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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芳 

四川省成都北斗星儿童心理素质培训基地    

 

摘要：情绪识别,即我们日常所说的情绪自我认识和对他人认识，即当我们出现某种情绪时

能够准确的察觉和识别出自己的情绪，并能同时意识出产生这种情绪的原因。对他人和自我情绪的

识别不仅是我们正常儿童的基本社会交往技能，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也是一种重要的心理能力和

社交技巧。自闭症儿童在这方面相较于常人存在一定的困难，影响了他们的交往，本文分别从神经

科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等多个领域揭示自闭症儿 的面部表情身体动作等其规律，让我们一起来看，

近年来自闭症儿童的情绪识别能力进展如何，前景又是怎样的。 

   

 关键词：自闭症    面部表情    识别能力     

 

 一、 引言 

    情绪，是重要的情绪理解能力之一。而根据不同的表情动作来推测他人心理，也是自闭症儿童

交往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由于自闭症儿童大多存在刻板行为，因而并不能准确而系统的从身体

动作获知其具体的情绪，至今也没有规律可循 对于自闭症儿童来说，当他们情绪产生严重不满足

时，都有可能产生哭闹，跳叫，自我伤害，攻击他人等情绪行为，而如何分辨这些相应情绪下产生

的身体动作尤为重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了解自闭症 针对儿童的不同行为表现，从而做出针对教

育训练 更是非常重要。正常发展的婴儿在出生 6 个月前就注意到母亲的面部表情，在 7 个月时就可

以辨别母亲的表情，1 岁的婴儿表现出对几种基本面部表情的理解力。根据他人的面部表情来进行

社会判断和交流的能力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正常发展的儿童精确识别和解释面部表情的能力同

年龄  和智商成正比。所以，能否准确地识别他人的面部表情并做出适当的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

反映儿童的社会能力发展状况。 

      但是，这样一个简单的观察任务对自闭症儿童来说却十分困难。尽管自闭症儿童包括智力落

后的低功能型和智力正常或超常的高功能型，但所有的自闭症儿童都和别人进行目光接触或者社会

交流的时间过短，缺乏与情境相应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手势和言语表达；他们既不会自发和外

界交流，和别人建立关系，也不会寻找或留意其他人的情感线索，识别环境和他人的情绪行为(如别

人是否高兴、 伤心、感兴趣或者生气)，更不会做出适当的判断和反应。比如，他们不理解他人友

好的面部表情而将伸出来的手视为一种威胁并对他人进行攻击。自闭症儿童在处理情感信息以及辨

识他人面部表情方面的障碍 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社会交往，所以，对于自闭症儿童表情识别的研究很

重要。这不仅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自闭症的社会化缺陷，为进一步的干预提供实证支持，

又为一般自闭症儿童的面部身体认知提供了思路和依据。因此，对自闭症儿童识别自己和他人的情

绪既有实践意义又有理论价值。 

   

二、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识别进展 

  1，情绪心理学的研究进展  

浅谈自闭症儿童 

的情绪识别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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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绪心理学是心理学中的重要分支，研究者们通过不同的实验范式研究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识

别的特点。  

  Baron 等人使用标准的面部表情图片研究自闭症儿童对不同情绪种类的识别，发现自闭症儿童

对他人由外部情境引发的简单表情识别得较好，如高兴和悲伤，但难以识别由信念和愿望引发的面

部表情如惊奇、窘迫等。他们对于害怕、不安、痛苦等表达负性情绪的表情更不敏感。  

整体-部分识别范式的研究解释了自闭症儿童对某些面部表情不敏感的原因。Thomas 等人让自

闭症儿童、智力落后儿童和言语障碍儿童分别辨认妇女、猩猩和狗的四种基本面部表情，即高兴、

悲哀、愤怒、惊奇，以及一个无明显情绪的面部表情的图片，结果发现，非自闭症儿童对整张脸的

表情识别优于部分脸的识别；而自闭症儿童识别整张脸的表情的成绩和识别下半部分脸的表情的成

绩相同。这说明自闭症儿童的面部表情识别图式是根据人脸的下半部分建立起来的，即只注意嘴部

的变化，这与其他儿童对整张脸的信息加以整合的识别模式不同。形成这种识别模式可能是因为自

闭症儿童感知功能有障碍，因此引起对刺激的高度选择性，即关注环境中物体或事件的某种特征而

忽略其他同等重要的特征，对环境中某个部分有选择地关注而忽略其他重要部分，这个特点导致自

闭症儿童视野或听觉范围狭窄，在观察面部表情时也是如此。 

另一个可能的解释与大脑左右半球的功能有关。大脑右半球调整与生俱来的初级情绪，如高

兴、愤怒和害怕等，控制脸的上半部分及对他人上半部分脸的面部表情的认知；而左半球调整社会

性的习得的次级情绪，如内疚和嫉妒，控制脸的下半部分及对他人下半部脸的面部表情的认知。而

自闭症儿童右脑发育异常，初级情绪功能损害，限制了其对面部表情信息的整合，因此他们只能依

靠次级情绪系统来观察他人的面部表情。  

  法国 Bruno Gepner 的研究也发现在自然情境中，当高功能自闭症成人观察他人的面部时，表现

与普通人相反，他们将目光聚集在人的嘴巴上而非眼睛上。研究还证明低功能自闭症儿童在知觉环

境中感知物体的运动，特别是快速运动方面有缺陷，而高功能自闭症儿童在这方面的缺陷要稍轻一

些。因此当面部表情在屏幕上慢速出示时，自闭症儿童辨认面部表情的成绩相对来说要好得多。因

而研究者推测自闭症儿童有快速视－动觉整合缺陷。根据这一假设，许多具有动觉缺陷的自闭症儿

童对快速物体运动，比如眨眼和眼球的运动，视为反常刺激而避免面对面的目光接触，他们将注意

力放在别人的嘴部，实际上是试图更好地去理解对方的面部表情，以弥补在自然情景中不能精确有

效地注意其他快速的面部运动。快速视－动知觉缺陷已被认为是导致自闭症神经心理缺陷和社会互

动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自闭症儿童的缺陷还表现在对他人的面部表情注意不足，因此也可以通过变化自闭症儿童的注

意焦点，考察自闭症儿童对他人面部表情的注意力是否能够提高。Sander Begeer 等人以 28 名高功

能自闭症儿童作为实验组，31 名非自闭症儿童作为控制组。要求被试找出照片中微笑或厌恶的脸。

正如以前研究的结果，在一般条件下，实验组成绩不如控制组，但是当实验组被明确要求将照片和

现实生活关联起来做决定时，他们的成绩大幅度提高。这说明，自闭症儿童对他人面部表情的注意

力受情境因素影响。因此，在干预时要考虑将面部表情和对应情境结合起来训练。  

  另一个研究将 8 个高功能自闭症儿童(IQ＞70)作为实验组，8 个年龄、性别、语言发展相匹配的

普通儿童作为控制组。实验的内容是将情绪故事和相对应的真实或欺骗性面部表情搭配。尽管高功

能自闭症儿童可以将情绪故事和标准的面部表情联系起来，但在理解真实情绪故事中人物的感受方

面，以及在理解虚假情绪故事中因为特定需要而表现出来的欺骗性的面部表情方面却落后于控制

组。因为，对于高功能自闭症儿童来说，面部表情就像词汇编码一样，而不是社会交流中的情感表

达方式。因此，干预应该着重补偿他们在理解社会情感方面的缺陷，而不仅仅是理解表情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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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研究成果对于改进早期干预有积极的意义。教育者可以根据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认知的特

点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系统地说明自闭症儿童提高对不同情绪的认知能力。而且，这些研究范式

和成果也促进了认知神经科学在情绪认知的神经生理方面的研究。  

  2，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进展及发展前景  

   研究者们应用多种脑成像技术，对自闭症儿童脑部发育的特点和结构进行了探测，并确定了某

些影响自闭症患者对面部表情识别的受损或异常发育脑区。研究发现杏仁核区和梭状回与自闭症儿

童的情绪调节有关，这些区域的功能障碍影响着面部认知，特别是杏仁核在识别刺激的情感意义及

社会行为和奖赏的关系中有重要的作用，在社会刺激导向、眼睛凝视方向中也扮演重要角色。很多

研究认为杏仁核异常是导致自闭症儿童社交困难的重要原因，因此提出了“自闭症儿童的杏仁核理

论”(Amygdala Theory of Autism)。  

  Sparks 等人以 3、4 岁的自闭症儿童、发育迟滞儿童和正常儿童作为被试，使用核磁共振(MRI)

测量了大脑、小脑、杏仁核和海马区的体积，发现自闭症儿童的这些区域比其余两组儿童要大一

些，尤其是杏仁核区。  

  Jeffrey 等人进行了一项纵向研究，发现自闭症儿童的杏仁核左右区体积比例不均衡，自闭症儿

童的表现似乎和杏仁核右区关系密切，和杏仁核左区、大脑以及海马区的大小关系不大。研究结果

表明 3、4 岁的自闭症儿童的杏仁核右区体积越大，他们在 6 岁时的社会适应和交流越差。  

  Adolphs 等人进一步研究了杏仁核区和面部表情识别的关系，被试是 30 个杏仁核区受伤的患

者，他们被要求识别基本面部表情(喜、怒、哀、惧等)和社会性面部表情(害羞、内疚等)。结果发

现，当他们只能根据眼部的信息判断面部表情时成绩最差，判断基本面部表情成绩最好。被试不能

主动地注视眼睛部位，他们也很难识别恐惧的面部表情。这和对自闭症儿童的面部表情识别的研究

结果是一致的。这也说明孤独症儿童的杏仁核区有一定的发育异常。  

  Spezio 等人使用真实的情景交流观测杏仁核损伤患者的眼动模式，发现患者不与交流者直接对

视，而将注意焦点集中在嘴部。自闭症儿童也是如此。在真实社会互动中的研究进一步说明杏仁核

异常所导致的注意的特异性使自闭症儿童不能按照一般的途径去注意和辨别面部表情，影响了他们

的移情能力，导致其产生社会交流和互动障碍。  

  杏仁核损伤患者的研究结果能否完全解释自闭症儿童的大脑异常呢?他们的杏仁核异常和自闭症

儿童的情况在形式上不同，在表现上也不完全相同。自闭症儿童的杏仁核不但在童年早期或者更早

就表现出异常，而且他们在对视时还表现出负性情绪，但杏仁核损伤患者却不表现出这一点。自闭

症儿童在何时产生杏仁核发育异常，和成人的杏仁核损伤有何异同，这种异常是否是他们的面部表

情识别和社会交流障碍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否影响到他们对所有的面部表情识别以及如何进行治疗

和补偿等都会成为未来的研究目标。  

既然是神经系统的损伤导致面部表情识别障碍，那么根据这种特殊的识别模式进行行为干预，

说明自闭症儿童学习注意他人的面部线索，进一步重组他们的大脑系统，逐渐以正常的加工方式注

意和辨认面部表情，将成为认知神经科学和早期干预的新课题。  

 3，特殊教育实践的证据 

    训练自闭症儿童识别和理解面部表情是相当困难的一件工作，而开展这方面的实践则是非常有

意义的。华盛顿大学的研究者采用计算机辅助教学的方法，将面部表情照片和表现情绪场景的卡通

片或童话故事作为训练工具，帮助自闭症儿童注意和提取面部线索，教会他们识别面部信号的意

义。该研究在两所特殊教育学校对自闭症学生进行了计算机辅助教学，通过每周 5 次，一次半小时

的教学使这些儿童的错误率明显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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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教学实践是评估自闭症儿童辨认面部表情的能力，以及如何系统地、按步骤地教给他们

这些技巧。首先采用正式或非正式的管道评估自闭症儿童在这方面的能力和需要，以了解自闭症儿

童对表情的识别和理解水平。教学中先训练自闭症儿童学会识别几种基本情绪，学习将表达相似情

绪的面部表情搭配归类；再学习为这些表情命名；最后学习识别、理解这些面部表情所代表的基本

情绪。一旦学生辨认和理解了这些基本情绪和相应的面部表情，就进入下一步更复杂的任务——辨

认不同强度的基本情绪以及学习描述这些不同强度的词汇，如气恼和愤怒；最后学习辨别各种微弱

的情绪和相应的面部表情。  

此外，在教学中，研究者和教师还安排自闭症儿童学习其他一些重要的面部表情识别技能。这

些表情包括：感兴趣或不感兴趣的表情；微笑但不真诚的表情；传达嘲笑、悲哀和困惑的表情；以

及厌恶、窘迫、自信、害羞、羞耻、嫉妒、困惑、怀疑、惊奇和抱歉等。在训练中，教师采用模拟

现实活动、多媒体呈现、照镜子直接模仿、角色扮演、游戏、体验式教学、书写和画画等方式，说

明他们理解不同表情的所包含的信息。教师充分发挥各种教学材料的作用，如镜子、影片、图片和

照片等。     

    

 4，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对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已有研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多数研究选用高功能的自闭症

儿童和成人作为被试，研究结果能否推论到所有的自闭症群体中去还值得商榷。当然，伴有智力落

后的低功能自闭症儿童的交流困难增加了实验的难度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再者，研究的范式也需要改进。大多数的面部表情识别研究多采用标准化的图片、照片、动画

甚至模拟的人类面孔，这些研究结果是否能够预测自闭症儿童在真实情境中的表现呢?使用这些材料

所启动的脑区和在真实情境中脑部活动的区域是否一致?这都是有解决的题。  

在我国，对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的研究可以借鉴国外成熟的实验范式、材料和测量工具，

英国自闭症专家日前利用适合儿童的动画片来辅助帮助自闭症儿童辨别面部表情，效果良好。 

据报导，自闭症儿童不喜欢人类行为的不可预见性，通常会回避与人接触，对别人情感的理解

力也很有限。英国剑桥大学自闭症研究中心的西蒙·巴伦·科恩教授及其同事制作了一部题为《运输汽

车》的动画片。片中讲述的是一些玩具汽车的历险记，通过数码技术粘贴，这些车都有一张真正的

会动的人。这部动画片共 15 集，每一集专门讲述一种情感，如欢乐、害怕或惊讶等。 

 科恩说：“我们决定将玩具汽车和人体表情结合起来，创造一种娱乐性的方式说明他们了解情绪和

表情。因为汽车的活动有预见性和重复性，所以自闭症儿童会被它们吸引，并对它们着迷。” 

通过对 20 名自闭症儿童的研究表明，在观看该动画片一个月后，他们辨认情绪的能力有显著提

高，足以赶上相同年龄段正常发育的儿童。 

儿童喜欢将物体世界和人类世界混合在一起。有生命的车子！很多孩子喜欢机械的东西。有些孩子

却喜欢有表情的面孔和动作。将这两者融合起来，就构成了一个每个孩子都喜欢的充满欢乐的神奇

世界。  

 我们希望《小小交通车》这部动画系列，能够为几代儿童带来视听的享受。对大多数人来说，《小

小交通车》是由想象的角色虚拟而成的童话世界。它通过拟人的手法，赋予每一种运输工具人类的

情绪。而对于有自闭症的儿童来说，我们希望这套《小小交通车》可以作为桥梁，沟通他们可以接

受的机械世界，和他们通常会回避的人类世界。这部 DVD 是为患有神经系统发育障碍（通常称为自

闭症）的儿童专门制作的。有自闭症的儿童通常对面部表情所代表的情绪有认知困难。这样的儿童

也同样很难理解引起某种情绪的原因。这部 DVD 的目的，就是说明儿童（正常儿童，或者患有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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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的儿童）提高他们对情绪本身，还有引起情绪的原因的认知能力。这部系列动画，目的是寓教于

乐，娱乐的效果很重要，但教育的作用更加显著，这包括：  

1）、让儿童熟悉人类的面部表情，让他们逐渐加长关注人类面部的注意力；  

2）、向儿童介绍人类的各种情绪；  

3）、介绍各种情绪的内涵（引起各种情绪的原因和后果）；  

4）、告诉儿童不同角色面对同样状况的不同反应。  

   在引进他人的先进经验的同时我们需要立足本国文化背景和社会现实，开发本土化的实验材料和

工具进行研究，揭开面部认知的心理和神经生理的奥秘，推进自闭症儿童的早期干预与教学实践进

展。  

 5，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识别发展前景 

  现有的对孤独症儿童面部表情识别研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首先多数研究被试多选用高功能的孤

独症儿童和成人，研究结果能否推论到所有的孤独症群体中去值得商榷。当然，伴有智力落后的低

功能孤独症儿童的交流困难增加了实验的难度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其次，面部表情本身是很复杂

的，如 Paul Ekman 确定了有超过一万个不同的面部表情，但很多面部表情看起来差不多，如害羞，

窘迫、羞愧等，这既为心理学研究也为特殊教育教学干预提出了新的课题。再次，孤独症儿童面部

表情识别能力和心理理论水平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干预是否能提高心理理论水平；对孤独症儿童

面部表情识别的跨文化研究等等几乎没有人涉足。 

 

三、总结 

至今为止，自闭症儿童对他人情绪识别能力呈现弱势，即在面部表情块呈现整合能力缺钱，以

及慢速问题。孤独症儿童在处理情感信息，认知他人面部表情方面的障碍直接影响了他们的社会功

能，所以，对于孤独症儿童面部认知的研究很重要。这不光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孤独症的社

会化缺陷，为进一步的干预提供实证支持；而且，也为一般面部认知功能专门化的研究提供思路和

证据。在一定程度上，孤独症可能是唯一能够从出生就影响个体在面部认知加工过程上有困难的缺

陷。因此，对孤独症儿童对他人面部表情识别的研究既有实践意义，又有理论价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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