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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宝宝，
那些鲜为人知的特殊治疗
文、图：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李诗韵 通讯员 姚家琦

“咿，咿……啊！”走进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所康复训练室，3 岁的小吉笑着拍手迎接。正当记者准
备靠近时，突然，他扭过头看着妈妈，手指着门口哭着狂叫……

一秒钟的情绪变化，我们往往以为只会出现在智障孩子的脸上，然而，还有一群“正常”的宝贝，
也无时不在经历“翻脸比翻书还快”的情绪波动。

    在第七个“国际自闭症关爱日”，记者走近这群不满 3 岁的孩子。他们智力正常、神
情灵动，却不爱吭声甚至常用暴力换取需要。医生说，他们是一群“来自星星的孩子”，
常被家长忽视，错过有效的治疗时间；也常被旁人无视，被迫放弃求学之路。

不能吓唬、“怂恿打架”、户外“交流”.......

奶奶说，3岁后他自然会讲话的

案例

“小吉，来，看看这是谁？
叫妈妈，妈，妈。”这样的“语
言教学”场景在小吉的身上已
经持续了两年时间。尽管如
此，3 岁的小吉却始终只会“咿
呀”叫喊，有时候妈妈理解
不了他的意思，他就会拼命
跺脚尖叫，甚至对妈妈一顿
捶打。

最初，妈妈廖女士以为孩
子只是脾气暴躁，于是“以暴

制暴”来平静小吉的情绪。久
而久之，小吉爱上了每一个黑
暗的角落，“找不到他的时候，
我就会去床底、房间柜子缝隙
等地方将他揪出来”。

“小吉 2 岁了还不会讲话，
有任何需求，他就尖叫，满
足不了就抓狂。”廖女士说，
奶奶一直不同意带小吉去医
院，认为孩子 3 岁自然就会讲
话的。直至今年 1 月，廖女士

坚持带孩子来湖南省儿童医
院就医，到了才发现，原来医
院住着一群有着同样症状的
孩子，他们被称为“自闭症患
儿”。

孩子有一个“特殊癖好”
孩子有自己的爱好，是父

母值得开心的事情。然而，如
果爱好成为难以理解的“特殊
癖好”，家长你就该带孩子上医
院好好检查——湖南省儿童医
院儿童保健所所长钟燕提醒，
长时间坚持一个奇怪的癖好，
孩子很可能患上了自闭症。

“你在干嘛？快回来！”4 岁
的成成是个典型的“圆形收集

者”，不论何时何地，只要他看
到了圆形的东西，就一定要拆
开，然后据为己有。妈妈告诉
记者，家里的锅、碗、瓢、盆
全都被成成藏起来了，“他得不
到自己家的，就会去偷别人家
的，我们已经被邻居投诉过很
多次了”。

3月，妈妈带成成来到了省
儿童医院。经过检查，成成被

诊断为自闭症。“这个孩子有着
典型的自闭症症状。”钟燕说，
来医院时，成成带上了自己“收
集”的一整袋圆形的物品，寸
步不离。

钟燕介绍，除了喜欢某一
种物品，爱吃爱闻特定物品也
是症状之一。“青少年和儿童爱
上汽油味、鞭炮味、木屑味等，
都是自闭症症状。”

现象
“电视宝宝”成自闭症主要人群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钟燕
教授介绍，近年来，孤独症发
病率呈上升趋势。

钟燕介绍，自闭症发病率
上升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医务人员和家长对孤独症
的认知水平得以提高；二是与
遗传因素有关，家族中有发病
史的孩子患上孤独症的几率会
更大；三是与后天环境有关，
相当一部分患儿的生活环境是

其发病的高危因素。“临床工作
中接触到最多的就是‘电视宝
宝’，都是因为大人都忙于工作
等，孩子每天的活动以看电视
为主，长期缺乏照顾和交流，
最终导致患上孤独症。”

钟燕坦言，在日常接诊过
程中，不少孩子虽在医院接
受治疗，但始终没见到过孩
子的父母，只有保姆等人在
旁陪伴。

3～6岁为最佳治疗期，错过或成痴儿
“孩子是不是自闭症，1岁

前很难下诊断，但能提前发现。”
钟燕介绍，通常宝宝出生后，
会对家人有“依恋”情绪。然而，

“自闭”的宝宝却都会出现“拒抱”
现象——“只要有人碰到宝宝，

他就大哭大闹，情绪不稳定。”
钟燕说，目前自闭症还没有

完全治愈的说法，所以，自闭患
儿只能通过训练治疗的方法来改
善症状，而3～6 岁也是最佳治
疗时间。“自闭症是容易被忽视的

治疗
训练师“妈妈”：“怂恿”孩子“打架”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儿童保健
所工作多年，训练师成新宁的“孩
子”数不胜数，年龄最小的 1岁，
最大的 10 岁。

针对自闭症孩子注意力差、
情商低、身体协调能力差的特点，
儿童保健所制定了详细的康复计
划，上午是早读、文化课、感统
训练，午休后是语言训练、行为
训练、心理游戏、音乐美术课及
模仿操等。每间训练室内，都摆
满了各种玩具。此外，成新宁还
会带一些孩子去户外，“与人交流”
也成为了必修课。

因每个孩子自闭及康复程

度不同，训练课程需量身订做。
为此，儿童保健所的护士们格
外注意每 个孩子的点滴进步。
训练室的资料上会写满一张张

“进度表”：超超，学会帮助别
人穿衣服，继续学习滑旱冰；
丹丹，会捏豆子，继续跳触觉板；
琦琦，会拼读拼音，继续学习自
行车。

除肢体训练，成新宁更注重
对孩子们情商的培养，“自闭症的
孩子没有自尊心，也没有你争我抢
的意识。”所以，成新宁说有时会

“怂恿”孩子们去“打架”，“让他
们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自闭”宝宝不能靠唬
成新宁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一个 6 岁的小女孩从小由外婆带大，
可是却经常发生这种场景：一家人
要出去吃饭，在门口穿鞋时，她还
大声说，“外婆，换鞋啦！”一家人
来到停车场，外婆要坐进车里时，
小女孩居然大声说：“外婆，你回
去！”还开始打、吐口水……

“很多自闭症孩子都有过‘被吓
着长大’的经历。”成新宁说，然而，
对孩子最好的人经常吓唬他，往往
会给他更大的伤害。“这样的吓唬可
能比真正打在身上所带来的影响还
要大。比如，你再不听话，我生气了，
要揍你了哦！”

■专家帮帮忙

语言沟通中，可以让孩子多发音
“自闭儿童往往用行动代替语

言，这时，家长应该好好引导。”钟
燕介绍，天热了，孩子拉你到冰箱前
面，拉你到饮水机前面，家长应该
知道他多半是口渴了，想吃冰棍，想
喝水了。这时，家长应该引导孩子“发
音”，接一杯水，递给孩子，对孩子
说“水”、“喝”、“喝水”、“口渴要喝水”、

“宝宝要喝水”、“我要喝水，可以吗？”
……

“要知道，发音长度在增加，
孩子的肺活量就在增加，注意力也
在增加！”钟燕说，孩子词汇积累
是从生活相关的、他感兴趣的范畴

开始的，从人物、动物到食品、玩具，
从名词、动词再到形容词、副词。

同时，多示范、少纠正也是家
长需要对“自闭”宝宝做好的协助
训练。有的孩子喜欢自言自语，但
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比如，孩子喜
欢说“不是所有的牛奶都叫特仑苏”，
你可以和孩子交流“特仑苏是一种
牛奶，很好喝……”

钟燕说，家长参与配合，关键
是避免孩子重复说同样的话。而对
于发音不清晰，还处于牙牙学语状态
的孩子，家长就不要去纠正其错误，
只需把正确的发音多次念给他听。

病，很多家长将自闭儿童看成‘天
才’，鼓励他们的特别爱好。其实，
错过最佳治疗期，孩子很可能会
造成智力衰退、语言障碍、无法
融入社会等问题，严重的话，还
可能患精神疾病，成为痴呆儿。”

▲在湖南省儿童医院康复训练室里，“自闭”宝宝正在训练师的帮助下进行“行为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