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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笔书法训练对孤独症儿童

情绪问题的干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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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软笔书法作为中国文化的瑰宝，具有调节情绪、修养身心的作用。针对孤独症儿童的情绪问题，

采用单一被试研究的撤回设计 （ＡＢＡＢ），对一名学龄孤独症儿童进行干预，验证软笔书法教学对其情绪

问题的干预效果。通过观察被试者的情绪行为发现，软笔书法教学能有效地改善孤独症儿童的情绪问题。

将软笔书法应用于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从激发兴趣到培养良好的书写习惯，需要学校和家庭的共同

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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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孤独症儿童的康复训练历来是特殊教育研究

领域的热点话题。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１］再次强调了 “提高残疾学生

康复训练的有效性”。可见康复训练的重要意义

和地位。孤独症是一种涉及感知觉、情绪、情

感、语言、思维、动作和行为等方面的弥散性的

神经发育障碍，孤独症个体表现出的三大核心障

碍是社会互动障碍、沟通障碍以及重复刻板的行

为模式。［２］由于认知、社会互动、沟通上存在障

碍，大多数孤独症个体不能合理地处理自己的需

求以及和他人的关系，往往通过不恰当的情绪及

行为模式，如哭闹、尖叫、怪异行为、攻击性行

为等等，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可以这样说，不恰

当的情绪或行为是大多数孤独症个体特有的一种

表达需求的方式和满足要求的筹码，同时这些不

恰当的方式往往又会阻碍其认知和社会性的发



展，造成一个恶性循环。研究显示，书法运作情

境和过程能使书者产生愉快、轻松、清虑、专心

和疏散的心理反应状态。根据书法学习原理设计

的书法训练程序，可增进书者的注意力和能力感，

减少问题行为。［３］书法治疗 （ｃａｌｌｉｇｒａｐｈｙｔｈｅｒａｐｙ）

能恢复、维持及改进书者心理、生理健康，产生

行为的正向改变，实现良好的社会适应。［４］但目前

还没有针对孤独症儿童情绪问题干预的软笔书法

训练的相关研究，为此本研究欲探索软笔书法训

练对孤独症儿童的情绪干预的有效性。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学龄孤独症儿童 Ｘ为研究对象。

Ｘ，９岁，男，经某三甲医院诊断为中度孤独症，

现就读于某特殊教育学校二年级。

情绪问题描述：Ｘ存在严重的情绪问题。遇到

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包括不喜欢的声音、不喜欢的

教学内容或逃避任务时就会发脾气，不分场合、地

点，其情绪行为主要表现为：大声叫喊、哭泣、拍

打桌子等。

进行软笔书法训练的能力描述：Ｘ的大运动和

精细动作发展较好，具有一定的书写能力，可以正

确模仿字的结构和笔画。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基于软笔书法训练的康复效果，采用单

一行为研究设计验证该训练对孤独症儿童情绪控制

的干预效果。通过撤回设计 （ＡＢＡＢ），［５］即反复介

入和撤回干预来验证实验效果，以提高实验结果的

可信程度。

本研究自变量为软笔书法训练。在高尚仁

《书法研究实验标准程序》［６］的基础上进行部分修

正。首先，训练前静坐稳定情绪约２分钟；然后，

进行隶书知识讲解、识字、书法示范、笔画与复述

笔顺约１０分钟；其次，被试描红与临写约 １５分

钟；最后，个案训练后静坐约１分钟，再进行书写

用具的整理约２分钟。

本实验因变量为孤独症儿童的情绪表现，结合

对被试者情绪问题的了解和相关研究，确定本研究

的目标行为及具体操作性定义如下表１：

表１　目标行为定义表

目标行为 目标行为定义 测量记录方法

大声叫喊

不喜欢教学内容、不想

回答教师问题、想逃离

课堂等带有逃避意图的

大声叫喊

一次观察时间内

发生频率

哭泣

不喜欢教学内容、不想

回答教师问题、想逃离

课堂等带有逃避意图的

哭泣

一次观察时间内

发生频率

（三）研究工具

《情绪行为观察表》：根据情绪问题的特征和

被试者情绪问题的表现，研究者自编记录表，主要

记录情绪问题出现的发生情况，包括出现频次、时

间长度、情绪强度等。

《干预忠诚度检核表》：本研究依据干预方案

设计的维度及其要求制定 《干预忠诚度检核表》，

按照 “达标” “部分达标” “不达标”三级评分，

用更为直观科学的方式呈现干预忠诚度。

（四）研究程序

该孤独症儿童就读的某特殊教育学校主要是

采用班级授课的模式，考虑到该生的情绪问题会

影响到课堂纪律，因此选择一对一的软笔书法训

练对被试者进行干预。在征得相关人员的同意

后，利用语文课时间进行观察，并收集基线期与

干预期数据。本研究采用单一被试实验设计，实

验流程如下：

１．基线期
在基线期Ａ１和Ａ２环节，各２周，利用周一、

周三和周五上午１０：００—１０：３５这个时间段，即
被试者的语文课时间，使用 《情绪行为观察表》

记录被试的目标行为。记录原则为从目标行为出现

到目标行为结束记一次，累计目标行为出现的频

次，该阶段数据稳定后进入下一阶段。

２．干预期
在干预期 Ｂ１和 Ｂ２环节，各４周，安排在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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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三和周五上午语文课的前一节课 （９：１５—
９：４５）进行软笔书法教学，同时在当天１０：００—
１０：３５的语文课中使用 《情绪行为观察表》记录

被试者的目标行为。观察时间和记录方式与基线期

相同。

（五）研究信效度

观察者一致性：为了解研究的信度，避免主

观因素的影响，请被试者的班主任老师与研究者

一起，在互不干扰的情况下，分别在四个实验阶

段的录像中，随机抽取 ２段录像资料进行观察，
进行观察者一致性检验，检验公式为：观察者一

致性 ＝甲乙观察一致次数／甲乙观察总次数
×１００％［７］。

干预忠诚度：由教学过程忠诚度和课程内容忠

诚度来保证。请特殊教育专业的老师用 《教学忠

诚度检核表》检验教学过程，对软笔书法教学视

频随机抽取某次教学进行检核，并计算教学过程达

标率。

社会效度：研究结束后，访谈被试者的课任老

师和家长，了解其对软笔书法教学的接受度和研究

结果的满意度，以此来反映研究设计和研究结果获

得的社会支持程度。

三、研究结果

（一）情绪问题干预成效目视分析

１．大声叫喊问题干预成效目视分析
图 １和表２、表３显示了被试者情绪行为的分

析结果。

由图１可知，被试者的大声叫喊问题在未介入
干预的基线期频繁产生且没有改善的趋势，在此基

础上进入干预期后有明显的成效，总体呈下降

趋势。

分析阶段内变化，可算得基线期 Ａ１的水平稳
定范围为９～１１，稳定范围内的资料点为６个，水
平稳定性为１００％，趋势持平 （—）；干预期Ｂ１的
水平稳定范围为５～６，稳定范围内的资料点为１０
个，水平稳定性为１００％，趋势持平 （—）；基线

期Ａ２的水平稳定范围为８～１１，稳定范围内的资
料点为 ６个，水平稳定性为 １００％，趋势上升
（／）；干预期Ｂ２的水平稳定范围为３～７，稳定范
围内的资料点为１０个，水平稳定性为１００％，趋
势下降 （＼）。

表２　大声叫喊问题数量阶段内分析

阶段
基线期

（Ａ１）
干预期

（Ｂ１）
基线期

（Ａ２）
干预期

（Ｂ２）

观察次数 ６ １０ ６ １０

水平范围 ９～１１ ５～６ ８～１１ ３～７

水平稳定性／％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平均水平 １００ ５５ １００ ４１

水平变化 ２ １ ３ ４

趋势稳定性／％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趋势方向 － － ／ ＼

表３　大声叫喊问题阶段间分析

阶段比较 Ｂ１／Ａ１ Ａ２／Ｂ１ Ｂ２／Ａ２

水平间变化 －４ ＋２ －３

平均值变化 －４５ ４５ －５９

趋势方向变化与效果 负向 正向 负向

非重叠百分比 （ＰＮ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分析相邻阶段间变化，可发现干预期 Ｂ１与
基线期 Ａ１的水平间变化与平均值变化都很显著，
水平间变化为４，平均值变化为４５，趋势方向变
化与效果呈负向 （—）效果，可见在干预期 Ｂ１
进行软笔书法教学介入后大声叫喊问题明显下

降。并且干预期资料点落在基线期资料范围内的

资料点数为０，ＰＮＤ为１００％，说明干预期 Ｂ１与
基线期 Ａ１没有重叠的资料点。基线期 Ａ２与干预
期Ｂ１的水平间变化与平均值变化都很显著，水
平间变化为２，平均值变化为４５，趋势方向变化
与效果呈正向 （＋）效果，基线期 Ａ２资料点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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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预期Ｂ１资料范围内的资料点数为０，ＰＮＤ为
１００％，说明基线期 Ａ２与干预期 Ｂ１没有重叠的
资料点。干预期 Ｂ２与基线期 Ａ２的水平间变化与
平均值变化都很显著，水平间变化为３，平均值
变化为５９，趋势方向变化与效果呈负向 （－）
效果，可见在干预期 Ｂ２进行软笔书法教学介入
后大声叫喊问题得到明显下降。并且干预期 Ｂ２
资料点落在基线期 Ａ２资料范围内的资料点数为
０，ＰＮＤ为 １００％，说明干预期 Ｂ２与基线期 Ａ２
没有重叠的资料点。

２．哭泣问题干预成效目视分析
图 ２和表 ４、表５显示了被试者情绪行为的分

析结果。

由图２可知，被试的哭泣问题在未介入干预
的基线期频繁产生且没有改善的趋势，在此基础

上进入干预期后有明显的成效，总体呈下降

趋势。

表４　哭泣问题数量阶段内分析

阶段
基线期

（Ａ１）
干预期

（Ｂ１）
基线期

（Ａ２）
干预期

（Ｂ２）

观察次数 ６ １０ ６ １０

水平范围 ６～７ ４～５ ６～８ ３～４

水平稳定性／％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平均水平 ６７ ４４ ７０ ３５

水平变化 １ １ ２ １

趋势稳定性／％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９０

趋势方向 － － ／ ＼

分析阶段内变化，可算得基线期 Ａ１的水平
稳定范围为６～７，稳定范围内的资料点为６个，
水平稳定性为 １００％；干预期 Ｂ１的水平稳定范
围为４～５，稳定范围内的资料点为 １０个，水平
稳定性为 １００％，趋势持平 （－）；基线期 Ａ２

的水平稳定范围为 ６～８，稳定范围内的资料点
为６个，水平稳定性为 １００％，趋势上升 （／）；
干预期 Ｂ２的水平稳定范围为３～４，稳定范围内
的资料点为 １０个，水平稳定性为 １００％，趋势
下降 （＼）。

表５　哭泣问题阶段间分析

阶段比较 Ｂ１／Ａ１ Ａ２／Ｂ１ Ｂ２／Ａ２

水平间变化 －２ ＋３ －３

平均值变化 －１７ ２６ －３５

趋势方向变化与效果 负向 正向 负向

非重叠百分比 （ＰＮＤ）／％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分析相邻阶段间变化，可发现干预期 Ｂ１与
基线期 Ａ１的水平间变化与平均值变化都很显著，
水平间变化为２，平均值变化为１７，趋势方向变
化与效果呈负向 （—）效果，可见在干预期 Ｂ１
进行软笔书法教学介入后大声叫喊问题得到明显

下降。并且干预期资料点落在基线期资料范围内

的资料点数为０，ＰＮＤ为１００％，说明干预期 Ｂ１
与基线期 Ａ１没有重叠的资料点。基线期 Ａ２与干
预期 Ｂ１的水平间变化与平均值变化都很显著，
水平间变化为３，平均值变化为２６，趋势方向变
化与效果呈正向 （＋）效果，基线期 Ａ２资料点
落在干预期 Ｂ１资料范围内的资料点数为０，ＰＮＤ
为１００％，说明基线期 Ａ２与干预期 Ｂ１没有重叠
的资料点。干预期 Ｂ２与基线期 Ａ２的水平间变化
与平均值变化都很显著，水平间变化为３，平均
值变化为３５，趋势方向变化与效果呈负向 （—）

效果，可见在干预期 Ｂ２进行软笔书法教学介入
后哭泣问题明显下降。并且干预期 Ｂ２资料点落
在基线期Ａ２资料范围内的资料点数为０，ＰＮＤ为
１００％，说明干预期 Ｂ２与基线期 Ａ２没有重叠的
资料点。

综上所述，软笔书法教学的干预对个案的情绪

问题有明显改善效果。

（二）信效度分析结果

１．观察者一致性
如表６所示，本研究四个实验阶段各随机抽取

的两段录像资料的观察者一致性均在 ８５％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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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结果可信度较高。

表６　观察者一致性检验结果

基线期

（Ａ１）
干预期

（Ｂ１）
基线期

（Ａ２）
干预期

（Ｂ２）

录像１／％ ９８ ８７ ９５ ８９

录像２／％ ８８ ９３ ８７ ８７

平均一致性／％ ９３ ９０ ９１ ８８

２．干预忠诚度
本研究将软笔书法教学过程按照 《教学过程

忠诚度检核表》进行对照检核，教学过程忠诚度

达标率为９３％，教学过程可信度较高，研究忠诚
度总体较高。

３．社会效度
笔者通过对被试者的家长及教师进行访谈了解

本实验的社会支持度和效果。从家长的访谈结果来

看，家长比较认可这种教学方式，并表示：孩子在

家里听话多了，发脾气的次数减少了，而且发脾气

的强度减弱了，有时间会主动翻阅一些书法字帖，

或用毛笔蘸水模仿写字。从教师的访谈结果来看，

教师支持本实验的干预方法，班主任教师认为：干

预之后，能够看到他的情绪问题明显减轻，且课堂

上保持安静的时间有所延长。家长承认被试孩子在

情绪问题上的改进，特校老师也认可这种干预方

法，学生在干预过程中参与度较高。整体而言，社

会效度较高。

四、讨论及结论

（一）软笔书法训练对孤独症儿童的情绪问题

干预成效显著

依据数据分析可得知，Ｘ的情绪问题明显下
降，证明软笔书法训练对孤独症儿童的情绪问题干

预效果显著。分析其原因如下：

就软笔书法训练而言，书法训练能使人变

“静”，尤其是对有情绪问题的孤独症儿童，能平

复情绪和调节心性其本身就是情绪的适当发泄和

平复调节。书法训练注重成就感的培养，使被试

者在训练的过程中获得鼓励和肯定，能产生良性

的情绪体验。与此同时，随着书法训练的不断实

施，逐渐培养孤独症儿童的专心、细心、耐心和

毅力等优秀品质，进而提高自身整体素质。就被

试者而言，一方面，被试的由于日常运动量较

少，有较多的剩余精力有待发泄，而软笔书法训

练就是一种很好的途径。被试者具有一定的书写

能力，在训练过程中表现出对书法的浓厚兴趣，

可让其坚持训练。结合孤独症儿童行为刻板、重

复的特性，将软笔书法的日常训练变成一种习惯

养成，进而将情绪调节的方式方法泛化到日常的

学习生活中。另一方面，在书法训练的过程中，

通过教师的教育引导和强化物的运用，被试者能

意识到其情绪问题但却不能准确表达自身意图，

容易产生误解。在此过程中，被试者通过教师引

导和强化训练，掌握了一定的情绪调节方法，学

会自我调整和控制情绪。这些技能的掌握和应用

在日常的课堂学习中不断反复，进一步减少情绪

问题的产生。本实验由于时间不够充足，虽然见

效较快，但维持效果仍有待改进，而日常教学中

的干预恰能弥补时间问题，让学生拥有充足的干

预和练习机会，以更好的发挥干预的成效。

（二）软笔书法训练课程思考

本实验中运用的软笔书法训练可作为康复课

程，用于孤独症儿童情绪问题的干预。关于软笔书

法课程的教学提出以下建议：

从训练实施的角度来看，软笔书法课程的开

展应立足于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２０１６）》［８］的康复课程性质，体现基础性、发展
性、功能性、综合性、实践性的特点，坚持 “教

育与康复相结合”以促进学生能力提升和身心健

康发展为主要目的，遵循以学生为本、个别化教

育、全方位支持三大理念。环境创设力求安静轻

松，教室大小和物体摆放均有一定要求，除了文

具柜、音响设备、书写桌、文房四宝、字帖等必

备物品外，不建议有多余物件。实施书法训练，

要因材施教、因人而异，选择适合孤独症儿童心

理状态的背景音乐、引导式的互动谈话和字帖内

容能激发儿童对书法的兴趣。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训练前，教师首先要明确

软笔书法课程应坚持以软笔书法训练为载体，以情

绪问题康复为目的。训练过程中，教师要根据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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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个体特征，立足于被训练者的认知水平，将书法

知识和书法训练有机结合；注重过程性评价，从多

元的角度肯定学生的变化和进步，以激发学习动

力，树立学习信心。教学内容融入情绪调节和控制

的方式、方法需不断强化，鼓励学生在日常学习生

活中的运用。软笔课程结束后，教师还应安排一定

量的日常训练，家长监督完成，帮助学生逐步养成

良好的书写习惯，巩固训练效果。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软笔书法训练对学生动作

技能有一定的要求。首先，被训练者需要具有一定

的执笔书画能力；其次，被训练者对书法产生浓厚

的兴趣，这样更利于书法训练的实施和深入，教师

在训练中应积极调动学生的兴趣，在逐步的练习中

将其转化为一种情绪调节和控制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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