

研究者除提示学生接听视频电话外，对儿童的社交对话过程不作任何的提示和评价。当满足最少七个观

测点且儿童沟通正确率趋于稳定后则进入下一阶段测评。 
2) 干预实施与干预期测评 
研究者将首先教授儿童认读沟通脚本中学生程序化行为和学生对话内容中出现的文字。对此过程不

进行干预效果追踪。接着，主试将合适情境的沟通脚本放置在儿童面前，由教师搭档发起视频电话，研

究者站在儿童的身体后侧，提示学生对着脚本和教师搭档聊天。在每个回合中，给予儿童 5 秒的反应时

间，如果儿童不反应，研究者提示其打开沟通本或者翻页，然后等待 5 秒让儿童再次反应。如果儿童仍

不反应，则直接帮助儿童翻到特定回合的沟通页面，提示儿童自主按照沟通本来进行交流，再等待 5 秒。

如果儿童还不反应，则口头提示加上手指沟通本中对应文字，直到儿童做出此回合的正确反应，然后进

入下一回合，一直持续到对话结束。对于脚本中学生不会阅读的文字，将在单个回合结束后，研究者进

行单独教授。 
当干预期满足最少七个观测点且被试最少两个回合的沟通正确率达到百分之百后则进入下一阶段。 
3) 维持期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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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阶段中，不再放置沟通脚本。由教师搭档发起视频电话，并根据设置好的沟通脚本对学生发起

问候或提问，若提问后学生不回应或者错误回应，则在 5 秒后按照脚本进行下一内容的提问。在对话过

程中，研究者除提示学生接听视频电话外，对儿童的社交对话过程不作任何的提示和评价。当满足最少

七个观测点且儿童沟通正确率趋于稳定后则进入下一阶段测评。 
4) 再追踪期测评 
在追踪期结束的两周后进行，不放置沟通脚本，由志愿者搭档发起视频电话。其他过程同前一阶段，

记录最少 7 个观测点。 
本研究历时 4 个月，每个星期记录 3 天，每天进行 2 个沟通序列，每个序列 5 分钟左右。 

2.6. 数据分析 

首先，为了保证每个沟通序列对话搭档的描述是一致的，对话搭档被要求严格按照脚本进行交谈。

研究者将对对话搭档使用脚本的准确性进行评估，若有不符合脚本的交谈序列则首先在数据分析环节进

行剔除。 
其次，本研究将录像中被试与对话搭档的对话转录成逐字稿，对每个序列对话中被试的沟通正确率、

主动沟通比率进行主观评定。同时，将采用计算机语言分析系统(Computerized Language Analysis, CLAN)
程序对每个沟通序列中被试的平均句子长度进行计算(MacWhinney, 2000)。为保证观察者一致性，另一名

不了解研究设计的心理学本科生对 35%的沟通序列进行再评估，并测得沟通正确率、主动沟通比率的观

察者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93.10 与 99.09。 
最后，本研究采用视觉化分析对各阶段数据变化进行初步分析，并通过使用 Tau-U 检验来计算干预

的效果量(Parker et al., 2011)。Tau-U 值是目前国际上适用情况广、估计精度高的一种单被试实验效果量

分析指标(续志琦，辛自强，2018)。 

3. 结果 

3.1. 沟通正确率 

小杰和小荣的沟通正确率如图 1 所示。在基线期，小荣每个沟通序列的沟通正确率均小于 55%。小

杰的沟通正确率则在 50%至 91%之间，变化幅度较大。在干预期，小荣的沟通正确率提升到 85%以上，

并在维持期和再追踪期保持在 58%和 75%以上。与基线期的沟通正确率比较，小荣干预期、维持期和再

追踪期的 Tau-U 值分别为 1 (p < 0.001, z = 3.55)、1 (p < 0.001, z = 3.46)、1 (p < 0.01, z = 3.24)。Tau-U 值

的指标划分标准为：0~0.65 (处理效果存疑)；0.66~0.92 (处理效果有效)；0.93~1 (处理效果非常有效)。在

干预期，小杰的沟通正确率提升到 80%以上，并且在维持期和再追踪期维持在 100%。与基线期的沟通正

确率相比，小杰干预期、维持期和再追踪期的 Tau-U 值分别为 0.84 (p < 0.01, z = 2.88)、1 (p < 0.001, z = 
3.33)、1 (p < 0.001, z = 3.13)。 

结合两名被试数据进行加权 Tau-U 值计算显示，与基线期的沟通正确率相比，干预期、维持期和再

追踪期的 Tau-U 值分别为 0.93 (p < 0.001, z = 4.54)、1 (p < 0.001, z = 4.80)、1 (p < 0.001, z = 4.50)。 

3.2. 主动沟通比率 

小杰和小荣的主动沟通比率如图 2 所示。在基线期，小杰和小荣的主动沟通比率均小于 10%，在干

预期，均达到 21%以上，最高点分别达到 45%和 38%。在维持期和再追踪期，小杰的主动沟通比率均高

于基线期的最高点，分别达到 18%~30%，以及 25%~30%。小荣在维持期的主动沟通比率达到 8%~25%，

在再追踪期达到 1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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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communication accuracy 
图 1. 被试沟通正确率分布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he participant’s proactive communication ratio 
图 2. 被试主动沟通比率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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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基线期的主动沟通比率比较，小杰干预期、维持期和再追踪期的 Tau-U 值分别为 1 (p < 0.001, z = 
3.41)、1 (p < 0.001, z = 3.33)、1 (p < 0.001, z = 3.13)，小荣干预期、维持期和再追踪期的 Tau-U 值分别为

1 (p < 0.001, z = 3.55)、0.86 (p < 0.01, z = 2.98)、1 (p < 0.01, z = 3.24)。 
结合两名被试数据进行加权 Tau-U 值计算显示，与基线期的主动沟通正确率相比，干预期、维持期

和再追踪期的 Tau-U 值分别为 1 (p < 0.001, z = 4.92)、0.93 (p < 0.001, z = 4.46)、1 (p < 0.001, z = 4.50)。 

3.3. 平均句子长度 

小杰和小荣沟通过程中的平均句子长度如图 3 所示。在基线期，小杰的平均句子长度在 5.17 以下，

小荣的平均句子长度在4.00以下。在干预期、维持期和再追踪期，小杰的平均句子长度分别达到4.71~6.75、
4.80~6.10 以及 5.33~6.16。小荣在干预期、维持期和再追踪期的平均句子长度均大于基线期的最高点，分

别达到 4.92~6.18、4.90~6.57 以及 5.63~6.16。 
与基线期的平均句子长度比较，小杰干预期、维持期和再追踪期的 Tau-U 值分别为 0.94 (p < 0.01, z = 

3.22)、0.97 (p < 0.01, z = 3.23)、1 (p < 0.01, z = 3.13)，小荣干预期、维持期和再追踪期的 Tau-U 值分别为

1 (p < 0.001, z = 3.55)、1 (p < 0.001, z = 3.46)、1 (p < 0.01, z = 3.24)。 
结合两名被试数据进行加权 Tau-U 值计算显示，与基线期的平均句子长度相比，干预期、维持期和

再追踪期的 Tau-U 值分别为 0.97 (p < 0.001, z = 4.79)、0.98 (p < 0.001, z = 4.73)、1 (p < 0.001, z = 4.50)。 
 

 
Figure 3. Distribution of average sentence length in the participant’s communication sequence 
图 3. 被试沟通序列中平均句子长度分布 

4. 讨论 

在本研究中，通过脚本化视频聊天技术的干预，两名被试的沟通正确率、主动沟通比率和平均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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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度都较基线期有显著的提升，并且当沟通脚本撤除后，两名被试持续表现出显著高于基线期的沟通正

确率、主动沟通比率和平均句子长度。该结果提示采用脚本化视频聊天技术可以有效提高 ASD 儿童社交

对话水平。当干预结束的两周后，由新的志愿者搭档进行视频电话时，两名被试仍保持显著高于基线期

的沟通正确率、主动沟通比率和平均句子长度。此结果提示 ASD 儿童通过脚本化视频聊天技术干预所习

得的社交对话能力可以维持一段较长的时间，并且能有效泛化到与新对象的沟通过程中。脚本法是一种

具有循证支持，用于向 ASD 者教授语言互动技能的一种干预方法(Wong et al., 2015)。虽然仅有极少数的

研究将其应用于视频对话中，但前人的研究也证实在面对面的交谈过程中，使用脚本法能有效提高 ASD
儿童会话性语言，具体包括发起对话(Gallant et al., 2017)、细化阐述内容(Garcia‐Albea et al., 2014)、进行

评论(Dotto-Fojut et al., 2011)等。此外，多项前人的研究也一致性地发现通过脚本法所习得的语言互动技

能可有效维持一段时间(如干预后 3 个月) (Yamamoto & Isawa, 2020)并且泛化到新的新活动(Topuz & Ulke-
Kurkcuoglu, 2019)、新的情景(如家庭和学校) (Matos et al., 2019)和新的沟通对象(从不熟悉的成人到家长

中，从成人到同龄人) (Gallant et al., 2017; Grosberg & Charlop, 2017)中。在本研究中，通过将脚本法结合

到视频聊天过程中，不仅可以维持脚本法原本的优势，并且可以通过视频聊天过程，让 ASD 儿童在更放

松的情境下练习，同时获得更多的社交机会，进一步促进了 ASD 儿童社交对话能力的提升。 
在本研究中，小荣在基线期视频对话的沟通正确率低且比较稳定，均小于 55%。结合对基线期沟通

对话语料的分析提示其在视频对话中沟通正确率低的主要原因可能为语言表达能力不足。小杰在基线期

视频对话的沟通正确率较高但波动幅度较大，保持在 50%至 91%之间。结合对基线期沟通对话语料的分

析，小杰能对他人的提问进行简单的回应，但其对沟通对象的关注不足，因而对对话规则(如及时回应、

轮流等)的遵守程度较差，对于他人的提问的回应时有时无，这可能是导致小杰在视频对话中沟通正确率

表现不稳定的主要原因。通过脚本法的干预，两名儿童在视频对话中的沟通正确率都显著提升，提示采

用脚本化视频聊天技术不仅可以如前文所述帮助 ASD 儿童进行语言表达的学习，并且可以帮助 ASD 儿

童在视频电话过程中关注到沟通的对象，从而顺利完成及时回应和轮流回答等对话的基本流程。许多学

者认为 ASD 者存在感觉加工的异常，例如在社交对话情境中，他们可能由于对于某些信息的感觉过于强

烈，一直暴露在信息超载的环境中，因而难以灵活地调节注意力来关注有效的社交信息(例如沟通对象以

及沟通对象的语言和表情等)，从而导致他们无法自动适应社交情境的规则(Keehn et al., 2013; Markram & 
Markram, 2010)。脚本则是预先计划好的对话中的固定短语、单词或一些行为指导(例如朝向对话搭档、

说出脚本内容等)。从本质上说，它的工作原理是为活动提供一个框架——它将指导 ASD 者谁将在那里，

将进行一个怎样的对话，为完成一项对话要提怎样的问题和进行怎样的回答。通过脚本化视频聊天技术

可以给予 ASD 个体如何关注有效信息的支持，帮助他们快速理解和适应新社交情境，了解在哪个关键节

点需要给予沟通对象关注，如何进行合理的应对，同时也将减轻未知的焦虑(McClannahan & Krantz, 1999)。 
在基线期，两名儿童主动沟通频率均低于 10%，显示出主动沟通行为的明显缺乏，在大多数沟通序

列里仅显示出对他人的提问的被动回应。通过采用脚本法对视频电话过程进行干预，甚至在撤除脚本和

训练完全结束的两个星期后，两名儿童仍持续性地表现出明显高于基线期的主动沟通比率，具体包括在

沟通序列中主动与他人打招呼、主动就他人的具体情况进行追问等。部分关于 ASD 的研究显示，尽管一

些 ASD 儿童具备一定的语言和沟通相关的技能，但这些技能几乎从未以主动发起和主动维持与他人之间

的言语互动为目标而表现出来。许多 ASD 学习者在沟通上缺乏自发性，他们经常依赖提示做出反应

(Marchese et al., 2012; Perez-Gonzalez et al., 2014)。脚本可用于帮助 ASD 学习者建立沟通行为的反应提示

系统，一旦 ASD 学习者可以独立使用脚本并形成自己的反应系统，则可以促使其在自然的社交情境中表

现出更多的对话发起和话题维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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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脚本建立起的沟通行为可能使 ASD 者表现出一种重复的模式，例如在符合原始设置的情境中

(如问好情境)，使用相同的短语和词汇进行表达。研究者认为尽管这些通过脚本而习得的社交语言显得稍

微有些怪异，但它是帮助 ASD 者进入社交生活的一种良好方式(McClannahan & Krantz, 1999)。人们通过

互动和模仿他人来发展社交能力，其前提是需要进入到社交情境中，在此过程中，脚本作为一个重要的

垫脚石，在帮助 ASD 者熟悉如何与他人交谈的同时，让 ASD 者更加自信，也更顺利地走进社交情境中。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ASD 者也可能建立起一个更加灵活和适应性更强的脚本(例如根据情境产生变化的

脚本)，从而学会更自然的社会交往。在 Yamamoto & Isawa (2020)和 Topuz and Ulke-Kurkcuoglu (2019)的
研究中都显示在，使用脚本法支持 ASD 儿童社交对话的过程中，ASD 儿童最终自发产生了不同于脚本

表述的又适合于当前社交情境的新的社交语言。 
本研究创新性地引入平均句子长度这一语言的微观指标作为综合衡量 ASD 儿童在视频对话过程中

语言表达状况的一项客观指标。在前人对 ASD 儿童沟通技能的相关研究中较常从语言的功能角度出发对

沟通技能进行评价，例如评估 ASD 儿童在沟通中是否有主动发起对话、是否有维持对话等(Charlop & 
Milstein, 1989; MacDonald et al., 2009)，相对缺乏结合语言微观指标进行综合度量。在相同的语言功能背

景下(例如同时发起问候)，不同的句子长度(例如“你好”和“你好，吃饭了么”)可反映 ASD 儿童不同的

语言表达状况。在本研究中，在基线期，小杰的平均句子长度在 5.17 以下，小荣的平均句子长度在 4.00
以下。在干预期、维持期和再追踪期，小杰和小荣的平均句子长度均显著高于基线期，并且保持在一个

相对一致和平稳的状态中，维持在 4.71~6.57 之间。高于基线期的句子长度表明采用脚本法干预后，ASD
儿童微观层面的语言表达能力也能获得明显的提升。两名被试在干预后平均句子长度保持在相对一致和

平稳的状态，其原因则可能为受脚本的实际语句长度影响。在本研究中，虽然根据两名被试的兴趣活动，

采用了不同的活动脚本，但为保证在实验中对被试不产生畏难等干扰实验控制的变量，只为每个活动设

置了低阶的沟通脚本。对于小杰而言，他的实际语言表达能力优于小荣，可能可以参与到更高阶的沟通

脚本活动中，从而在平均句子长度上获得更进一步的提升。 

5. 总结 

总体而言，本研究尝试性地将脚本化视频聊天技术应用于 ASD 儿童社交对话能力的干预中，尽管在

研究过程中发现 ASD 儿童习得的表达可能表现出某种机械背诵的模式而略显怪异，但脚本化视频聊天技

术可有效提升 ASD 儿童在聊天过程中的对话发起频次和对话的准确性，也可帮助 ASD 儿童在对话中产

生更丰富的语言描述。该研究提示，脚本化视频聊天技术作为促进 ASD 儿童社交对话的有效方法，或许

可以为扩大 ASD 儿童与其大家庭成员等社会他人的社交互动，帮助 ASD 儿童建立更充足的情感支持带

来契机。在今后的研究中也还需要进一步探究如何让 ASD 学生将脚本运用得更加灵活，从而使社交对话

更加自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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