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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融合教育中自闭症儿童
午睡问题的行为干预
张 兰 王利丽

【摘 要】 学前融合教育中的全日融合教育是指特殊儿童参与幼儿园全天的课程活动。全日融合教

育涉及午睡环节，而睡眠问题是自闭症儿童常见的行为问题之一，午睡问题不仅会对自闭症儿童的情绪行

为产生消极影响，也会降低其他儿童的睡眠质量，给融合教育教师的管理带来较大的困难。本研究采用跨

情境方式，综合资源教室和融合班级两种情境，对干预对象合理使用消退策略、前奏事件干预策略和刺激

渐隐策略等，引导干预对象顺利进入午睡状态，以提高全日融合教育的质量。

【关键词】 学前融合教育；自闭症；午睡问题；行为干预；跨情境方式

【中图分类号】 G764

学前融合教育是指把 3至 6岁的特殊儿童安

置在普通幼儿园接受教育康复服务。学前融合教育

包括半日融合教育、全日融合教育等方式，其中，全

日融合教育是指特殊儿童参与幼儿园全天的课程

活动。在幼儿园开展全日融合教育的一大困难是午

睡问题。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睡眠问题的出现率

显著高于普通儿童，其常见的睡眠问题有：入睡和

维持睡眠困难、睡眠质量不高、早醒、睡前扰乱和抵

抗行为、快速眼动睡眠障碍等。［1］其中，睡前扰乱和

抵抗行为是主要的午睡问题，表现为哭闹、尖叫、发

脾气、说话等行为。

午睡问题不仅会对自闭症儿童的情绪行为产

生消极影响，也降低了其他儿童的睡眠质量，给融

合教育教师的管理带来了较大的困难。为此，本研

究合理使用多种干预方法对自闭症儿童的午睡问

题进行干预，以减少自闭症儿童的睡前扰乱和抵抗

行为，改善其入睡和睡眠质量，降低普通幼儿受到

的负面影响，从而提升全日融合教育的质量。

一、个案基本情况分析

添添（化名），男，2011年 10月出生，3岁时被

诊断为自闭症。他有一定的语言能力，但与人基本

没有语言互动；粗大动作发展很好，但是精细动作

比较差，不会用筷子、剪刀；认知能力尚可，能够认

识日常生活中的东西，可命名水果、蔬菜、动物，不

会分类；情绪易激动，抗挫能力较差，自信心不足，

依赖性很强；有如厕能力，但需要语言提示。

添添在苏州市某幼儿园接受全日融合教育，有

比较突出的午睡问题，主要为入睡困难和睡前扰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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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这些午睡问题对添添的情绪行为产生了消极

影响，降低了全日融合教育的质量。

二、个案干预方法和过程

针对添添的午睡问题，本研究采用跨情境方式

（资源教室和融合班级两种情境）进行干预，合理使

用消退策略、前奏事件干预策略和刺激渐隐策略

等，期望达到“自闭症儿童能够在融合班级里正常

入睡且没有扰乱行为”的目标。

（一）干预第一阶段：利用连锁原理和消退策

略，积极干预资源教室中的午睡

本阶段在资源教室实施干预，首先利用连锁原

理帮助添添建立良好的睡前惯例，然后使用消退策

略和逐渐消退策略减少睡前扰乱行为。

最初，添添无法躺在床上，而是在资源教室里

不停地转。教师利用连锁原理为添添建立良好的睡

前惯例，将一系列行为组成特定的行为链，使行为

链中的每个行为成为下一个行为的前奏刺激，最终

使儿童顺利入睡。建立的睡前惯例如下：首先，教师

带添添爬上幼儿园操场上的攀登架，与添添聊聊上

午发生的事情，聊完后各自安静五分钟；随后，教师

带添添回资源教室，让他躺在床上听教师讲故事；

最后，拉下窗帘，睡觉。

睡前惯例建立后，添添能够躺在床上，但是有

说话、大笑的睡前扰乱行为。有研究表明，儿童睡眠

问题行为的功能是正强化，即期待教师或家长的关

注，［2］使用消退策略对睡前扰乱行为、发脾气行为

等有一定的干预效果。［3］因此，教师使用消退策略

对添添的睡前扰乱行为进行干预。教师让添添躺在

床上，讲完故事，拉上窗帘，然后就走出房间。这时

添添出现大声说话和大笑的睡前扰乱行为，教师不

进房间，任由他说话和大笑。

使用消退策略后，添添最终能够入睡，但是大

笑和说话的行为增多，入睡时间比较长，睡眠时间

比较短。针对这一情况，教师改用逐渐消退策略。［4］

其步骤如下：首先，教师在让添添睡觉后离开房间，

忽视他抵抗入睡的扰乱行为 5分钟；然后教师快速

地查看添添的睡眠情况，在给予少量关注后，马上

离开他的视线；之后，教师系统性地增加忽视添添

的时间，从而缩短添添的入睡时间，降低添添说话、

大笑出现的频率。最终，添添能够在资源教室独立

睡觉，且睡前扰乱行为降低了 80%。

（二）干预第二阶段：利用前奏事件干预策略和

刺激渐隐策略，帮助达成融合班级中的午睡

本阶段主要利用前奏事件干预策略和刺激渐

隐策略帮助自闭症儿童在融合班级独立入睡，且基

本没有睡前扰乱行为。

在融合班级里午睡时，添添能够躺在床上，但

是有睡前扰乱行为。教师基于积极行为支持的理

念，使用了前奏事件干预策略，即在添添没有发生

扰乱行为之前，教师抱着添添入睡。一段时间后，添

添能够正常入睡，且没有睡前扰乱行为，但是需要

教师同睡。此时，教师使用刺激渐隐策略，逐渐拉大

午睡时与儿童的距离，从而达到让儿童可以独立入

睡的目的。步骤如下：第一步，教师在添添旁边的床

铺上睡觉；第二步，教师在添添对面的床铺上睡觉，

让他抬头能够看见教师；第三步，教师拉远与添添

的距离（添添看不到教师）。最终，即使教师不在教

室，添添也能够独立入睡。

三、干预成效与思考

干预第一阶段，教师花了两个月时间，帮助添

添做到在资源教室独立午睡；干预第二阶段，教师

花了将近一年时间，帮助添添基本达到“能够在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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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班级里独立午睡”的目标。

虽然添添在幼儿园的午睡问题基本得到解决，

但是他在家里的睡眠状况依旧不好，特别是晚上入

睡时间非常晚。在添添家长的协助下，教师通过远程

视频的方式干预添添晚上的睡眠问题，使他亦能在

30分钟内入睡。在实施干预的过程中，教师对遇到

的问题产生了如下思考。

（一）积极面对暂时退化现象

在两个干预阶段中，添添的发展并不是始终

保持前进状态的，有时退化得很厉害，变得难以

入睡，并表现出说话和大声笑的扰乱行为。这时

候，教师需要保持乐观的心态，耐心地陪伴他、等

待他、帮助他，让他渐渐明白什么时候该睡觉。教

师一直努力传递给干预对象的信息就是：你可以

做到的，老师相信你。

（二）合理使用多种干预策略

在干预过程中，并不是每个时间段仅使用一种

行为干预策略。教师要主动分析自闭症儿童在干预

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及背后的心理原因，及时选择适

当的干预策略。其间可能出现同时使用多种策略的

情况，也可能发生个别策略在不同阶段反复使用的

情况。此外，由于自闭症儿童的情绪稳定性比较差，

教师需给予尽可能多的情感支持。如添添已经能够

独立入睡了，但某阶段的情绪比较差，那么教师也

可以临时调整干预，陪伴他入睡。

（三）主动提供家庭干预指导

当添添在幼儿园午睡的问题得到解决时，他在

家中的入睡问题仍然存在，经过教师试验和干预，

问题也得到相应解决。家长通常缺乏有关睡眠问题

干预策略的知识，因此，教师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给

予家长一些基本干预策略的指导，逐步提高家长处

理自闭症儿童睡眠问题的能力，从根本上帮助解决

自闭症儿童的睡眠问题和家长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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