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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孤独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影响社交互动和沟通能力。在数学学习中，孤独症儿童面临一系列认知挑战，

如注意力不集中、理解能力弱、学习兴趣弱和过度专注于细节等。为了帮助他们克服这些困难，本文提出了一系列

具体的教学对策，通过这些策略，教师可以为孤独症儿童提供有效的数学教学支持，帮助他们提高数学水平和学习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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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学学习中，孤独症儿童面临着独特的认知特

点和挑战。为了更好地帮助这些儿童，本文将深入探

讨孤独症儿童在数学学习中的认知特点及教学对策。

通过了解这些认知特点，可以为教师提供实用的教学

建议，帮助他们为孤独症儿童量身定制有效的教学方

案，从而克服数学学习中的困难，提高学习效果。

一、孤独症概述

孤独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影响人的社交互动

和沟通能力 [1]。它通常在儿童期出现，并伴随一生。

孤独症患者面临许多挑战，包括理解、表达和与他

人互动的困难。他们对周围环境、声音和触觉等感官

刺激过度敏感或不够敏感。孤独症的症状和严重程度

各不相同，因此需要个性化的治疗和支持。及时的干

预和训练可以帮助患者及其家庭最大限度地提高生活

质量。

二、孤独症儿童在数学学习中的认知特点

（一）注意力不集中

孤独症儿童在数学学习中往往难以长时间集中注

意力，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现象是由于他们的神经发

育特点所导致的。在数学学习中，他们会频繁分心，

无法持续关注一个任务或问题。比如，在他们正在解

决一个数学问题时，会被外界的细微变化或者自己的

思绪所干扰，导致注意力分散，无法完成当前的任务。

这种注意力不集中的问题不仅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效果，

还干扰他们解决问题的过程。他们会错过教师讲解的

重要步骤，或者在解决问题时忽略关键的信息，无法

得出正确的答案。

（二）理解能力弱

孤独症儿童在理解数学概念和问题方面存在困

难，这种困难源于他们的抽象思维障碍或对数学问题

的非语言成分（如空间关系）的理解困难 [2]。当他们

学习几何图形或数量关系时，会感到困惑和迷茫。他

们往往难以理解图形的属性、形状、大小等概念，或

者无法理解数量之间的关系和变化。此外，孤独症儿

童在解决涉及文字描述的数学问题时会感到迷茫。他

们难以理解问题的背景、目标和条件，无法找到正确

的解题方法。比如，他们无法理解应用题中的情境和

要求，无法将数学模型与实际问题联系起来。

（三）学习兴趣弱

孤独症儿童对数学学习缺乏兴趣源于他们的兴趣

范围相对狭窄，以及行为刻板的倾向。这些儿童只对

特定的某些事物或活动产生兴趣，而对于其他事物则

缺乏关注。他们的大脑似乎对不感兴趣的事物表现出

过滤功能，这使得他们在接触和学习数学时可能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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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味和无聊，无法投入其中。这种状态如果持续过久，

会对他们的学习效果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降低他们

的学习动力和积极性。在未来的学习中，他们会因为

无法感受到数学的乐趣和意义而产生厌学情绪，进一

步影响他们的学业。

（四）过度专注细节

孤独症儿童在数学学习中会过度专注于细节，而

忽略整体的意义。这意味着他们往往只关注问题中的

某一部分，而无法理解整个问题的含义。当他们解决

一个多步骤的问题时，他们只会关注其中一个步骤或

细节，而忽略了问题的整体目标和要求，从而无法找

到正确的解决方法。例如，在解决涉及多个数字的问

题时，他们只关注其中一个数字或细节，而忽略了问

题的整体结构和要求。

三、孤独症儿童在数学学习中的教学对策

（一）创造稳定的学习环境

为了提高孤独症儿童的数学学习效果，创造一个

稳定的学习环境是至关重要的。孤独症儿童通常对周

围环境的变化感到不安，因此需要减少干扰和变化，

以帮助他们更好地集中注意力 [3]。教师可以制订并实

施固定的教学程序，这意味着按照相同的顺序进行课

程，使用相同的教学材料和策略。这种一致性可以帮

助孤独症儿童熟悉并预测学习过程，从而减少焦虑和

分散注意力。在数学教学中，教师可以采取一些方法

来减少干扰。例如，关闭窗户、减少噪音等，以减少

外部环境对学习的影响。组织课堂秩序和规定课堂上

的行为准则也是减少分心的有效方法。另外，与家长

的合作也可以创造一个更加稳定的学习环境。家长可

以提供有关孩子的学习需求和偏好，以及在家中的日

常习惯的信息。这有助于教师更好地理解孩子，并制

订更加个性化的教学计划和方法。通过实施固定的教

学程序、减少外界干扰、组织课堂秩序和与家长合作

等方法，可以为这些儿童提供一个更加聚焦和有效的

学习环境，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数学知识。

（二）运用直观教具和多媒体

对于孤独症儿童来说，运用直观教具和多媒体可

以有效地提高他们的数学学习能力。这些教具和多媒

体可以提供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种感官刺激，帮助

他们更好地理解和记忆数学知识。在数学教学中，教

师可以利用各种直观教具，如数字卡片来帮助孤独症

儿童识别和区分不同的数学概念。

例如，在“11—20 各数的认识”的教学中，教师

可以使用数字卡片来帮助孤独症儿童认识 11—20 各

数。教师提前准备一套数字卡片，每张卡片上写有不

同的数字，从 11 到 20。通过展示这些数字卡片，教

师可以让孩子们观察、触摸和感知数字的形状和大小，

帮助他们建立对每个数字的直观理解。同时，教师可

以配合使用口头指导，如：“这张卡片上的数字是 14，

它是由 1和 4 组成的。”通过多次反复操作和练习，孩

子们可以逐渐记住 11—20 各数的形状和构成方式。此

外，多媒体也是一种有效的辅助工具。教师可以利用

希沃白板、展示仪或计算机软件等多媒体设备，展示

与 11—20 各数相关的图形、图片或视频。通过观看这

些多媒体内容，孩子们可以直观地感知到每个数字的

形象特征，加深对它们的记忆和认识。再例如，通过

展示数字“14”的图片，教师可以向孩子们解释它是

由“1个十”和“4个一”组成的。运用直观教具和多

媒体可以提高孤独症儿童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和记忆能

力。通过视觉、听觉和触觉等多种感官刺激，孩子们

可以更好地认识和记住 11—20 各数，并在数学学习中

取得进步。

（三）运用分解任务和步骤

在孤独症儿童的数学教学中，分解任务和步骤是

一项至关重要的策略。由于孤独症儿童的思维比较局

限，他们往往难以处理复杂的问题。通过将复杂的数

学问题分解为多个小任务和步骤，教师可以帮助他们

更好地理解和解决这些问题。分解任务和步骤包括将

一个复杂的数学问题分解为更小的部分，并将这些部

分逐步呈现给孩子们。每一步都给予明确的解释和示

范，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问题的各个部分，并

逐步掌握解题的方法。这种策略可以降低任务的难度

和复杂性，使孩子们更容易掌握和适应。

例如，在“20 以内的不进位加法”教学中，教师

可以将任务分解为以下几个步骤：第一，让孩子明白

加法是将两个或多个数字合并成一个总和的过程；第

二，识别数字，让他们熟悉 20 以内的所有数字；第三，

将大数分解为 20 以内的数字；第四，掌握加法口诀，

如“一九一九好朋友”“二八二八手拉手”等；第五，

通过练习提高加法计算能力；第六，及时纠正错误；

第七，定期回顾和复习所学的内容。通过这些步骤，

孩子们可以逐步掌握 20 以内不进位加法的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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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运用重复性和序列化

孤独症儿童在数学学习中，会对重复性和序列化

的内容更容易理解和接受 [4]。教师可以通过重复示范、

练习和材料，帮助他们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和记忆。

此外，教师还可以使用一些重复性的材料和练习题来

帮助孩子们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和记忆。孤独症儿

童往往对逻辑和可预测的顺序更加敏感，因此，教师

可以通过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教学来帮助他们更好地

掌握知识。

例如，在教授“20 以内的不退位减法”时，教师

可以采用多种策略来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理解和掌

握。第一，可以多次重复示范计算步骤，确保孩子们

能够理解并掌握计算方法。如，反复示范“从 20 开

始，依次减去 9，直到结果为 0”的计算过程。第二，

通过大量的练习题来提高孩子们的减法计算能力，设

计一些重复性的练习题让孩子们反复进行计算练习。

第三，将减法计算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顺序进行教学，

先教授个位数减法，然后逐渐引入十位数减法。第四，

按照逻辑顺序进行计算教学，先教授加法口诀表，然

后教授减法口诀表。第五，注重可预测性和规律性教

学，教授孩子们识别和记忆减法口诀表中的规律和模

式。第六，使用一些重复性的材料和练习题来帮助孩

子们加深对数学概念的理解和记忆，可以制作包含多

个减法练习题的练习册或使用具有重复性的教具和实

物来辅助教学。这些策略可以帮助孤独症儿童更好地

理解和记忆数学知识，提高他们的数学学习能力。通

过多次重复示范、练习和材料，以及按照逻辑或可预

测的顺序进行教学，教师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掌握

数学知识并提高学习效果。

（五）运用强化奖励机制

建立积极的奖励机制是帮助孤独症儿童学习数学

的重要策略之一，通过给予孩子们适当的奖励和肯定，

可以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和积极性，增强他们学习数

学的动力和自信心。奖励机制可以包括各种形式，如

口头表扬、实物奖励、社交互动等。当孩子们在数学

学习中取得进步或成功时，教师可以给予适当的奖励

和肯定，以鼓励他们继续努力。这种奖励机制不仅可

以帮助孩子们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和自信心，还可以

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在实施奖励机制时，教

师需要注意：奖励机制应该是针对孩子们的个体差异

而设计的，以适应他们的兴趣和需求；奖励的种类和

程度应该与孩子们的学习目标和难度相匹配，以确保

奖励能够有效地激励他们学习；教师需要在奖励的同

时，向孩子们解释奖励的原因和意义，以帮助他们理

解自己的行为是被认可和鼓励的。同时，教师需要根

据孩子们的个体差异设计奖励机制，以确保奖励能够

有效地激励他们学习。

四、结束语

通过创造稳定的学习环境、运用直观教具和多媒

体、分解任务和步骤、重复性和序列化的教学以及强

化奖励机制等策略，教师可以为孤独症儿童提供有效

的数学教学支持。这些策略能有效地帮助孤独症儿童

提高注意力、理解能力、学习能力和学习兴趣。通过

针对性的教学对策，教师可以在最大程度上帮助孤独

症儿童克服数学学习中的困难，提高他们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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