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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语言障碍对儿童的学习、社交甚至整个家庭生活质量形成巨大影响，在发展关键期内对语言障碍儿童给予及时、

系统、有效地干预极为关键。目前我国语言障碍儿童的康复尚处于初创阶段，相关康复理论与方法缺乏系统梳理。语言康复

训练实践中存在内容随机、策略非递进性及方法不明确性等问题。本文阐述了华东师大阶梯式儿童语言康复模式设计的理论

基础、内容和原则，为儿童语言康复提供简明的康复思路和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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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Language disorders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children's learning, social interaction, and even the quality of their 

family life. It is crucial to provide timely, systematic, and effective intervention to children with language disorders during the critical 

period of development. However, the rehabilitation of children with language disorders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and there is a 

lack of systematic review of relevant rehabilitation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the practice of language rehabilitation,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randomness in content, non progressiveness in strategy, and ambiguity in methods. This article elaborates on the theory, 

content, and principles of the Child Language Intervention ECNU Ladder Model, providing a concise rehabilitation approach and 

framework for children's language rehabili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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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语迟儿童发生率约为 4％～7.5％［1］，按最低 3%

的发生率估算，我国仅 0～14 岁的语言障碍儿童即达

700.44万人，在发展关键期内对其进行及时、系统、有效

的干预极为重要。目前我国语言障碍儿童康复教育事业

尚处于起步阶段，相关康复理论与方法缺乏系统梳理。

笔者团队创建了华东师范大学阶梯式儿童语言干预模式

（简称“阶梯模式”）的框架和内容。

2 阶梯式儿童语言干预模式构建的理论基础

2.1 儿童语言发展规律及语言障碍儿童的特征

儿童语言康复是对语言发展落后于同龄正常儿童进

行康复训练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康复师必须了解儿童

语言的发展规律，明确儿童语音、词汇、语法、语用中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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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语言要素，同龄正常儿童在此年龄段应达到什么水平，

该儿童目前处于哪个水平等。

根据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顺序，儿童在学说话前会

经历说话准备阶段。从年龄上看，以会正确说爸爸或妈

妈为前语言阶段和语言阶段的分界点，通过率为 90%时

对应的年龄为 14.6个月，通过率为 50%时对应的年龄为

12.3个月［2］。在前语言简单发声阶段，包括发元音、声音

应答、笑出声、发出不同声音等；听觉感受能力包括对声

音有反应，听到声音转动头或眼，能分辨某些语音，听到

铃声，能水平转头等。呀呀学语阶段包括发 baba/mama，

一连串重复音节，一连串不同音节，能正确叫爸爸/妈妈

等。前语言沟通能力通常在沟通任务中实现，如要求看

到喜欢的物品或他人做动作时出现发声或微笑行为，模

仿时发出不同的声音。因此，在训练中通常结合相应活

动进行。

词语是儿童语言表达的基本材料。约50%的儿童在

12.3个月时能说出第一个词语“爸爸或妈妈”［2］。正常儿

童在学习50个词后，学习新词的速度会加快，还会将不同

词语组合成词组。16～30个月是幼儿词汇的快速发展

期，代词、疑问词和量词的使用一般在19个月开始，之后

发展迅速，30个月幼儿可表达700多个词汇［3］。

正常发展儿童句子理解和表达能力约在2～4.5岁快

速发展。24～29 个月时男童平均有 11.1±6.9 种表达结

构，女童平均有 14.9±5.2种表达结构，此时儿童的词汇量

在 94.0±50.1～189.8±54.5 之间；30～35 个月男女儿童的

表达结构分别为16.5±4.6和17.8±3.8种；36个月后表达结

构超过 18种［4］，表明儿童语法结构在该阶段快速发展。

句子训练一般从含有主谓宾的3词句开始，在此基础上逐

步增加1～2个修饰词，从而表达更为丰富完整的含义。

语音是语言的物质外壳，是儿童在 0～4岁持续发展

的能力。一般儿童在 4 岁 7 个月左右语音清晰度达到

90%以上［5］。因此，在语音学习过程中，应首先将重点放

在儿童能听清、听懂语音上，发音清晰度应循序渐进，根

据语音的发展顺序进行。训练中过于强调语

音清晰度易打击儿童的积极性。当儿童基本

的词句和语音发展后，应为其融入主流活动进

行初步准备，通过谈话和讲述活动等语篇训

练，增加语言的丰富性，在此过程中逐步完善

语用。

2.2 最近发展区理论

最近发展区是苏联心理学家维果茨基提

出的重要概念，是指儿童实际发展水平与潜在

发展水平间的差距。前者由儿童独立解决问

题能力而定；后者则在成人指导下或与能力强

的同伴合作时，儿童表现出的解决问题能力［6］。该理论强

调教学在儿童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揭示了教学的本质在

于促进儿童潜在且可达到的心理机能的发展。超出最近

发展区外的教学对儿童来说是无效、困难的；相反，低于

最近发展区水平的教学是枯燥乏味的。适宜的教学应该

走在发展的前面并引导发展［7］。最近发展区处于不断变

化的动态过程中，随着某一阶段教学过程的结束，最近发

展区转化成现有发展水平，从而实现潜在水平的现实化，

在此基础上形成高于原来水平的最近发展区，因此，发展

的过程总是伴随建立最近发展区的教学。在儿童语言康

复实践中，需要以儿童语言发展阶段为依据，观察儿童当

前具体情况的特定表现，准确判断儿童语言能力的实际

发展水平。在语言康复实践中，最难的就是最近发展区

目标的制订。

2.3 支架式学习理论

教学支架能够使学习者达到在没有支架时不能达到

的目标。通过使用正确的词语、问题等，教师设置支架，

帮助学习者建构新知识，完成或改正不能独立完成或错

误的任务，或回忆忘记的知识。在语言康复实践中，及时

提供并撤除支架是关键。

3 阶梯式儿童语言干预模式构建的主要内容

根据儿童语言发展规律和支架式学习理论，笔者团

队提出华东师范大学阶梯式儿童语言干预模式，见图 1。

语言康复师的核心任务是依据儿童现有水平及语言发展

规律，创设适合的语言环境，布置最近发展区内语言任

务，用一定方法与手段作为支架，使儿童在适当的训练中

提升语言能力。

阶梯模式建议语言康复训练应从前语言沟通开始，

奠定基础，再发展词语和句子。语言的发展是长期的，在

前语言期可诱导发声，随着词汇和句子的学习逐步完善。

当儿童掌握基本词句后，可逐步训练会话和讲述能力。

口语发展慢的儿童在读写能力上也将遇到一定困难，相

图 1　华东师范大学阶梯式儿童语言干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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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内容需要辅助训练。每项内容的掌握均需经过体验、

接收性语言、表达性语言和语言运用4个环节。

3.1 体验

语言是抽象的符号，代表一定的人、事、物，如果儿童

对相应的人、事、物等缺乏感知，则难以建立语言符号与

指示事物间的联系。语言康复工作者需首先通过手段和

方法让儿童充分感受目标物的特点，特别是代表性强的

特点，且能激发儿童兴趣的特点，充分调动儿童的视、听、

触、味、嗅等感官系统感知。如学习词语“苹果”时，应创

造机会让儿童吃到、看到、摸到，直接体验苹果的味道、颜

色、形状、触感等。苹果能吃且好吃是吸引孩子的关键，

可以用吃小块苹果激发孩子的兴趣，进一步让孩子记住

其形状和颜色等特点。对于不爱吃苹果的孩子，可以先

不教苹果。如果只是拿着卡片教苹果，儿童动机不强，很

难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即使能暂时记住词语，遗忘的概率

也较大。如果儿童曾接触过相关事物，可通过视频和图

卡等间接体验唤醒以往的经验。如果学校或机构没有条

件，可在正式训练前布置家庭康复作业进行体验。用于

体验的素材应有代表性。对于难以直接体验的内容可使

用视频间接体验。对于抽象的内容可结合相关经验或事

件让儿童感受。

3.2 接收性语言沟通行为训练

接收并理解语言符号是语言康复的关键环节之一。

在早期语言学习过程中，通过合适的支架帮助儿童接收

语言符号并理解是核心任务。在学习新语言符号过程

中，儿童积极主动地与环境和人建立连接。康复师应提

供不同层级的支架，如提供匹配、视觉提示等支持儿童学

习，当儿童达到目标行为时，采用积极的情感支持或强化

物奖励。在语言康复训练中，应考虑儿童认知发展的水

平及其他可能影响儿童语言发展的因素，尽量避免不利

因素，充分调用有利因素。只有依据儿童的需要灵活提

供支架，才能有效支持儿童的主动学习。提供支架时应

注意语言符号及对应事物有良好的呈现手段。在学习前

50个词过程中，尽可能先利用经典的实物进行学习。随

着儿童词汇量的增加和认知水平的提高，对于难以直接

接触或接触实物受限的内容，采用计算机增强现实、虚拟

仿真等形式进行恰当补充。支架提供的及时性可体现康

复师的水平。

3.3 表达性语言沟通行为训练

恰当使用语言沟通行为表达一定的含义是考察儿童

语言能力的关键指标。该行为从基本的动作模仿开始，

逐渐发展到独立运用词汇甚至句子表达完整的含义。在

儿童开始表达时，家长或康复师应重点关注儿童是否愿

意沟通，儿童有参与沟通的动机时，可进行积极鼓励和强

化，不能直接要求清晰、完整地表达。不能为了儿童产生

表达行为而让其过度模仿，导致儿童缺乏语言加工处理

的深度。

3.4 语言运用

提供支架的目的是为了将来能撤走支架，最终使儿

童独立学习。随着儿童能力的提高，康复师应逐渐帮助

儿童在不同环境下面对不同对象时均能熟练使用所学的

语言符号。在整个阶梯模式训练过程中，康复师和儿童

应保持愉快的合作。康复师通过提供及时适当的帮助促

进儿童发展。当儿童语言技能提高时，可积极创造机会

让其运用语言。由于语言内容量大，无法把所有语言教

给儿童，可以把典型的词汇类型、语法结构教给孩子，如

以苹果、香蕉、葡萄等为基础帮助孩子学习水果类词语，

奠定孩子学习的基础，学习猫、狗、羊等词语为动物类词

语学习奠定基础。

4 阶梯式儿童语言干预模式实施的原则

为更好地实现语言障碍康复目标，阶梯式儿童语言

干预模式强调在康复过程中遵循以下原则。

4.1 活学灵用

语言康复的内容应来源于生活或与以往的生活经验

相联系，且最终在面对不同沟通对象、沟通场合、活动时

运用。切忌使用卡片进行机械性语言符号匹配教学。

4.2 保质增量

语言障碍儿童学习语言速度慢且易遗忘。为更好地

提高效率、巩固成果，在语言康复中应遵循保质增量的原

则。保质体现在语言训练应使儿童对某一物品或事件形

成较全面的认识，所建立的语言符号与事物形象之间的

联结较稳定，将已经学习到的语言沟通行为在不同的语

速、语境中进行练习，在此基础上增加语言的数量，而不

是快速给孩子复杂的超越其最近发展区的内容。

4.3 小步递进

小步递进强调康复师提供的语言训练支架应分多个

层级。有的儿童学语言需要更多的提示，有的儿童需要

更多的强化，有的则既需要提示也需要密集的强化，才能

稳步迈进。甚至在训练过程中，如在训练语音感知和产

生能力时，大的阶梯可分为体验—感知—产生—运用

4步，为了使儿童更好地掌握每个阶梯能力，每个大阶梯

可进一步细分，如感知阶段细分为语音察知和语音辨识

2个小目标，通过小目标训练逐步完成大阶段学习，这样

学习得到细致划分，儿童的积极性不会因难度过高而受

到影响，训练效率也会得到有效提升。

4.4 螺旋上升

儿童语言康复并不是简单的直线式阶梯上升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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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训练必然伴随遗忘。当儿童无法按照搭建的梯子一

步一步向上走的时候，可以迂回前进。如一个无言语的

儿童，理解能力明显优于表达能力，在对其进行词语训练

时，可以很好地完成理解的阶梯，但表达阶梯对其难度过

高，此时康复师若一味纠结于表达目标，就会陷入长期停

滞不前的状态。康复师可一方面让儿童先用手势或口型

等形式进行表达，另一方面，在发声诱导、口部运动等方

面做准备。当儿童具备口语表达的基本条件后，再从复

述和命名等方面对其进行训练。综上所述，阶梯式儿童

语言康复模式是以儿童语言发展阶段为依据，以口语的

基本结构为核心，以计算机等媒介为辅助，以社会运用为

目的的语言康复模式。

5 阶梯式儿童语言康复模式的探索及运用情况

阶梯式儿童语言康复模式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

果。近年来，笔者研究团队从语言障碍儿童的要求技

能［8］、轮流技能［9］、语音［10］、词语［11~14］、句子理解［15~18］、疑问

句［19，20］、会话［21~23］、故事理解［24~26］、阅读障碍［27］等方面进

行了探索，进一步支撑阶梯语言康复模式的有效性。在

中国大学MOOC平台开设了《儿童语言康复学》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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