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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言语加工与交流障碍是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重要症状，严重影响语言的正常
发展，造成社会交际的困难。文章描述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言语加工的基本特征，包
括言语感知特点和言语表达特点，以及大脑皮层加工机制和相互作用关系。这些发现
将为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语言教学和日常训练提供有益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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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言语加工能力是指将音高、重音、声调、语调等

韵律信息融入口语词汇、句子语境，遵循恰当的交际

习惯并指导对话的能力[1]，分为言语感知和言语表达

两个方面，是语言发展和人际交流的重要内容。自闭

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ASD）是一种

神经发育障碍，言语交往缺陷是其主要特征之一[2]。

ASD 儿童言语缺陷，包括重音位置异常、声调语调模

式单调、词汇识别和口语理解能力差，这往往制约其

韵律信息编码和词汇通达过程，使其不能准确感知话

语意义，产生语言交流的困难，也制约其认知、情感

和社会交往等领域的正常发展[3-4]。 

言语加工能力是开展思维活动、提高认知水平的

基础能力，是个体参与人际交流、适应社会发展的必

备条件。对 ASD 儿童言语加工能力的考察不仅有助于

理解其言语感知的基本特点，评估韵律信息编码的相

关作用，理清言语加工障碍和语言认知发展、情感沟

通的关系，理解他们的发音特点和表达习惯，也可以

帮助特殊教育工作者掌握正确的语言教学技巧，并为

ASD 儿童制订语言康复方案提供科学参考。 

2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言语加工特点 

2.1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言语发展特点 

大部分 ASD 儿童遵循普通儿童的语音发展模式，

但是其言语发展程度明显落后于同龄的普通儿童。 

在 言 语 感 知 方 面 ， ASD 儿 童 的 语 音 意 识

（phonological awareness，PA）差，存在广泛的听觉

加工异常、口头语言理解水平低以及词汇识别和语义

理解的整体分析能力弱等问题，这些缺陷又影响存储

在心理词典中的潜在语音表征[5-6]，形成恶性循环。 

ASD 儿童言语表达具有明显的自我中心言语和

非交流性特点，主要包括刻板或重复的言语表达（回

声性语言、鹦鹉学舌）、单一不变的言语习惯，对声音

信号的不敏感、进行回应互动的兴趣低[7]。在使用语

言进行交际时，其言语形式和运用方面又出现异常发

展，包括声调语调呆板、应答方式简单、主动询问和

交流性语言严重缺乏，此外在处理和应对复杂的社会

线索（例如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参加谈话，什么不说）

等方面有困难[8]。 

2.2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言语感知特点 

言语感知是语言理解的起始阶段,是指听者把连

续的语音辨认为单词的过程[9]。言语感知的听觉加工

包括音量、语音速率、语调等韵律特征和词汇内容（语

义）的感知。言语感知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听到的声

音信号转化为语义信息。在典型的语义发展中，言语

感知总是在表达之前。对词汇理解出现在 9 个月左右，

婴儿通常会说第一个可识别的词汇[10]；到学龄前，婴

儿词汇数量和复杂性迅速扩大。ASD 儿童言语感知的

发展则存在显着延迟[11]，把连续字母转化为声音的语

音编码水平低。 

对 8—10 个月、1 岁和再稍大年龄的 ASD 儿童回

顾性观察的分析记录发现，当他们听到家人叫自己的

名字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将头转向所感知声音方向

的定向倾向[12]。3—6 岁 ASD 儿童对人类声音刺激和物

体机械声音等非社会刺激的声音定位速度慢，声音辨别

效果差，说明其社会刺激定向能力受到损伤[13-14]。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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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15]在 10 岁 ASD 儿童中进行了一项语音意识测

试，包括韵律任务、声音删除、声音替换等项目，结

果发现 ASD 儿童得分显著低于典型发展组，表现出显

著的言语交流缺陷,尤其是在语义和词汇方面。Ploog

等[16]进行了一项平均年龄为 12 岁儿童听觉加工的比

较研究，结果发现普通儿童表现出对口语句子的内容

偏好，ASD 儿童对韵律和内容均有同样的关注，但表

现出异常的感知模式。然而，在一些情况下，ASD 儿

童言语感知的某些方面（如音高），仍完好无损甚至优

于对照组[17]。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部分高功能 ASD

个体仍有较强的语言能力，或者是实验刺激只限于短

字，不能反映出整体韵律轮廓的断句变化。 

为了探索语境背景下的言语感知效果，Segal 进行

了一项评估 ASD 儿童判断情绪词语的研究[18]，实验

被试是来自普通学校、特殊教育学校的两组 ASD 学

生。实验发现处于普通教育环境的 ASD 被试应对词

汇、韵律信息冲突情况显著优于特殊教育学校环境的

ASD 被试。这可能是因为在正常的社会语境中，词汇、

韵律信息冲突的情况时有发生（如比喻、隐喻等字面

含义与说话者真实意图相悖），有助于提高 ASD 儿童

口语水平。为了进一步检测 ASD 儿童言语感知的灵活

性情况，Mashal 和 Kasirer 进行了隐喻、同音异义词

的测试[19]，结果表明 ASD 组只能理解当前隐喻的含

义，缺乏对隐喻理解的迁移，不能将这种理解迁移到

新的隐喻，在不同词语语用含义之间转换的能力低下。

基于以上研究，可以发现 ASD 儿童能够感知言语词汇

的情绪韵律和语义信息，但是对于句子语境信息的理

解却存在不足，语用能力明显落后。 

2.3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的言语表达特点 

言语表达是掌握韵律信息发音规则并正确进行发

音表达的过程，反应言语表达水平的重要指标是第一

词汇年龄。ASD 儿童掌握首个词汇的平均年龄为 36

个月，第一词汇年龄明显晚于普通儿童[20]。 

在前言语阶段，Paul 等人发现，异常韵律的生成

是这一阶段发音的最早出现的差异，可以把 9—12 个月

的自闭症高危群体（兄弟姐妹被诊断为 ASD 人士）与

低危群体区分开来[21]。对 18—36 月 ASD 幼儿类语音

（speech-like）和非语音（nonspeech）发音的辅音分

布、音节结构类型的分析发现[22]，ASD 组类语音的发

声和普通组相仿，但是非语音的发音却是异常的，这

表明，大部分 ASD 幼儿遵循普通儿童的语音发展轨

迹，但他们不能依据环境语言（ambient language）调

整自己的发音，不能与周围语言环境进行有效互动。 

到了 2 岁左右，ASD 个体言语表达的显著特点是

发音韵律信息异常[23]，他们的发音方式被描述为“单

调的”、“机器人的”、“奇异的”等。对 41 名 4—6 岁

ASD 儿童进行的图片命名任务中，Bonneh 等[24]发现

有音高范围和变化显著增加的趋势，这种变化可能意

味着听觉反馈机制的加工异常。对发音的声学分析发

现，ASD 儿童的口语音节具有更多的非言语特征，表

现出持续时间、韵律轮廓、基频范围的差异性[25]，与

环境语言的持续时间、音高等韵律属性不匹配。这些

前韵律属性包含着话语的语义、语用线索[26]，ASD 儿

童发音的非言语特征则会限制听众对线索的获得。

Peppé 等研究结果显示，平均年龄为 9.8 岁、平均词汇

获得年龄 7.1 岁的高功能 ASD 儿童在所有韵律评估任

务（情感、句子类型、对比重音、断句和模仿）得分

都很低，和普通组相比有明显的韵律损伤，这表明

ASD 儿童的发音与周围语言环境不协调，他们的说话

意图很可能被误解或难以理解[27]。. 

3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言语加工的脑机制 

3.1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言语加工的电生理学研究 

ASD 儿童对声音信号的辨别往往表现出异常的

听觉加工模式。Duun 等使用 oddball 范式对 ASD 儿童

听觉刺激判断情况进行了探讨[28]，实验听觉材料为

1200Hz、1000Hz 的声调，视觉材料为无声动画。研

究结果显示，当观看视频被动听取声音时，6 至 12 岁

的 ASD 儿童失匹配负波（mismatch negativity，MMN）

的波幅显著小于普通组，显示出比普通组更小的

MMN 波幅，说明在没有有意注意的情况下，ASD 儿

童对听觉刺激变化的自动区分很差；当按照提示对高

音、低音进行主动辨识时，从 ASD 儿童和普通儿童中

得到的 MMN 波幅相似。使用同样的方法，Gomot 等
[29]发现了 MMN 波幅的潜伏期明显缩短，后续 P3a 的

大幅度增加。这表明 ASD 儿童能更快速地检测周围环

境中的声学变化，有过度关注刺激细节的倾向，容易

忽视整体加工，对听觉信息整合加工的程度低。 

ASD 儿童往往对新奇事物关注不足，并且听觉言

语信息加工也比视觉信息更难，对这些因素的探索或

许可以解释 ASD 言语加工的缺陷[30]。在语音刺激的

加工中，注意定向和高阶听觉加工的公认指标是刺激

发生 300 毫秒之后的 P300 成分。对听觉刺激的测试

发现，ASD 儿童 P300 存有波幅较小及时间延迟的情

况，表明神经信息传输的延迟[31]。P3a 波有显著的年

龄差异，ASD 幼儿波幅扩大，较大 ASD 儿童的波幅

较小[32]，体现出年龄变化的显著影响。进一步的研究

认为 P3a 反应出被动的注意转移过程，而 P3b 是主要

认知成分，与主动注意及记忆过程相关[33]。 

N400 被认为反映了言语加工的一个更为整体的

指标。McCleery 等[34]研究了语义理解中的 N400 反应，

实 验 听 觉 材 料 为 单 个 名 词 词 汇 、 表 示 环 境 声 音

（environmental sound）的短语，视觉材料为图片，让

平均年龄为 5.8 岁的高功能 ASD 儿童进行语义一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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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致的词图判断。结果表明：普通儿童在名词词汇、

环境短语条件下都能正确匹配相对一致的刺激，显示

出明显的 N400 效应，高功能 ASD 儿童在短语条件下

显示出 N400 效应，但在单词条件中正确进行图片声

音匹配，这说明在对单词进行语义加工时，高功能

ASD 儿童本能激活单词的语义特征，因而不能对单词

和图片进行正确匹配。这些结果为 ASD 儿童语义表征

的自动激活缺陷提供了证据，这种缺陷似乎仅限于言

语领域，没有延伸到非言语领域。 

3.2  自闭症谱系障碍儿童言语加工的脑成像研究 

中枢听觉障碍受损可能会导致言语加工障碍，涉

及语言和听觉加工皮层区域的功能异常。Shu 等[35]探

讨了涉及 ASD 儿童口语加工的大脑皮层活动情况，结

果 表 明 ， ASD 组 较 差 的 口 语 能 力 与 大 脑 左 半 球

200—400ms 的语音加工异常有关。ASD 儿童可能有一

个不成熟的听觉加工系统，影响他们加工语音和非声

音的能力。关于 ASD 言语感知研究的神经复杂性假说

（neural complexity hypothesis）强调较低级别简单加

工的增强和较高级别复杂加工的受损[36]，复杂时间刺

激条件下是颞横回（Heschl’s gyrus）的更大激活，而

不是普通被试的前外侧颞回（anterolateral superior 

temporal gyrus）激活[37]。进一步的神经认知研究表明，

ASD 儿童脑网络损伤的范围更广泛和复杂,甚至超出

特定的感觉皮质[38]。Grossman 等的一项研究专注于刺

激强度对复杂情感韵律识别的影响，发现 ASD 儿童主

要表现出低强度情绪线索的识别缺陷[39]。 

越来越多的研究认为 ASD 是一种基于脑的普遍

发育障碍，与功能网络的异常组织相关联。当进行言

语加工时，普通组被试有较强的左侧额下回激[40]；而

ASD 组 则 包 括 了 双 侧 海 马 旁 回 （ bilateral 

parahippocampal gyrus）、 左 侧 苍 白 球 （ left globus 

pallidus）、中央前回（precentral gyrus）等多个区域的

显著激活，反映出大脑皮层自动化加工水平的低下
[41]。Eigsti 等[42]对 ASD 儿童情感韵律、语法韵律加工

的神经特点进行了研究，脑成像结果表明，当感知韵

律线索时，ASD 组神经区域对情感和语法的激活比普

通儿童组更广泛，并出现在认知控制、阅读意图、注

意管理和可视化上有更强的依赖。Cardinale 等人[43]

开展的一项对大脑半球的 fMRI 研究发现，ASD 儿童

涉及视觉、听觉、执行、语言等功能的脑皮层表现为

异常右向不对称（atypical rightward asymmetry），可能

是 ASD 儿童脑组织发展是有偏侧化特征，影响大脑系

统的许多不同功能。 

4  小结 

通过对 ASD 儿童言语加工特点及相关大脑机制

的分析整理，可以看出作为语言发展研究的一个方面，

ASD 儿童言语加工研究从早期关注语音信息感知和

表达异常，日益转向关注深层次脑机制的发展趋势。

从最初对单纯声音信号感知，到对韵律信息、词汇判

断、隐喻内容，以及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的整合探索，

其研究对象和内容不断拓展深化，ERP、fMRI 等高级

研究方法日益运用广泛，对言语加工脑机制的探索和

认识也更加多角度、立体化，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第一，对于言语韵律信息的产生和理解方面的缺

陷是困扰 ASD 儿童言语加工的一大障碍，使得他们不

能依托断句、声调变化等理解语义内容，也限制其言

语表达方面，造成他们说出的话语不能被对方理解。

他们在比喻、隐喻等更高层次语用理解的缺陷更大，

这不但阻碍 ASD 儿童日常的语言交流，也给利用脑成

像的研究识别这些异常言语行为模式的神经机制提供

了下一步研究方向。 

第二，虽然若干研究揭示了 ASD 儿童和普通儿童

之间有巨大差异，但是很多研究的有限的样本量限制

了结果解释的有效范围。对于反应脑机制加工的多种

指标，也需要结合具体情况分析，不能一概而论。 

第三，目前对于言语加工的探索已经突破了单纯

的感知、表达两个维度的划分，增加了对 ASD 儿童注

意力的关注，以及视听信息整合的选择偏向。这说明

ASD 儿童言语加工的缺陷不只是语言发展的滞后，更

涉及注意选择、多通道信息整合方面的不足，需要从

大脑皮层多个区域和功能进行探索。 

5  对教育干预启示 

对 ASD 儿童言语加工特点的研究可以给临床言

语康复训练方案的制订提供参考依据。 

第一，儿童期是语言能力发展的关键期。在对

ASD 儿童进行训练时，要抓住关键期，根据年龄特点

合理安排训练材料，特别是儿童大脑皮层发育还没有

完全定型，语言加工的自动化程度还不是很高，及时

的干预训练更有效果。针对 ASD 儿童言语加工存有发

展延迟的现实，特教辅导者应该充分认识这一特殊情

况，保持足够的耐心。第二，对 ASD 儿童语音意识水

平的评估是至关重要的。词汇学习和表达能力是良好

言语加工的基础，进行音位意识、韵律水平的系统评

估，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教学干预计划。第三，注意

纠正发音中的异常韵律信息。要求 ASD 儿童练习说短

句时把话说清楚明白，练习说长句时把语速降下来，

逐渐掌握正常说话语速；先进行一声、二声、三声、

四声的声调练习，后回到抑扬顿挫的说话语调应用，

逐渐纠正语速、声调、语调方面的异常。同时注意选

择切合情境的谈话语境，选择具体详尽、眼前看得见

的谈话主题为佳，特别以 ASD 儿童有兴趣或喜欢的事

物做为话题，效果更好，重点解决谈话中语义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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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练。从简单直白语境开始，逐渐过渡到复杂语境条

件。第四，有意识地进行视听整合注意训练。选择 ASD

儿童感兴趣的物品或人员，按照听从指令、物体、人

员的顺序，依次进行听力训练，调节对声音的敏感性，

到指定地点伸手拿取物品或接触人员，注意训练中及

时进行表扬和鼓励的反馈，等其达到预期效果后，将

训练范围延伸到日常生活及其他项目的训练中，增加

其对生活环境中视听感觉线索的熟悉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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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eta-Analysis of Intervention Effectiveness of Mentally-Retarded 

Persons’ Social Skill Teaching in Taiwan (China)—Take a Single-Test 

Experiment as an Example 
 

HUANG Shan 1  CHEN Yu 2  SHE Li 1 
(1. Sec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Human Potential Development, Dong Hwa University, Taiwan 

(China), 97401; 2.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 of Minhang District, Shanghai, 201100)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32 research papers involving special sbill interventions in 

montally-retarded individuals in journals published between 2002 and 2016 in Taiwan (China). The authors used 

a percentage of non-overlapping (PND) to make a meta-analysis of the research into different orientations and 

method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articipants, and different forms of interventions. According to the research 

results, the authors offer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1) Cognitive and behaviors should both be taken into 

account in intervention orientation and strategies; (2) Th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more on 

mentally-retarded persons from pre-schools, lower secondary school schools, upper secondary schools and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as well as female mentally-retarded persons, and emphasize the needs of children 

with different degrees of mental retardation for sociall skill training; and (3) natural and simulated scenarios 

should be integrated, and group interventions should include interventions in students with normal intelligence, 

and interventions in individu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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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 Processing Characteristics and Brain Mechanism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WAN Peng  MA Junya  WANG Ye  REN Guiqin 
(School of Psychology,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116029) 

 
Abstract  Speech processing and communication barriers, which are important symptoms of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seriously affect these children’s language development, resulting in 

difficulty in their social communications. This study introduces the basic features of verbal processing 

by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including the features of verbal perception and verbal 

expression, the processing mechanisms of the cerebral cortex, and their interactions. These findings will 

offer useful implications for language teaching and routine training for children with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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