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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班就读 自 闭症谱 系障碍儿童社会行为特点

及其对 同伴关系 的影响
＜

＃珍珍 ｔｔ福奮
１
…

（
１ ． 杭州 师 范 大学教育学 院 ，杭州 ，

３ １ １ １２ １
；

２ ． 华 东 师 范大 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 学 系 ，
上海 ，

２０００６２
）

摘要以浙江省 四座城市 １
－

６ 年级 ３０ 名 随班就读 自 闭症儿童及 １ １ ３４ 名 同班普通儿童为

被试
，
采用班级戏剧量表 、 同伴提名法考查随班就读 自 闭症儿童的社会行为特点及其对同

伴关系的影响 。 结果发现 ： （ １ ） 与普通儿童相 比 ， 随班就读 自 闭症儿童的亲社会行为水平较

低 ，攻击性行为和敏感退缩行为水平较高 ，
且不受年级和智力水平影响 ，较为稳定

；
（ ２ ） 自 闭

症儿童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预测其 同伴接纳水平 、互选朋友数量及个体 网络 中心度
，
攻击

性行为能够显著预测其同伴拒斥 ， 但敏感退缩行为与 同伴关系各指标无显著相关 。 因此
，

要着重发展随班就读自 闭症儿童的亲社会行为 ，
减少其攻击性行为 ，

以提升其同伴关系质量 。

关键词 随班就读 自 闭症谱系障碍儿童 社会行为 同伴关系

分类号 Ｇ７６０

１引 言

目前越来越多 的 自 闭症谱系障碍 （ Ａｕｔ 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

Ｄｗｄｅｒ
，
ＡＳＤ ）儿童进人普通学校就读

［ １ ２］

，
学界也普

遍认为融合教育能够为 ＡＳＤ儿童创造与普通 同龄人

互动的机会
［３ ＜

， 帮助其提高学业能力和社会技能 ，
促

进其教育 目标 的实现和 良好同伴关系 的形成
［ ５ ］

。 然

而
，
国 内外也有不少研究显示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同伴

关系不容乐观 ，
与普通儿童相 比 ，其在与 同伴交往的过

程中更少被接纳
，
拥有的友谊更少且质量不高 ，

孤独感

更强
，
社会 网络中心度更低

，
难 以融人班级社会网络

中
［６ ８ ］

。 不良 的同伴关系 给 ＡＳＤ 儿童在普通班级 的

学习与生活带来了诸多挑战 ，
严重影响 了其融合教育

质量 。 因此 ，有必要探究影响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同伴

关系的潜在因素 ，深化认识 ，为其同伴关系质量的提升

提供借鉴 。

社会行为是指 发生在社会环境 中 并具有社会 因

素 的行为
［９ ］

，
研究中 通常具体包括亲社会行为 、攻击

性行为和退缩行为等
［ｗ ］

。 儿童社会行为对其 同伴关

系具有重要的影响
［ １ １ ］

。 王美芳等人以小学高年级 ４０２

名学生为研究对象发现 ，
儿童的亲社会行为能够正 向

预测其同伴接纳 ， 负向 预测其同伴拒绝
［ １ ２］

； 
Ｍｅｕｗｅｓｅ 等

人对 ４５０ 名儿童进行同伴提名 调查发现
，
具有 良好亲

社会行为的受欢迎型儿童能够收获更多友谊关系并

享有更高质量 的友谊
［ １ ３ ］

；
Ｃａ ｒｄ 等的元分析显示 ，

儿童

的攻击性行为将导致其较低 的同伴接纳度和更多 的

同伴拒绝 ＤＭ
； 
Ｃｈａｎｇ 以 ８２ 名 １ ３

—

１６ 岁 的儿童青少年为

被试 ，
利用班级戏剧量表和 同伴提名 进行问卷调查发

现 ，
儿童青少年的敏感退缩行为程度越严重 ，

同伴接纳

度越低
［ １５ ］

，但也有研究发现敏感退缩行为与 同伴拒斥

呈负相关或无显著关系
［

１ （＾ １７
］

。 然而
，
并非所有的高

攻击性儿童和高退缩性儿童都无法建立友谊 。 友谊的

建立与发展受个体间相似度 的影响较大 ，
儿童往往会

与 自 己 性格相似 、志趣相投 的 同伴成为朋友 ［ １ ８ １ ９ ］

。

换言之
，高攻击性儿童和高退缩性儿童也可能与和 自

己有相似特征的儿童建立友谊关系 。 有研究就发现 ，

朋友之间在攻击性行为和退缩行为方面的相似度显著

大于亲社会行为 ［２０

＼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自 身 的社会行为也会影响其

同伴关系质量％ 。 Ｏｒｓｍｏｎｄ 等人对 ２３５ 名 ＡＳＤ 青少年

和成人的 同伴关系 和社交活动情况进行调查 ， 并将

ＡＳＤ个人特征和环境因素作为 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

析 ，结果显示社交沟通技能不足的 ＡＳＤ 儿童很难发展

出 恰当的亲社会行为 ，
进而制约 了其 良好同伴关系 的

发展％ 。 Ｈｅｂｒｏｎ 和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 让 １ １９ 名 父母和 ７２２ 名

教 师报告 ＡＳＤ儿童受欺凌的经历并对影响 因素进行

＊ 本研究为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省优势特色学科培育项 目
“

随班就读 自 闭症儿童 同伴关系介人策略研究
”

（项 目编号 ： １ ８ＪＹＸＫ０２０ ） 及教

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 目
“

自 闭症谱系障碍儿童 自我基本情绪觉知及其干预研究
”

（项 目编号 ： １７ＹＪＣ８ ８００５ ８ ） 研究成果之
一

。

＊＊ 张珍珍 ，

硕 士在读 ，

研究方 向 ： 特殊儿童融合教育 。 Ｅ
－ ｍａｉｌ ：ｆｈｚ ｚ ｚ ｓ＠ １６３ ． ｃｏｍ 。

＊＊＊ 通讯作者 ： 连福鑫 ， 讲师 ，博士 ，研究方 向 ： 特殊儿童认知与社会性发展、融合教育 。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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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ｔ
ｊ
＠ １６３ ． ｃｏ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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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分析 ，结果发现无论是父母还是教师报告的回 归

模型中 ，
ＡＳＤ儿童的 问题行为都是其在普通学校 中 遭

受欺凌最强有力 的预测 因素
［ ２３ ］

。 更重要的是 ，
ＡＳＤ 儿

童 由此所遭受的欺凌反过来又可能进一步加剧其不

良社会行为 。 同伴 的嘲笑 、戏弄和欺凌
，
不仅会加剧

ＡＳＤ儿童的敏感、焦虑及退缩
［ ２４ ］

，
还可能诱发 ＡＳＤ 儿

童情绪失控甚至攻击性行为
［２５ ］

。

目前
，
国 内 尚未查阅 到探讨 ＡＳＤ 儿童社会行为对

其同伴关系影响 的相关研究 ，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社会

行为特点及对同伴关系影响的具体表现 尚 不清楚 ， 它

们是否会与普通儿童研究结果及国外有关 ＡＳＤ 儿童

相关研究结果
一致也未可知 。 因此 ，

本研究将从亲社

会行为 、攻击性行为和敏感退缩行为三个维度探讨 随

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社会行为 的基本特点及其对 同伴关

系的影响 ，
以期为我 国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同伴关系发

展与教育提供实证支持 。

２ 研究方法

２ ． １ 被试

受客观条件限制 ，
采用方便抽样原则 ，

从浙江省杭

州 市 、宁波市 、海宁市 、义乌市 ２２ 所开展随班就读工作

的普通小学 １
－

６ 年级选取 ３０ 名 ＡＳＤ 儿童及 １ １ ３４ 名

同班普通儿童为被试 。 被试来 自 ３ ０个不同班级
，
每个

班级仅有 １ 名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
均有医院诊断证 明

及韦氏或瑞文智力测验报告 。 为 了能够直接对比分析

ＡＳＤ儿童与普通儿童 同伴关系特点数据 ，
对普通儿童

进行二次抽样
，
从各 ＡＳＤ 儿童所在班级的所有普通儿

童 中 随机抽取 １ 名儿童组成普通儿童对照 组样本 ，
共

３ ０ 名 。 被试基本情况见表 １ 。

表 １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基本情况表

ＡＳＤ 儿童
普通儿童

（整体 ）

普通儿童

（对照组 ）

男 ２１ ５８ ２ １４

性别

女 ９ ５５２ １ ６

平均值 １０ ． ４
岁 １０ ． ３

岁 １０ ． ４
岁

年龄

范 围 ８
￣

１３
岁 ８

￣

１３
岁 ８

￣

１ ３
岁

低年级 （ １
－

３ ） １８ ６７６ １ ８

年级

高年级 （ ４
－

６ ） １２ ４５ ８ １ ２

正常 １４ １ １３４ ３ ０

边缘 ２ ０ ０

智商
轻度 ８ ０ ０

中度 ６ ０ ０

２ ． ２ 研究工具

２ ． ２ ． １ 社会行为

采用 Ｍａｓｔｅｎ 等人编制 、陈欣银修订的
“

班级戏剧
”

量表测量 ＡＳＤ儿童的社会行为 ［２６ ］

。 该量表为他评量

表
，通过同伴的视角相对客观地测评儿童的社会行为 ，

是国 内使用较为广泛 的儿童社会行为量表之
一 ［ ２７ ］

。

量表共 ３ ０个项 目 ， 包含亲社会行为 、攻击性行为和敏

感退缩行为三个维度 ，
亲社会行为维度主要包括

“

领导

能力强
” “

乐于助人
” “

遵守规则
”

及
“

有许多朋友
”

等 １４

个题项
，
攻击性行为维度主要包括

“

经常与他人打架
”

“

容易发脾气
”

及
“

很霸道
”

等 １２个题项
，
敏感退缩行为

维度主要包括
“

不会和别人交朋友
” “

非常害羞
”

等 ４ 个

题项 。 该量表中文版具有 良好 的信效度 ，
三个维度 的

内在一致性系数分别为 ０ ． ９７
，
０ ． ９２ 和 ０ ． ８０

［ ２８ ］

。 本研

究中
，

３ 个分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
—致性 系数分别为 ０ ．

９２
，

０ ． ９０
，

０ ． ８ １
，
总量表的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ａ

— ■致性系 数为 ０ ．

８ ５
，说明该 分量表和 总 量表 的信度 指标 良好 。 采用

Ａｍ〇 ｓ２２ ． ０对该问卷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
模型评价指

标 乂

２

／也 ＝ ３ ． ７３ （ ＜ ５ ） ＾

＝０ ． ０００
；
近似误差均方根 （ １１１ ＼

／

［
－

ＳＥＡ ）
＝ ０ ． ０７ （ ＜ ０ ． ８ ） 、拟合优度指数 （ ＧＦＩ ）

＝ ０ ． ９８ 、调整

拟合优度指数 （ＡＧＦ Ｉ）
＝ ０ ． ９７

，
规范拟合修正指数 （ ＩＦＩ ）

＝
０ ． ９４ 、 比较拟合指 数 （ ＣＦＩ ）＝ ０ ． ９４ 。 考虑样本大于

２００ 时
， Ｐ值常 ＜０ ． ０５

， 不做主要依据 ，故量表整体结构

效度可接受 。 该量表施测时 ， 给每位儿童下发
一份

“

班

级戏剧
”

量表及班级名 册 ， 要求其根据
“

角色
”

描述 ，
在

班级内选 出 １
－

３ 名最符合该
“

角色
”

的同学写于每个

题项后的空格 内 。 某个题项上获得的提名次数即为该

项 目得分 。

２ ． ２ ． ２ 同伴提名测验

采用 同伴提名 法测量 ＡＳＤ 儿童的 同伴关系 。 同

伴提名包括积极提名和消 极提名两个部分 ， 即要求被

试分别写下 ３ 位 自 己在班里最喜欢和最不喜欢的 同学

姓名 ， 随后计算每个人获得最喜欢和最不喜欢提名 的

频数 。

２ ． ３ 研究程序

以班级为单位对普通儿童进行集体施测 。 首先 ，

统一发放问卷和班级名单 ， 随后进行
“

班级戏剧
”

量表

测量
，最后进行同伴 提名测验 ， 当场 回 收问卷 。 施测

时 ，班级任课教师皆不在场 ，
以减少社会期望效应 ， 主

试仅对题 目 进行解释说明 。 考虑到 ＡＳＤ 儿童独立完

成问卷可能会出 现题意理解偏差 ， 故采用个别施测 的

方法
，
由主试解释题意和注意事项后

，
部分 ＡＳＤ儿童

可 以独立完成问卷 ，
个别 ＡＳＤ儿童在教师或陪读人员

帮助下理解题项并做出 选择 。

最终
， 普通儿童 回 收有效

“

班级戏剧
”

量表 １ １０６

份
，
有效率为 ９７ ． ５３ ％ ；

回 收有效
“

同伴提名 测验
”

１ １２１

份 ，有效率为 ９８ ． ８５％ 。 ＡＳＤ儿童 回收有效
“

班级戏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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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表 １ ５ 份 ，有效率为 ５０％
， 回收有效

“

同伴提名测验
”

３ ０ 份
，
有效率为 １００％ 。 因数据统计时是将每位提交

有效问卷的儿童纳人班级
，
计算班级内 每位儿童所获

得的社会提名并标准化
， 故未能 回 收有效

“

班级戏剧
”

量表的 ＡＳＤ 儿童并不影响其获得提名 ， 也不影响最终

结果统计 。

２ ．４ 数据处理

将回 收的有效问 卷纳人每个班级 中
，
对每一位

ＡＳＤ儿童和普通儿童所获得的社会行为提名 和同伴提

名数量进行统计 ，并在班级范 围 内进行标准化 ， 随后进

行数据分析 。

同伴提名数据分析的指标包括 同伴接纳 、 同伴拒

斥 、互选朋友数量及个体网络中心度 。 同伴接纳指 的

是个体获得喜欢提名 的班级标准分数 （ ＺＰ ） 。 同伴拒斥

指 的是个体获得不喜欢提名 的班级 内标准分数 （ Ｚｎｈ

互选朋友数量指互选为好友的人数 ，
是衡量个体友谊

关系的重要指标之
一 ［ ２９ ］

。 网络中心度描述是个体在

社会网络中所处的位置 ，
是衡量个体社会网络参与度

的重要指标Ｍ
，
中 心度分为点度 中心度和 中 间 中 心

度
，
点度中心度可分为外 向 中心度 （被个体选为朋友的

数量 ） 和 内 向 中 心 度 （个体被他 人 选为 朋 友 的 数

量 ）

［３ １ ］

。 因本研究 同伴提名 中 外 向 选择均 固定为 ３

人
，
每名被试外 向 中心度相 同

，故研究仅采用 内 向 中心

度表示被试的中心度水平 。 采用 Ｅｘｃｅｌ 根据被试被提

名 的次数 ，
在班级范围 内转化为标准分 ，

获得同伴接纳

分 （ Ｚｐ ）与 同伴拒斥分 （ Ｚｎ ）
，
采用 Ｕｃｉｎｅｔ６ ． ０ 软件对同伴

积极提名进行分析获得 ＡＳＤ儿童互选朋友数量和个

体网络中心度 （ 内 向 中心度夂

社会行为分析时 ，
首先计算每位儿童在某个题项

上的被提名次数之和 ， 作为其在该项 目 上的得分并计

算每个维度总分 ；
随后

，

以班级为单位计算出每位儿童

在每个维度上的标准分数 ；
最后

，
采用 ＳＰＳＳ １６ ． ０对 随

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的社会行为 （亲社会行为 、 攻击性行

为 、敏感退缩行为 ）及其对同伴关系 （ 同伴接纳 、 同伴拒

斥 、互选朋友数量和个体网络中心度 ）影响进行分析 。

３ 结果

３ ． １ 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社会行为特点

３ ． １ ． １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社会行为整体特点

李幼穗和孙红梅 ［ ３２］ 将儿童划分为低亲社会型 （ Ｚ

＜
－ ０ ． ５ ） 、

一般亲社会型 （
－ ０ ． ５ 矣 Ｚ矣 ０ ． ５ ） 和高亲社会

型 （ Ｚ ＞ ０ ． ５
） ；
低攻击性型 （ Ｚ ＜

－

０ ． ５
） 、

一般攻击性型

（
－ ０ ． ５矣 Ｚ矣 ０ ． ５

） 和高攻击性型 （ Ｚ ＞ ０ ． ５
） ；
低敏感退缩

型 （ Ｚ ＜－ ０ ． ５ ） 、

一般敏感退缩型 （
－ ０ ． ５ 矣 Ｚ 矣 ０ ． ５ ） 和高

敏感退缩型 （ Ｚ ＞０ ． ５ ） 。 依据该分类标准 ，
ＡＳＤ 儿童及

普通儿童对照组的社会行为整体特点见表 厶

表 ２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社会行为基本情况表

ＡＳＤ （Ｎ 

＝
３〇 ）普通儿童 （ Ｎ 

＝
３ 〇 ）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低 １３ ４３ ． ３ ％ ５ １６ ． ７％

亲社会行为
一

般 １６ ５ ３ ． ３ ％ １９ ６３ ． ３％

高 １ ３ ． ３ ％ ６ ２０ ％

低 ０ ０％ ８ ２６ ． ７％

攻击性行为
一般 １２ ４０％ ２０ ６６ ． ７％

高 １８ ６０％ ２ ６ ． ７ ％

低 ６ ２０％ ３ １０ ％

敏感退缩行为
一般 ８ ２６ ． ７ ％ １４ ４６ ． ７％

高 １６ ５ ３ ． ３ ％ １３ ４３ ． ３％

如表 ２ 所示
，
ＡＳＤ儿童一般亲社会型 占比最高 ，

低

亲社会型居中
，高亲社会型 占比最低 ；

攻击性行为和敏

感退缩行为上 ，均表现为高水平型 占比最高 ，

一般型次

之 ，低水平型最少 ， 甚至没有 １ 名 ＡＳＤ 儿童为低攻击

性型 。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ＡＳＤ儿童亲社会行为 （ ｘ
２
＝

１２ ． ６
， ｐ 

＝
０ ． ００２ ） 、 攻击性行为 （ 乂

２
＝１６ ． ８

， ｐ 
＝０ ． ０００ ） 和

敏感退缩行为 （／
＝５ ． ６

， Ｐ＝０ ． ００６ ）三个维度在三种类

型分布上均存在显著差异 ，
说明高亲社会型 ＡＳＤ 儿童

比例显著低于其余两类的比例 ，

一般和高攻击性型 ／敏

感退缩型 ＡＳＤ儿童比例显著高于低水平类型 的比例 。

普通儿童对照组 中 ，

一般亲社会型 占比最高 ，高水

平和低水平型大致相 当
；

攻击性行为中 ，

一般型 占比最

高 ，其次为低水平型 ，高水平型最低 ；
敏感退缩行为 中 ，

一般型 占 比最高 ， 高水平型次之 ，
低水平型最少 。 对

ＡＳＤ 儿童和普通儿童三种社会行为的类型分布进行卡

方检验比较 ， 结果显示两组被试在亲社会行为 （ ／
＝

３ ０ ． ８ 屮
＝ ０ ． ００ ） 、攻击性行为 （ 乂

２
＝１２ ． ４

， 卩
＝ ０ ． ０１ ） 和敏

感退缩性行为 （＾
＝ ２ １ ． ４

， 卩
＝ ０ ． ００ ）三种行为上均存在

显著性差异 ，
说明整体上相 比普通儿童 ，

ＡＳＤ 儿童亲社

会行为水平较低 ，
攻击性行为和敏感退缩行为水平相

对较高 。

３ ． １ ． ２ 不同年段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社会行为的差异

因 ３０ 名 ＡＳＤ儿童男女数量差异较大 （男 ２１ 名 ， 女

９ 名 ）
，故不讨论其社会行为在性别上的差异 。 对低年

级和高年级 ＡＳＤ儿童的社会行为表现进行 ｔ 检验 ， 结

果见表 ３ 。

表 ３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社会行为的年级差异 （
Ｍ ±ＳＤ ）

低年级
（Ｎ ＝

１８ ） 高年级 （Ｎ ＝
１２ ）

ｔ
Ｐ

亲社会行为 －

０ ． ２７ ± ０ ． ６７
－

０ ． ５９ ± ０ ． ３ ６ １ ． ４９ ０ ． １５

攻击性行为 １ ． ０４ ± １ ． ６５ １ ． ４７ ±１ ． ３ ０
－

０ ． ７５ ０ ． ４６

敏感退缩行为 １ ． １９ ± １ ． ８３ ０ ． ５７ ±１ ． ０９ １ ． ０６ ０ ． ３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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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３ 可知 ， 不同年段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在亲社

会行为 、攻击性行为和敏感退缩行为上均不存在显著

性差异 。

３ ． １ ． ３ 不同智力水平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社会行为差异

表 ４ 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社会行为的智商差异 （
Ｍ ±ＳＤ

）

智力正 常组

（Ｎ －
１６ ）

智力障碍组

（Ｎ 

二
 １４ ）

ｔ
Ｐ

亲社会行为 －

０ ． ４ １ ± ０ ． ８３
－

０ ． ４４ ± ０ ． ２４ ０ ． １５ ０ ． ８ ８

攻击性行为 １ ． ４１ ± １ ． ６３ ０ ． ９４ ± １ ． ２１ ０ ． ９ １ ０ ． ３ ７

敏感退缩行为 １ ． １２ ± １ ． ９３ ０ ． ９４ ± １ ． ３４ ０ ． ２９ ０ ． ７７

为便于显著性检验 ，
根据智 力水平将 ＡＳＤ 儿童分

为智力正常组 （共 １４ 名 ）和智力障碍组 （共 １６ 名 ） ，对两组

ＡＳＤ儿童的社会行为表现进行 ｔ 检验 ，结果见表 ４ 。

由表 ４ 可知 ， 不 同智力水平的 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

在亲社会行为 、攻击性行为和敏感退缩行为上均不存

在显者差异 Ｄ

３ ． ２ 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社会行为与同伴关系相关分析

将同伴关系分为同伴接纳 （个体水平 ） 、友谊 （双向

水平 ）和社会网络 （群体水平 ）三个维度 。 同伴接纳包

括同伴接纳和同伴拒斥
；
友谊包括互选朋友的数量

；
社

会网络包括个体网络 中心度 。 对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社会行为 的三个维度 （亲社会行为 、攻击性行为 、敏感

退缩行为 ） 与同伴关系进行相关分析 ，
结果见表 ５

。

表 ５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社会行为与 同伴关系的相关分析

亲社会行为 攻击性行为 敏感退缩行为

同伴接纳 ０ ． ８２

＊＊
－

０ ． ２１
－

０ ． ００

同伴拒斥 －

０ ． ３２ ０ ． ７４
＊＊

０ ． ３ ５

互选朋 友数量 ０ ． ６８

＊＊

－ ０ ． ３３ － ０ ． １９

个体网络中 心度 ０ ． ８５

＊＊
－

０ ． ２２ ０ ． ０２

注 ：

＊

ｐ ＜ ０ ． ０５ ，

＊ ＊

ｐ ＜ ０ ． ０ １

如表 ５ 所示 ， 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的亲社会行为与

其同伴接纳 、互选朋友数量和个体网络中心度均呈极

其显著正相关 ，
与同伴拒斥无显著相关

；

攻击性行为与

同伴拒斥具有极其显著正相关 ，
与其余指标无显著相

关
；
敏感退缩行为与所有 同伴接纳指标均无显著相关 。

３ ． ３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社会行为对其同 伴关系影响

的 回 归分析

以 同伴接纳 、 同伴拒斥 、互选朋友数量和个体网络

中 心度为因变量进行多层线性回归 。 第一步 ，
将性别 、

年龄、年级和智商程度纳人回归模型 ；
第二步将亲社会

行为或攻击性行为纳人回 归模型 （依据相关分析结果

确定纳人回归模型的 自 变量 ）
，
结果见表 心

由表 ６ 可知 ， 将性别 、年龄、年级和智商程度纳人

回归模型后 ， 同伴接纳 （ Ｆ０ ，

２５
：

）
＝ ２ ． １２

， Ｐ
＝０ ． １ １

，
Ｒ

２＝

０ ． ２５ ） 、 同伴拒斥 （巧 ４
，

２５
）

＝１ ． ３４
， ？ 

＝
０ ． ２８

，

１１
２
＝ ０ ． １ ８ ） 、互

选朋友数量 （ Ｆａ ２５ ）
＝１ ． ２０

， Ｐ 
＝０ ． ３４

，

Ｒ
２
＝ ０ ． １６ ） 和个体

网络中心度 （ Ｆａ ２５ ）
＝ ０ ． ９４

， Ｐ 
＝

０ ． ４６
，
Ｒ

２
＝ ０ ． １ ３ ） 四个 回

归模型均无统计学意义 。 当亲社会行为进人回归模型

后
，
同伴接纳模型 （ Ｆ

（５ ， ２４ ）
＝

１２ ．４ １
， ｐ 

＝
０ ． ００

，
Ｒ

２
＝ ０ ． ７２ ） 、

互选朋友数量模型 （ Ｆ
（５ ， ２４）

＝５ ． ４３
， Ｐ 

＝
０ ． ００

，
Ｒ

２
＝ ０ ． ５３ ）

及个体网络中心度模型 ＝１ ３ ． ４５
， ｐ＝０ ． ００

，
Ｒ
２
＝

０ ． ７４ ）均具有 了统计学意义 ，
亲社会行为对以上三个模

型的贡献率分别为 ４７％ 、 ３ ７％ 、６ １％
，
最终模型解释率

分别为 ７２％ 、 ５３ ％ 、 ７４％ 。 当攻击性行为纳人回归模型

后
，
同伴拒斥模型 （仏加 ＝ ７ ． ４〇

， ｐ 

＝
０ ． ００

，

Ｒ
２
＝ ０ ． ６１ ）具

有 了统计 学意义
，
攻击 性行 为对模 型 的 贡献 率为

４３ ％
，
最终模型的解释率为 ６ １ ％ 。 该结果说明

，
性别 、

年龄、年级和智商程度对模型不具预测作用
；
亲社会行

为能够有效预测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的 同伴接纳 、 互选

朋友数量及个体网络中心度 ，
攻击性行为能有效预测

其同伴拒斥 。

表 ６ 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社会行为对其同伴关系影响的多层线性 回归分析

模型 Ｒ Ｒ
２ 调整 Ｒ

２

Ｒ
２

变化 Ｆ Ｐ

１ ０ ． ５０
ａ

０ ． ２５ ０ ． １３ ０ ． ２５ ２ ． １２ ０ ． １ １

同伴接纳
２ ０ ． ８５

ｂ
０ ． ７２ ０ ． ６６ ０ ． ４７ １２ ． ４ １ ０ ． ００

１ ０ ． ４２
ａ

０ ． １ ８ ０ ． ０５ ０ ． １８ １ ． ３４ ０ ． ２８

同伴拒斥
２ ０ ． ７８

°

０ ． ６ １ ０ ． ５ ３ ０ ． ４３ ７ ． ４０ ０ ． ００

１ ０ ． ４０
ａ

０ ． １６ ０ ． ０３ ０ ． １６ １ ． ２０ ０ ． ３４

互选朋友数量
２ ０ ． ７３

ｂ

０ ． ５３ ０ ． ４３ ０ ． ３７ ５ ． ４３ ０ ． ００

１ ０ ． ３６
ａ

０ ． １３ － ０ ． ０ １ ０ ． １３ ０ ． ９４ ０ ． ４６

个体网络 中心度
２ ０ ． ８６

ｂ

０ ． ７４ ０ ． ６８ ０ ． ６ １ １３ ． ４５ ０ ． ００

注 ： ａ代表预测 因素为年龄 、年级 、性别 、智商 ； ｂ代表预测 因素加人 ＡＳＤ儿童亲社会行为 ； ｃ 代表预测 因素加人 ＡＳＤ 儿童攻击性行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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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讨论

４ ． １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社会行为总体较为消极且相

对稳／Ｅ

研究结果显示
，
与普通儿童相 比 ，

整体上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亲社会行为水平较低
，
攻击性行为和敏感退

缩行为水平较高 ，

且不 因年级和智力水平的差异而不

同
，
表现 出 稳定性 。 该结果 与前 人 的研究 结果 一

致 ［
３ ３ ３ ６

］

，
说明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的社会行为 总体较

为消极且相对稳定 。 这可能与 ＡＳＤ 儿童核心障碍有

关 。 不论年级及智力水平 ，
社交沟通缺陷都是 ＡＳＤ 儿

童的核心症状 ［３７ ］

。 他们不仅识别和理解他人情绪 的

能力较弱
，
心理理论和共情能力 异常 ［ ３ ８ ３ ９ ］

，
而且对 同

伴的关注度不高 ，喜欢独处 ，
通过参与互动获得的内在

强化较少 ［４？
，
这些均让 ＡＳＤ儿童缺乏发展亲社会行为

的动力
，
亲社会行为发展水平较低

，
更多表现 出敏感退

缩行为 。 同时 ， 许多 ＡＳＤ 儿童兴趣狭隘 ， 具有重复刻

板性行为
，

且多伴随触觉 、 听觉等感官异常 ，
外加其具

有沟通障碍 ，与环境 中 的他人或事物互动时面 临诸多

挑战 ，容易产生冲突 ，从而诱发其表现 出较多 的攻击性

行为Ｗ Ｍ
。

需注意的是 ， 本研究结果显示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

的亲社会行为与攻击性和敏感退缩行为在具体类型

分布上并没有呈现 出完全相反的状况 。 在亲社会行为

中
，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一般型 占 比最高 ，

低水平型居

中
，高水平型占 比最低 ，但攻击性行为和敏感退缩行为

却均表现为高水平型占 比最高 ，

一般型次之
，
低水平型

最少
，
同属于低亲社会型、高攻击性型和高敏感退缩型

（ ７ 人 ）或三个维度上均为一般型 （ ２ 人 ） 的 ＡＳＤ儿童仅

占 ３０％ 。 该结果说明有大量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同属
一般亲社会型和高攻击性型或高敏感退缩型 ， 抑或 同

属低亲社会型和一般攻击性型或高 ／低敏感退缩型 。

这意味着不少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在 日 常 同伴互动过

程中 既可能在某种特定时刻表现 出 亲社会行为 ，也可

能在其他特定时刻表现 出攻击或敏感退缩行为 ，
三者

并不完全相互排斥 ，
关系较为复杂 。 所以 ，

应全方位 、

客观地看待 ＡＳＤ儿童的社会行为 。

４ ． ２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亲社会行为和 攻击性行为能

预测其同伴关系

研究发现亲社会行为 、攻击性行为和敏感退缩行

为对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同伴 接纳 、 同伴拒斥 、 互选朋

友数量及个体 网络中 心度等 同伴关系指标上具有不

同 的影响 。 首先 ，
亲社会行为能够显著预测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同伴接纳 、互选朋友数量和个体网络 中心度
，

且模型解释率较高 。 该结果说 明与普通儿童相 同 ，
对

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而言
，
亲社会行为是其同伴接纳和

友谊关系建立 的重要先决条件之
一 ［ ４５ ４６ ］

， 亲社会行

为水平越高 ，越有助于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为 同伴所接

纳 、建立友谊并参与到班级社交活动 中
［４７ ４９ ］

， 相反如

果 ＡＳＤ儿童缺乏 明显 的社交动机 ，
亲社会行为弱

，
将

影响其在班级 中 的 同伴关系质量
［５° ］

。 其次 ， 与 Ｏｂｅｒｉｅ

等人研究结果一致
［５ １ ］

，本研究结果显示攻击性行为能

够显著预测随班就读 ＡＳＤ儿童的同伴拒斥 ， 其攻击性

行为越高 ，其更可能为 同伴所排斥 。 攻击性行为是社

会所不提倡的行为 ， 自 幼儿期开始教师或家长等成年

人便开始教导儿童控制并减少 自 身的攻击性行为 ， 通

常至小学阶段大部分儿童能够较好地控制 自 己 的行

为
，
如若该阶段还出 现攻击性行为 ，

则更多会被认为是

异常的且被负 面评价
［５２ ？ ］

。 本研究 ＡＳＤ 儿童均来 自

于普通小学 ，其攻击性行为更可能被同伴评价为负向 ，

从而引发更高的同伴拒斥 。 第三
，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

敏感退缩行为与其 同伴关系各项指标均无显著相关 。

该结果与前人有关普通儿童 的研究并不
一致 ［５５ ］

。 这

可能与 ＡＳＤ儿童通常 同时兼具较高水平的攻击性行

为和退缩敏感行为有关 。 相 比攻击性行为的不可接受

性 ，在中 国文化中敏感退缩并不是不可接受的 ，甚至可

能与
“

内敛
”

或
“

内 秀
”

等积极品质相联系
［ ５６ ］

。 当 ＡＳＤ

儿童同时兼具这两种社会行为时 ， 攻击性行为更可能

被置于焦点中诱发 同伴拒斥 ， 而敏感退缩行为更可能

被忽略或接受 。

５ 结论及建议

研究结果显亦 ，虽然不少 ＡＳＤ 儿童 同属于一般亲

社会型和高攻击性型或高敏感退缩型 ， 但整体上随班

就读 ＡＳＤ儿童亲社会行为水平较低
，
攻击性及敏感退

缩行为水平较高 ，
具有较高稳定性 ，

且 ＡＳＤ 儿童的亲

社会行为能够显著预测其 同伴接纳 、 友谊数量及班级

网络参与度
，
攻击性行为能够显著预测其 同伴拒斥 。

因此
，
为 了提升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童的 同伴关系

，
需正

确认识 ＡＳＤ儿童的社会行为表现 ， 从培养亲社会行为

和消除攻击性行为两方面同时人手 。

５ ． １ 正确认识 ＡＳＤ 儿童的社会行为表现 ， 挖掘潜在

的亲社会行为

研究发现 ７０％ 的 ＡＳＤ 儿童社会行为表现较为复

杂 ，并非单纯表现为低亲社会性及高攻击性或敏感退

缩性 ，在同班互动 中 他们既可能在某种特定时刻表现

出 亲社会性 ，也可能在其他特定时刻表现出 攻击性或

敏感退缩性 。 因此 ，教育者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 ，摒弃

可能存在的偏见 。 在 日 常 的教育过程中 ， 要注意观察

和挖掘 ＡＳＤ儿童在同伴互动过程中 表现出 来 的亲社

会行为或具有亲社会倾向 的行为
，
并对其亲社会行为

面向 的对象特征进行分析 ，
寻找其表现 出 亲社会行为

的可能原因
，
加 以鼓励和积极引导 ，使其成为亲社会行

为培养的起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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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 ２ 重视社交技能训练 ，重点培养亲社会行为

根据亲社会行为理论 ，儿童要发展出亲社会行为 ，

不仅需要对其同伴的需求有一定的认识 ，
还需要具备

行动的动机和能力 。 如果儿童仅仅了解同伴的需求 ，

而缺乏社交基本技能和使用该技能的动机 ，
则不足 以

产生亲社会行为
［ ５７ ］

。 有研究显示因缺乏实施亲社会

行为所必须的社交技能
，
ＡＳＤ儿童试图在其 同伴受伤

或难过时提供帮助 ，但却换来更多 的同伴拒斥
［５８ ］

。 相

反
，
随着社交技能的提升

，
ＡＳＤ儿童通常能展现出 更恰

当的亲社会行为 ，
同伴接纳度也将获得提升 ［５９ ］

。 此

外
，合作行为作为亲社会行为 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影

响儿童 同伴接纳和 同伴拒斥 的重要因素
［？］

。 因此
，
在

培养特殊儿童亲社会行为时 ， 要重视 ＡＳＤ 儿童社交技

能的训练
，
尤其是合作 、分享等亲社会行为 的发展 ，

以

促进其同伴关系的发展 。

５ ． ３ 教授恰当 的沟通和表达策略 ，最大程度减少攻击

性行为

根据 以往研究
，

ＡＳＤ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更多是 由

其沟通能力缺失造成的 。 因此 ， 建立合适有效的沟通

和表达策略在减少 ＡＳＤ儿童攻击性行为的干预训练

中显得尤为重要
［６ １ ］

。 鉴于 目 前国 内 随班就读 ＡＳＤ 儿

童通常具备一定的表达能力 ， 对他们的沟通和表达训

练可更多教授正确 的恰当 回应 、主动发起、话题保持 、

话题转换 、话题结束等基本的沟通策略 ，
提高其沟通的

有效性与清晰性 ，
从而降低其攻击性行为 ，

减少 同伴拒

斥 。 对于少量无法完整表达语句或者是发音不清晰的

ＡＳＤ儿童
，
可 以教授其使用简单词语进行表达 ，

或使用

图片 、手势及肢体动作等非言语性表达来代替攻击性

行为
，合理表示 自 己 的需求 。

６ 研究不足及建议

本研究在方法上仍有
一些不足

，
在解释本结果时

需加 以注意 。 第一 ，受限客观条件 ，研究采用方便抽样

法进行抽样 ，虽然所得 ＡＳＤ 儿童样本在性别分布上趋

向 ＡＳＤ儿童发生率的性别 比例 ，
且在年龄和智商分布

上均无较大差异 ，但仍然存在样本代表性不足的风险 。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可采取随机抽样方法 ，严格控制性

别 、年龄 、智商 、调查地区 、学校教育水平及氛围等潜在

影响 因素 ， 提高样本的代表性 ， 减少误差 。 第二 ， 虽然

研究尽量扩大样本量 ， 普通儿童调查对象达到了１ １ ３４

人 ，但 ＡＳＤ 儿童样本仅 ３ ０人 ， 刚刚达到大样本要求 ， 而

且部分 ＡＳＤ 儿童因各种原因未完成
“

班级戏剧
”

量表

的填写 。 虽然依据统计方法 ，
ＡＳＤ 儿童问卷完成率并

不影响研究结果
， 但仍有必要在后续研究中 扩大 ＡＳＤ

儿童样本量
，
进一步提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 第三

， 分

析亲社会行为 、 攻击性行为 、 敏感退缩行为对 ＡＳＤ 儿

童 同伴关系的影响 时 ，研究排除了性别 、年龄及智商等

无关因素可能造成的影响 ，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

但是 ， 研究并没有收集所有 ＡＳＤ 儿童的 障碍程度信

息 ，无法排除障碍程度对该结果的影响 。 障碍程度反

映了ＡＳＤ儿童在社交沟通及狭隘兴趣 、 重复刻板行为

方面的表现 ，
与所调查的社会行为具有密切 的联系 ，

二

者可能存在关联 。 后续研究有必要采用专业的评估工

具测评 ＡＳＤ儿童障碍程度 ，
并探讨其在 ＡＳＤ 儿童社交

行为与同伴关系的关系中可能产生的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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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行为 与 同伴接纳 、拒斥 的 关 系 ．

心理发展与 教

育
，
２０００

，１６ （ ３ ） ：７
－

１ １

１ ３Ｍｅｕｗｅｓｅ Ｒ
，
Ｃｉ

ｌ ｌｅ ｓｓ ｅｎＡＨＮ
，
Ｇｉｉｒｏ？ｌｕＢ ．Ｆｒｉｅｎｄｓ ｉ

ｎ

ｈ
ｉｇ
ｈ
ｐ ｌａｃｅ ｓ ：ａ ｄ

ｙ
ａｄ

ｉ
ｃ
ｐｅｒ ｓｐｅｃ ｔｉｖ ｅｏｎｐｅｅｒ ｓｔａｔｕｓａｓ

ｐｒｅ ？

ｄ
ｉ
ｃｔｏｒ ｏｆ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ｑｕａ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ｅｄ

ｉ
ａｔ ｉｎｇ

ｒｏｌｅｏｆ ｅｍ ？

ｐａｔｈｙａｎｄｐｒｏｓｏｃ ｉａｌ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Ｓｏｃ 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１６
，
２６ （ ７ ） ：５０３

－ ５ １９

１４ＣａｒｄＮＡ
，
Ｓａｗａｌａｎｉ ＧＭ

，
ｌｉｔ ｔ

ｌｅＳ Ｔ Ｄ ．Ｄｉ ｒｅｃｔａｎｄＩｎ
？

ｄ ｉ ｒｅ ｃｔＡｇｇｒｅｓ ｓｉｏｎｄｕｒｉｎｇＣｈｉ ｌｄｈｏ ｏｄａｎｄＡｄｏ ｌｅｓ ｃｅｎｃｅ ：Ａ

Ｍｅｔａ 
－

Ａｎａｌ
ｙｔ 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Ｇｅｎｄｅ ｒＤｉ 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ｓ

， Ｉｎｔｅｒ
－

ｃ ｏｒ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

，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 ｉｏｎｓｔｏＭａｌａｄ

ｊ
ｕｓｔｍｅｎ ｔ ．Ｃｈｉ ｌｄＤｅ ？

ｖ 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
，２００８ ，７９ （ ５ ） ： １ １ ８５ －

１２２９

１ ５Ｃｈａｎ
ｇ
Ｌ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Ｅｆｆｅｃｔｓｏｆ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

？

ｓＡ
ｇｇ

ｒｅｓｓ ｉｏｎ
，

ＳｏｃｉａｌＷ 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
，ａｎｄＰｒｏｓ ｏｃｉａｌＬｅａｄｅｒｓｈ ｉｐａｓＦｕｎｃ

？

ｔ ｉｏｎｓｏｆＴｅａｃｈｅｒＢｅ
ｌｉ
ｅｆｓ ａｎｄＢｅｈａｖｉ

ｏ ｒｓ ．Ｃｈ ｉｌ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

？

ｍｅｎｔ
，２００３ ，７ （ ２ ） ：５３ ５

－

５４８

１６ＯｈＷ
，Ｒｕｂｉ

ｎＫＨ
，Ｂｏｗｋｅｒ Ｊ

Ｃ
，ｅｔａｌ ．Ｔｒａ

ｊ

ｅｃｔｏｒｉｅｓｏｆ

ｓｏｃ
ｉ
ａ

ｌｗｉ ｔｈｄｒａｗａ
ｌ ｆｒｏｍｍｉｄｄ ｌ

ｅ ｃｈｉ ｌｄｈｏ ｏｄｔｏｅａ ｒ
ｌｙ

ａｄｏｌ
ｅ ｓ ？

ｃ ｅｎｃｅ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Ｃｈ

ｉ
ｌｄ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０８ ，

３ ６ （
４

） ：５５３
－

５６６

１ ７ 郭伯 良
，

张雷 ． 儿 童退缩和 同伴 关 系 的 相 关 ． 中

国 临 床心理学 杂志
，

２００４
，
（ ２ ） ：１ ３７

－

１４０

１ ８Ｒｕｂ ｉｎＫＨ
，
Ｗｏ

ｊ
ｓ ｌａｗｏｗｉｃｚＪＣ

，
Ｒｏｓｅ

－

ＫｒａｓｎｏｒＬ
，ｅｔ

ａｌ ．ＴｈｅＢｅ ｓｔＦｒｉｅｎｄｓｈ ｉｐｓｏｆＳｈ
ｙ
／Ｗｉ ｔｈｄｒａｗｎＣｈ ｉｌｄｒｅｎ ：

Ｐｒｅｖａｌｅｎｃｅ
，Ｓ ｔａｂ ｉｌ ｉｔｙ ，ａｎｄ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ＡｂｎｏｒｍａｌＣｈｉ ｌｄ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０６ ，３４ （ ２ ） ：１ ３９－

１ ５３

１９ 刘 爱书 ，
于增艳 ，

杨 飞 龙 ． 儿童社交退缩 、 同伴 关

系 和社会信息加工特点 的 关 系 ．

心理科学 ，
２０１ １

，

３ ４（ ５ ） ：１ １ １ ３
－

１ １ １９

２０Ｈａｓｅｌａ
ｇ
ｅｒ ＧＪＴ ，ＨａｒｔｕｐＷＷ

，Ｃｏｍｅｌ ｉｓＦＭ
，ｅｔａｌ ．

Ｓｉｍｉ ｌａｒｉ ｔｉ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ＦｒｉｅｎｄｓａｎｄＮｏｎｆｒｉｅｎｄｓｉｎＭｉｄｄｌｅ

Ｃｈ ｉｌｄｈｏｏｄ ．Ｃｈｉ ｌｄ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 ｔ

，１９９８
，６９ （４ ） ：１ １９８ －

１２０８

２１ＨｅｂｒｏｎＪ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Ｎ ，ＯｌｄｆｉｅｌｄＪ ．Ｖｕｌ
ｎｅｒａｂｉ ｌｉ ｔｙｔｏ

ｂｕ ｌｌ
ｙｉ
ｎ
ｇ

ｏｆ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ｗｉ ｔｈａｕ ｔｉ 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ｏｎｄ

ｉ ｔｉｏｎｓ ｉ
ｎ

ｍａ
ｉ
ｎｓｔｒｅａｍ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ａｍｕ ｌ ｔｉ

－ｉ
ｎｆｏｒｍａｎ ｔｑｕａｌ

ｉｔ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 ｉｏｎ ．Ｊｏｕｒｎ ａｌｏｆ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ｐｅｃｉａ ｌ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

Ｎｅｅｄｓ
，２０ １ ５

，１ ５ （ ３ ） ：１ ８５
－

１９３

２２ＯｒｓｍｏｎｄＧＩ
，Ｋｒａｕｓ ｓＭＷ

，Ｓｅｌ ｔｚｅｒ ＭＭ ．ＰｅｅｒＲｅｌａ ？

ｔ 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ａｎｄＲｅｃ ｒｅａ ｔｉｏｎａｌＡｃｔ ｉｖｉ ｔ ｉｅｓＡｍｏｎｇ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ｓａｎｄＡｄｕ ｌｔｓｗｉ ｔｈＡｕｔ ｉ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ｕ ｔ ｉｓｍ

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ｌ Ｄｉ ｓｏｒｄｅｒｓ
，２００４ ，３４ （ ３ ） ：２４５－２５６

２３ＨｅｂｒｏｎＪ ，ＨｕｍｐｈｒｅｙＮ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ｔｏｂｕｌ ｌ
ｙ

ｉｎ
ｇａｍｏｎｇ

ｓｔｕｄｅｎ ｔｓｗｉ ｔｈａｕｔ 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ｃｏｎｄｉｔ ｉｏｎｓ ：ａｍｕ ｌｔ ｉ
－

ｉｎ
？

ｆｏｒｍａｎｔａｎａｌｙ
ｓ
ｉ
ｓｏｆｒｉ ｓｋａｎｄ

ｐ
ｒｏｔｅｃｔｉｖｅｆａｃ ｔｏｒｓ ．Ａｕ ｔ ｉｓｍ ：

Ｔｈｅ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Ｒｅｓｅａ ｒｃｈ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

２０１４
，１ ８（６ ） ：６１ ８

－ ６３ ０

２４ＬｅｅｋａｍＳＲ
，Ｎｉ

ｅｔｏＣ
，ｌｉｂｂｙＳＪ ，ｅｔａｌ ．Ｄｅｓ ｃｒｉｂ ｉ

ｎ
ｇｔ

ｈｅ

ｓｅｎｓｏ ｒ
ｙａｂｎｏｒｍａｌ

ｉ ｔ ｉｅ ｓｏｆｃｈ
ｉ
ｌｄｒｅｎａｎｄａｄｕｌ ｔｓｗｉｔｈａｕ？

ｔ ｉ ｓｍ ．

Ｊ
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ｕ ｔｉ ｓ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ｉ

ｓｏｒｄｅ ｒｓ
，

２００７
，３７ （ ５ ） ： ８９４

－

９１０

２５ＣａｐｐａｄｏｃｉａＭＣ
，Ｗｅｉｓ ｓＪＡ ，Ｐｅｐ ｌｅｒ Ｄ ．Ｂｕ ｌｌ

ｙ
ｉｎ
ｇ
ｅｘｐｅ

？

ｒｉｅｎｃｅｓａｍｏｎ
ｇ

ｃｈｉ ｌｄｒｅｎａｎｄ
ｙ

ｏｕｔｈｗｉ ｔｈａｕｔ ｉ ｓｍ ｓｐｅｃ ｔｒｕｍ

ｄ ｉｓｏｒｄｅｒ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Ａｕ ｔｉ ｓｍ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ｌＤｉ ｓｏｒ
？

ｄｅｒｓ
，２０１２

，４２ （ ２ ） ：２６６ － ２７７

２６２８５６陈欣银 ，
Ｒｕｂ ｉｎＫ Ｈ

， 李丹 ，
等 ． 中 国和 西

方儿童的 社会行为及其社会接受性研 究 ．

心理科

学
，

１９９２
，（ ２ ） ：３－ ９

２７陈斌斌 ， 李丹 ．

儿童亲社会行为 测 量回顾 与反思 ．

心理研究
，
２００９

，２ （ ２ ） ：１６ － ２１

２９Ｂｕｋｏｗｓｋ ｉＷ
，ＨｏｚａＢ ．Ｐｏｐｕ ｌ

ａｒｉｔｙａｎｄ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ｉｐ ： Ｉｓ
？

ｓｕｅｓｉｎ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 ， 
ｍｅａ 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ｕ ｔｃｏｍｅ ．Ｐｅｅｒ ｒｅ ？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ｐｓｉ

ｎｃｈ
ｉ
ｌ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 ．ＮｅｗＹｏｒｋ ：Ｗｉ

ｌｅ
ｙ ，

１９８９ ．１５
－ ４５

３ ０Ｇ
ｉ
ｆｆｏｒｄ

－

Ｓｍｉ ｔｈＭＥ
， 
Ｂｒｏｗｎｅｌ ｌＣＡ ．Ｃｈ

ｉ
ｌｄｈｏｏｄ

ｐｅｅｒｒｅ
？

ｌａｔ ｉｏｎｓｈ ｉｐｓ
：Ｓｏｃｉａｌａｃｃｅｐｔａｎｃｅ

，
ｆｒｉｅｎｄｓｈ ｉｐｓ ，ａｎｄｐｅｅｒ

ｎｅｔｗｏ ｒｋ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ｃｈｏｏｌ Ｐｓ
ｙ
ｃｈｏｌｏ

ｇｙ ，２００３ ，４ １ （４ ） ：

２３ ５－２８４

３ １ 任加艳
，

张新立 ． 融合教育环境 中 听 觉 障碍幼 儿

同伴 关 系 现状及 其 改善 策 略 ． 学 前教 育研 究
，

２０１６
，２５６ （４ ） ：４４ －

５５

３ ２ 李幼穗 ，
孙红梅 ．

儿童孤独感 与 同伴关 系 、社会行

为及社交 自 我 知 觉 的 研究 ．

心 理科 学
，
２００７

，３０

（ １ ） ：８４ －

８ ８

３ ３５７ｌｉｅｂａｌＫ
，Ｃｏｌ

ｏｍｂｉＣ
，ＲｏｇｅｒｓＳ Ｊ ，ｅｔａｌ

．Ｈｅｌｐ ｉ
ｎ
ｇ

ａｎｄＣｏｏｐｅｒａｔ ｉｏｎｉｎＣｈ ｉｌｄｒｅｎｗｉｔｈＡｕｔ ｉ ｓｍ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

Ａｕｔ ｉ ｓ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ｌＤｉ ｓｏｒｄｅｒｓ
，２００８ ，３ ８ （ ２ ） ：

２２４
－

２３ ８

３ ４ＦａｎｎｅｒＣＡ
，ＡｍａｎＭＧ ．Ａｇｇ

ｒｅｓｓ
ｉ
ｖｅｂｅｈａｖ ｉ

ｏｒ
ｉ
ｎａｓ ａｍ？

ｐ ｌｅｏｆｃｈ ｉｌｄｒｅｎｗｉ ｔｈａｕ ｔ ｉ 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 ｓｏｒｄｅｒｓ ．Ｒｅ ？

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Ａｕｔ ｉ 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
ｓｏｒｄｅｒｓ

，２０ １ １
，５ （ １ ）： ０ 

－

３２３

３ ５ＡｎｄｅｒｓｏｎＤＫ
，Ｍａ

ｙ
ｅＭＰ

，ＬｏｒｄＣ ．Ｃｈａｎ
ｇ
ｅｓｉ

ｎＭａｌ
？

ａｄａｐ 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ｆｒｏｍｍｉｄ－ｃｈ ｉｌｄｈｏｏｄｔｏＹｏｕｎｇ

Ａｄｕ ｌｔｈｏｏｄｉｎＡｕ ｔｉ 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
ｓ ｏｒｄｅｒ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ｊ

ｏｕｒ ？

ｎａｌｏｎｉｎ ｔｅ ｌｌｅ ｃｔｕ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ｉ ｓａｂ ｉｌ ｉｔ ｉｅ ｓ
，２０１ １

，



随班就读 自 闭 症谱系障碍儿童社会行为特点及其对 同伴关系的影响 ／张珍珍 连福鑫 ？４ １ ？

１ １６ （ ５ ） ：３ ８１ －３９７

３ ６ 陈 欣银 ， 李伯黍 ， 李正云 ． 中 国 儿童的 亲子关 系 、

社会行为及同伴接受性的研究 ．

心理 学报
，

１９９５
，

２７ （ ３ ） ：３ ２９ －

３ ３６

３ ７Ｓｈａｔ ｔｕｃｋＰＴ
，
Ｓｅｌ ｔｚｅｒＭＭ

，
Ｇｒｅｅｎｂｅ ｒ

ｇＪ
Ｓ

，
ｅｔａｌ ．

Ｃｈａｎ
ｇ
ｅ ｉｎＡｕｔ ｉ ｓｍＳ

ｙ
ｍｐｔｏｍｓａｎｄＭａｌａｄａｐ ｔｉｖｅＢｅｈａｖｉ

ｏｒ ｓ

ｉｎ Ａｄｏｌｅｓ ｃｅｎｔｓａｎｄ Ａｄｕｌ ｔｓｗｉ ｔｈａｎ Ａｕｔ 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 ｓ
？

ｏ ｒｄｅｒ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ｕｔ ｉｓｍ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 ｔａｌＤｉｓ ｏｒｄｅｒ ｓ
，

２００７
，３７ （ ９ ） ： １ ７３ ５ －

１ ７４７

３ ８Ｃｈａｒｍａｎ Ｔ
，Ｓｗｅｔｔｅｎｈａｍ

Ｊ ，Ｂａｒｏｎ －ＣｏｈｅｎＳ
，ｅｔ ａｌ

．Ａ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ｉ
ｎｖｅ ｓｔｉｇ

ａｔ ｉｏｎｏｆｓ ｏｃｉ
ａ ｌ

－

ｃｏ
ｇ
ｎ

ｉｔ ｉｖｅａｂ ｉ
ｌ
ｉｔ ｉｅ ｓ

ｉ
ｎｉ

ｎｆａｎ ｔｓｗｉ ｔｈａｕ ｔｉ ｓｍ ：Ｃ ｌ
ｉ
ｎ

ｉ
ｃａｌ

ｉ
ｍｐ ｌ

ｉ
ｃａｔ ｉｏｎｓ ． Ｉｎｆａｎｔ

ＭｅｎｔａｌＨｅ ａｌｔｈＪｏｕｒｎ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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