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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拒绝你所不想要的…
就连新生儿都能知道他们不喜欢正在发生的事 他们可能是饿了 受伤了或有其
他造成他们不舒服的事情 当我们年纪越来越大 我们会用更多方式去拒绝不想
要的事以及在它出现前回避它

2.获得你想要的…
当我们遇到我们喜欢的事物时 我们会想要得到它或是让它再次出现 最初 婴
儿只能表现出他们喜欢正在发生的事 一段时间后 即使物品尚未被提供 他们
也能学会如何吸引別人给他们想要的东西

3.参与社会互动
对多数人来说 社交是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人类大量的交流纯粹是为了保持
与他人的互动 婴儿对他人的注意力非常重视 并能迅速地学会如何吸引他人
最后他们会学会用更有礼貌 且用不羞涩的方式持续吸引他人

4.提供或寻找信息
当儿童逐渐长大时 他们对自己之外事物的兴趣也会随着成长 他们学习寻找信
息 归纳问题并得到解答 然后提供信息 起初 他们将这些信息归结为“对”
或“错”的问题 然后询问简单的问题 给事物分类和发表评论 最重要的是
这些信息需要经验的内在表征和使用符号去操作它们

沟通行为
随着发展 我们变得能以更精确 更被社会认可的方式来表达信息 初期的沟通
行为表现为非言语的发声 肢体动作 手势 脸部表情以及凝视 有肢体障碍的
儿童偶尔会使用简单的辅具 之后我们学会了用符号来进行沟通 包括语音 手
势 书面语或点字 触觉符号 例如 图片或三维的符号 或结合了这些符号系
统的电子沟通设备

请浏览  https://www.designtolearn.com 网站以获得与本研究和培训之更多
相关资料

沟通矩阵实际上是由四个矩阵所組成 它代表了沟通的四个基本目的和七个能力
阶 层 能 力 阶 层 以 沟 通 行 为 进 行 区 分 从 前 意 图 行 为 到 使 用 两 三 个 符 号 的 短
句 矩阵是依据九个正常婴儿在六至二十个月间 进行的三次评估发展样本所建
构的 矩阵是一种为确定儿童当前的沟通能力 提供评估工具的框架 矩阵依据
具体行为和沟通功能或意图来进行评量 以确定具有逻辑性的沟通目标 矩阵是
为重度沟通障碍的儿童所设计的 这些儿童的障碍包括重度感官 运动及认知的
障碍 在矩阵的评量工具中 受评估人被称为“你的儿童” 但是请注意 矩阵
同样适用于沟通能力仍处於初始沟通阶层的成年人 本矩阵对评估早期沟通发展
阶段的非重度障碍幼儿也可能是有用的

矩阵主要分为两大部分 一本工具说明手册和一份侧面图 它们将会在本评估工
具 中 呈 现 在 看 完 第 1 ~ 2 页 的 介 绍 后 你 会 在 第 3 页 发 现 使 用 说 明 你 会 找 到 四
个矩阵 每个矩阵都是沟通的四个主要目的之一 每个矩阵都包括你需要在其中
回答的一系列问题 完成矩阵后 你会得到儿童是如何进行表达的具体信息

在完成第3~6页的问题后 你将完成儿童个人沟通发展的侧面图 侧面图会总结
第3~6页所收集的信息 通过侧面图 你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出儿童的沟通是如
何发展的

沟通的四个基本目的
在沟通的初始阶段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到儿童与他人沟通的四个基本目的 随
着年龄的增长 我们成为越来越有经验的沟通者 同时我们也发展出更为复杂的
沟通目的 并具有表达那些我们无法用早期沟通行为来传达新信息的需求 矩阵
是由以下的四个基本沟通目的所组成

设计逻辑和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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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能力的七个阶层将会在以下的矩阵中进行说明

阶层五 具体符号 代表具体所指
在这个阶层 儿童能通过使用具体的符号 例如 使用“自然的”或“描述性”
的 手 势 如 我 坐 来 的 手 势 以 及 利 用 动 作 物 体 或 使 用 具 体 明 确 的 符 号

如图片或物品作为符号 来表示一个环境中的实体 一个所指的对象 这些
具体的符号与环境实体相关并有两种形式 第一 它们与具体指示物有一一对应
的 关 系 第 二 它 们 较 难 被 感 知 到 这 些 具 体 符 号 与 指 示 物 的 关 系 它 们 的 外
观 声音 触感或动作与所指向的物体类似 重度肢体障碍的儿童可以通过使用
特殊开关或其他辅助设备 用指示 触摸 凝视等方式来表示有形的符号 多数
正常儿童的沟通水平在第五阶层和第六阶层不会有明显界线 而使得第五阶层单
独成为一个独立的阶层 相反地 第五阶层往往会穿插出现在第四和第六阶层的
沟通行为中 然而 第五阶层可能会成为重度障碍儿童单独和关键的发展阶层
对他们来说具体符号可能是唯一有意义的符号 另外第五阶层也可作为对难以获
得抽象符号能力的轻度障碍儿童之过渡阶层

阶层六 抽象符号 代表具体所指
在这个阶层 儿童能通过使用抽象符号来表示环境实体 例如 使用口语 手势
语 点字或书面语 抽象图形符号或三维符号 如某种形状或纹理 它可被任意
指 定 为 一 个 物 品 的 符 号 这 些 符 号 与 他 们 所 指 实 体 有 纯 粹 的 任 意 关 系 - 也 就 是
说 它们在感觉上并不相似 在这个阶层 儿童一次使用一个抽象符号 而不是
组 合 使 用 重 度 肢 体 障 碍 的 儿 童 可 以 通 过 使 用 特 殊 开 关 或 其 他 辅 助 设 备 用 指
示 触摸 凝视等方式来表示有形的符号

阶层七 语言 组合符号
在这个阶层 儿童可以依据语法规则来使用两个或三个符号的组合 如果符号的
顺序改变 言语的涵义可能也会随之变化 重度肢体障碍儿童可以通过使用特殊
开关或其他辅助设备 用指示 触摸 凝视等方式来表示有形的符号

沟通能力的七个阶层

阶层一 前意图行为 以及他们所反应的状态
这些行为是反射性或反应性而非有目的的 但似乎与特定的良好状态有关 父母
将其行为解释成为儿童在表达某些内在状态 例如 饥饿 舒适或疼痛

阶层二 意图行为 类似沟通的功能
这些行为是有意图的 但未达到有意图的沟通行为 也就是说 儿童并没有意识
到可以用这些行为来控制他人的做法 然而 其中某些行为提供了沟通的功能
因为父母将其解释为 这是儿童在进行沟通 在这个阶层 儿童在展现出潜在的
沟通行为前 不会与他人有眼神接触 也不会等待成人的反应 相反地 儿童会
直接对人和物体进行操弄 而非是用物体来吸引他人的注意或是利用他人来获得
所期望的物品

阶层三 非传统沟通 使用前符号行为
这是一个关键的阶层 现在儿童会有意图的沟通 但他们使用的是非常规的沟通
方式 如肢体动作 对他人和物体作动作或发声 或按压重度肢体障碍者所使用
的特殊开关 这些行为被称为非常规 这是因为它们在成人的世界中是不被接
受的沟通方式 虽然它们非常有效 但通常仍会被常规的方式逐渐所取代

阶层四 传统沟通 使用前符号行为
在这个阶层 儿童有意图地使用常规的 或社会可接受的 手势和发声来进行沟
通 这 些 常 规 的 手 势 将 会 在 儿 童 成 长 期 间 持 续 使 用 以 作 为 有 效 增 强 符 号 的 行
为 现在儿童表现出“双重定向” 他 她 同时对一个人或主题的沟通做出行
动 或 定 义 双 重 定 向 通 常 借 由 手 势 的 组 合 来 实 现 例 如 指 向 某 物 时 看 着 某
人 视障的儿童可能不会发展出太多这种行为

2



资料来源
使用观察结果 与父母或教师的访谈 以及直接和儿童进行沟通 以确定儿童能
够 表 达 哪 些 行 为 第 一 阶 层 功 能 第 二 阶 层 或 意 图 第 三 阶 层 ~ 第 七 阶
层

评分
在每一个沟通矩阵中的“问这些问题”列下面问自己或问被调查者每一个问题
如果答案是“是” 那么在儿童之“在此作答”下的相应列中用来表示状态 功
能或意图的任何行为左边圈一个字母 请务必使用与你回答问题相同编号的答案
栏 “在此作答”列中的字对应于“沟通行为”列下的行为 只检查儿童独立生
成 即没有帮助 和一致性 大多数有适当机会的时间都会发生 的行为 大多
数的问题所指的意图可能在其程度上会有所不同 由于大多数的儿童在沟通能力
上会跨越两个或多个阶层 你需要在两个或多个阶层上去回答这些阶层的每一个
问题 以核实儿童的沟通行为 例如 儿童可能使用各种行为来请求新的物品
包括说出单词“饼干” 第六阶层 递给你一个饼干的图片 第五阶层 或
一边看着你 一边指着饼干 第四阶层

从哪里开始
从“拒绝”开始 然后完成其他三个主要的沟通目的 获得 社交 信息 的矩
阵问答 每一页 你应该从第一个问题开始到完成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儿童很少
或没有像是有意图的沟通反应 那从每个页面上的第一个问题开始回答问题 并
以你的方式完成后续的问题 直到你能确认你的回答已经超出了儿童的能力 如
果儿童使用任何形式的符号 如言语 标志 图片符号等 或如果儿童使用相当
多的有意图手势 那么回答第二甚至第三阶层的问题可能不足以表现儿童的沟通
水平 也就是说 儿童可能已经超越了这些沟通水平 在这种情况下 你可以通
过 答 案 列 来 标 记 这 些 问 题 以 显 示 它 们 已 被 更 高 阶 层 的 沟 通 技 能 所 替 代 或 替
换

使用说明 逃避你不想要东西的方式
问这些问题 在此

作答 沟通行为 阶层
1.表达不舒服
你 能 知 道 儿 童 什 么 时 候 不 舒 服 疼
痛 湿了 饿了 受惊吓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做 了 什 么 让 你 认 为 他

她 不舒服

I.前意图行为
表示个体状 态 的 前 意 图
或反射行 为 照 顾 者 会
解读该状态 例 如 饿
了 湿了

II.有意图行为
行为是有意 图 的 但 不
具有意图 的沟 通 行 为
照顾者推测 意 图 行 为
的作用是为 了 影 响 照 顾
者的行为

III.非传统沟通
非传统的手 势 被 用 来 有
意图地影 响照 顾 者 的 行
为

IV.传统沟通
传统手势用 于 有 意 图 地
影响照顾 者的 行 为 儿
童 表 现 出 “ 双 重 定
向”

V.具体符号
有限地使用 具 体 符 号 来
代表实体 符 号 与 具 体
指示物之间 有 一 一 对 应
关系

VI.抽象符号
有限地使用 抽 象 符 号 来
表示实体 儿 童 一 次 使
用一个抽象符号

VII.语言
依照符号系 统 的 规 则 使
用 符 号 根 据 语 法 规
定 将两个 或 三 个 符 号
依序组合

a) 改变姿势(身体僵硬 扭动 转身)
b) 肢体动作(踢腿 挥动手臂)
c) 头部动作(转头)
d) 脸部表情(作鬼脸)
e) 发声(哭 哼声 尖叫)
f) 其他行为

a
b
c
d
e
f

a) 把不要的东西交给你
b) 摇头说“不要”
c) 特定的语调(“嗯嗯”)
d) 其他传统手势

a
b
c
d

a) 排斥不想要的物品的照片或图像
b) 排斥代表不要物品的符号
c) 排斥其他具体符号

a
b
c

a) 两个符号(“请停止” “不要”)
b) 三个符号(“不要出去”)

其他符号 

a
b
c

2.抗议
你 能 发 现 儿 童 什 么 时 候 不 想 要 某 些 特
定 的 事 物 如 某 个 食 物 玩 具 游 戏
或搔痒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做 了 什 么 让 你 认 为 他

她 不想要某件事物

3.拒绝或抵抗
你 的 儿 童 是 否 刻 意 向 你 表 达 他 她
不想要某种事情或一定的活动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做 了 什 么 拒 绝 或 抵 抗 某
件事情

1

2

3

a) 头部动作(转头 把头抽回)
b) 手部动作(挥动手臂 推 丢走)
c) 腿部动作(跺脚 踢)
d) 脸部表情(皱眉 作鬼脸)
e) 发声(呜咽 激动 尖叫)
f) 远离某人或某物
g) 其他行为

a
b
c
d
e
f
g

a) 口说(“不要” “做完了”)
b) 手势(“不要” “停”)
c) 手写(“不要” “做完了”)
d) 点字(“不要” “停”)
e) 抽象的三维符号(代表“不要” “停”)
f) 抽象的二维符号(代表“不要” “停”)
g) 其他抽象符号 

a
b
c
d
e
f
g

a) 全身的动作(扭动 转身) 
b) 把头撇开
c) 手或手臂的动作
d) 腿部动作(踢 跺脚)
e) 发声(尖叫 呜咽)
f) 脸部表情(皱眉 作鬼脸)
g) 推开物体或人
h) 其他非传统手势

a
b
c
d
e
f
g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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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想要东西的方式
问这些问题 在此作答 沟通行为 阶层

4.要求更多的活
动
儿 童 会 有 意 图
地 告 诉 你 他

她 想 要 更
多 你 刚 刚 停 止
的 活 动 比 如
玩 躲 猫 猫 或 制
作 音 乐 玩 具
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 何 要 求 更 多
的活动

1.表达舒服
你能察觉什么时候儿童觉得满足 舒适或兴奋

否 是
如果是 儿童做什么会让你觉得他很舒服

2.继续一个活动
有时你会发现儿童想继续你刚刚停止与他 她 做
的活动 例如 弹跳 儿歌或玩一个音乐玩具

否 是
如果是的话 儿童会做什么让你觉得他 她 想继
续一个活动

3.获得更多东西
有时你会发现儿童会想要更多特定的东
西 如食物或玩具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会 做 什 么 让 你 觉 得 他

她 想要更多东西

5.要求新的活动
儿 童 是 否 有 意 图
地 表 示 他 她
希 望 你 进 行 一 个
新 的 活 动 一 个
你 刚 刚 并 没 有 在
玩的活动 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
何 要 求 或 请
求 新的活动

6 . 要 求 更 多 的
东西
儿 童 会 有 意 图
地 告 诉 你 他

她 想 要 更
多 已 经 有 的 东
西 如 玩 具 或
一 些 食 物
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 何 要 求 更 多
的东西

7.做選擇
儿 童 会 有 意 图
地 在 你 同 时 提
供 给 他 她
的 两 件 或 多 件
物 品 之 间 做 出
选 择 吗 确
认 你 的 儿 童 知
道 所 提 供 的 所
有 选 择 并 不
仅 仅 表 示 他

她 注 意 到
的 第 一 个 项
目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 何 做 出 选
择

8.要求新的东西
儿 童 是 否 有 意 图
地 向 你 表 示 他

她 想 要 的 东
西 例 如 在 他

她 看 到 听
到 或 摸 到 新 的 东
西 如 玩 具 或 食
物 但 你 并 未
给他 她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
何 请 求 新 的 东
西

9 . 要 求 不 在 現 场
的东西
儿 童 是 否 有 意 图
地 要 求 不 在 当 时
环 境 中 的 东 西

例 如 玩 具
食 物 人 物 这
些 东 西 并 不 在 当
时 可 以 看 见 听
见 或 摸 到 的 范 围
内 或 是 在 另 外
一个房间 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
何 要 求 不 在 现 场
的东西

IV.传统沟通
传 统 手 势 用 于 有 意 图 地 影 响 照 顾 者
的 行 为 儿 童 表 现 出 “ 双 重 定
向”

I.前意图行为
表 示 个 体 状 态 的 前 意 图 或 反 射 行
为 照 顾 者 会 解 读 该 状 态 例 如
饿了 湿了

II.有意图行为
行 为 是 有 意 图 的 但 不 具 有 意 图 的
沟 通 行 为 照 顾 者 推 测 意 图 行 为
的作用是为了影响照顾者的行为

III.非传统沟通
非 传 统 的 手 势 被 用 来 有 意 图 地 影 响
照顾者的行为

V.具体符号
有 限 地 使 用 具 体 符 号 来 代 表 实 体
符 号 与 具 体 指 示 物 之 间 有 一 一 对 应
关系

VI.抽象符号
有 限 地 使 用 抽 象 符 号 来 表 示 实 体
儿童一次使用一个抽象符号

VII.语言
依 照 符 号 系 统 的 规 则 使 用 符 号 根
据 语 法 规 定 将 两 个 或 三 个 符 号 依
序组合

a) 姿势变化(僵硬 放松)
b) 肢体运动(踢腿 挥动手臂)
c) 头部动作(摇头)
d) 脸部表情(笑)
e) 声音(咕咕声 尖叫)
f) 其他行为

1

a) 接近所需物体
b) 头部动作(向前移动头部)
c) 手臂运动(挥动手臂)
d) 腿部动作(踢)
e) 脸部表情(笑)
f)  声音(咕咕声 尖叫)
g) 看着所需的物品或人物
h) 拿取所需物品
i) 其他行为

a
b
c
d
e
f
g
h
i

2

a) 两个符号(“还要果汁” “要球”)
b) 三个符号(“再一次” “给我球”)

其他符号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表示所需物品/人物/活动的照片或图
片
b) 表示代表所需物品/人物/活动对象的符
号
c) 用手指物品或活动
d) 模拟所需物品/活动的声音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a) 全身运动(戳 反射)
b) 朝着所需物品移动头
c) 手臂运动
d) 腿部运动
e) 声音(咕咕声 笑声)
f) 脸部表情(笑)
g) 看着你或想要的物品
h) 引导你的手或拉你到所需的物品
i) 触摸所需的物品或人(但不拿走)
j)  靠近或轻拍物品或人物
k) 握住你的手
l) 其他非传统手势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4

a) 口语词(“还要” “球”)
b) 手动的指示(“还要” “球”)
c) 手写(“还要” “球”)
d) 点字(“还要” “球”)
e) 抽象的三维符号(“还要” “球”)
f) 抽象的二维符号(“还要” “球”)
g) 其他抽象符号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5

a
b
c
d
e
f
g
h
i

3

a) 在你和想要的对象之间来回注视
b) 给你或让你看某些东西
c) 招手要某人来
d) 伸手(手掌挣开)
e) 举起手或伸向你(表达“上”)
f) 指向所需物品
g) 点头
h) 举手或挥手(为了得到注意)
i)  特定语调发声
j) 其他传统手势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6 7 8

9

a
b
c
d
e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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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社交互动的方式
问这些问题 在此作答 沟通行为 阶层

3.要求关注
儿 童 有 意 图
地 吸 引 你 的
注意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 何 获 得
你的注意

1.表达对他人的兴趣
你能察觉儿童对别人感兴趣吗

否 是
如果是 儿童做什么会让你觉得他 她 对你或其他人感兴趣

2.引起注意
即使他 她 没有故意试图得到你的注意 儿童会做某些能吸引你注意的事情吗

否 是
如果是的话 儿童会用什么行为来吸引你的注意呢

4.表达情感
儿 童 是 否 有
意 图 地 向 你
或 其 他 人 表
达情感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会 做 什 么
来 表 达 他

她 的 情
感 5.向他人打招呼

有人到达或离开
时 儿童是否有
意图地向他人表
示 问 好 或 再 见
吗

否 是
如果是 儿童如
何 向 他 人 打 招
呼

6.提供或分享
儿 童 有 意 图 地
提 供 东 西 给 你
或 与 你 分 享
而 且 没 有 期 待
回报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怎 么 提 供 东 西
给 你 或 是 如 何
与你分享

7 . 引 导 他 人 的
注意
儿 童 是 否 有 意
图 地 将 你 的 注
意 力 引 导 到 他

她 感 兴 趣
的 东 西 上 像
是 说 “ 看 那
个” 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 何 引 导 你 的
注意力

8 . 禮 貌 性 的 社
交方式
儿 童 有 时 会 有
意 图 地 使 用 有
礼 貌 性 的 社 会
互 动 形 式 例
如 在 做 某 事
之 前 要 求 你 许
可 表 示
“ 请 ” “ 谢
谢 ” 或 “ 对 不
起”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使 用 什 么 礼 貌
性 的 社 交 方
式

IV.  传统沟通
传统手势用于有意图地影响照顾者的
行为 儿童表现出“双重定向”

I.  前意图行为
表 示 个 体 状 态 的 前 意 图 或 反 射 行
为 照 顾 者 会 解 读 该 状 态 例 如
饿了 湿了

II.  有意图行为
行 为 是 有 意 图 的 但 不 具 有 意 图 地
沟 通 行 为 照 顾 者 推 测 意 图 行 为
的作用是为了影响照顾者的行为

III.  非传统沟通
非 传 统 的 手 势 被 用 来 有 意 图 地 影 响
照顾者的行为

V.  具体符号
有 限 地 使 用 具 体 符 号 来 代 表 实 体
符 号 与 具 体 指 示 物 之 间 有 一 一 对 应
关系

VI.  抽象符号
有 限 地 使 用 抽 象 符 号 来 表 示 实 体
儿童一次使用一个抽象符号

VII.  语言
依 照 符 号 系 统 的 规 则 使 用 符 号 根
据 语 法 规 定 将 两 个 或 三 个 符 号 依
序组合

a) 姿势变化(身体僵硬 放松)
b) 肢体运动(踢腿 挥动手臂)
c) 脸部表情(笑)
d) 声音(咕咕声 尖叫)
e) 其他行为

a
b
c
d
e

1

a) 接近某人
b) 头部动作(向前移动头部 摆头)
c) 手臂运动(挥动手臂)
d) 腿部动作(踢)
e) 脸部表情(笑)
f)  声音(咕咕声 尖叫 不安的声音)
g) 看着某人
h) 其他行为

a
b
c
d
e
f
g
h

2

a) 两个符号(“爱你” “走开” “那
里”)
b) 三个符号(“這給你” “我愛你”)

其他符号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表示社交概念的照片或图片(如有人挥
      手的照片) 
b) 其他具体符号(具社交概念的)

a

b

a

b

a

b

a

b

a

b

a

b

a) 手臂运动
b) 声音(咕咕声 笑声)
c) 脸部表情(笑)
d) 触碰某人
e) 看着某人
f) 触发呼叫设备
g) 其他非传统手势

a
b
c
d
e
f
g

3
a
b
c
d
e
f
g

a) 口语词(“请” “看” “嗨”)
b) 手动的指示(“请” “看” “嗨”)
c) 手写(“请” “看” “嗨”)
d) 点字(“请” “看” “嗨”)
e) 抽象的三维符号(“请” “看” “嗨”)
f) 抽象的二维符号(“请” “看” “嗨”)
g) 其他抽象符号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4

a) 在你和想要的对象之间来回注视
b) 给你或让你看某些东西
c) 招手要别人来
d) 挥手打招呼或说再见
e) 点头或摇头
f) 拥抱 亲吻 轻拍某人
g) 举手
h) 特定语调发声(疑问的语调 如“可以
      吗 ” “这是什么 ”)
i)  指向某物或某人
j) 其他传统手势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a
b
c
d
e
f
g
h

i
j

5
a
b
c
d
e
f
g
h

i
j

6
a
b
c
d
e
f
g
h

i
j

7
a
b
c
d
e
f
g
h

i
j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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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或寻求信息的方式
问这些问题 沟通行为 阶层

1 . 回 答 是 或 不
是的问题
儿 童 有 意 图 地
表 达 是 或 否 或
不 知 道 来 回 答
问题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 何 回 答 是 或
不是的问题

2.  问问题
儿 童 是 否 向 你
提 问 但 不 一
定 要 使 用 字
词 并 明 确
地 想 从 你 那 里
得到答案吗

否 是
如 果 是 儿 童
如何问问题

3.  命名事物/人
物
儿 童 会 为 物 品
人 物 或 动 作 命 名
或 贴 标 签 吗 或
是 自 发 地 向 你 提
问 如 “ 那 是 什
么 ”

否 是
如 果 是 兒 童 如
何为某物命名

4.  做评论
儿童是否向你提
问 在没被询问
的状况下 提
供有关评论的信
息给你吗 如
“那很漂亮”
“热”…

否 是
如果是 儿童如
何做评论

IV.  传统沟通
传统手势用于有意图地影响照顾者的
行为 儿童表现出“双重定向”

I.  前意图行为
表 示 个 体 状 态 的 前 意 图 或 反 射 行
为 照 顾 者 会 解 读 该 状 态 例 如
饿了 湿了

II.  有意图行为
行 为 是 有 意 图 的 但 不 具 有 意 图 地
沟 通 行 为 照 顾 者 推 测 意 图 行 为
的作用是为了影响照顾者的行为

III.  非传统沟通
非 传 统 的 手 势 被 用 来 有 意 图 的 影 响
照顾者的行为

V.  具体符号
有 限 地 使 用 具 体 符 号 来 代 表 实 体
符 号 与 具 体 指 示 物 之 间 有 一 一 对 应
关系

VI.  抽象符号
有 限 地 使 用 抽 象 符 号 来 表 示 实 体
儿童一次使用一个抽象符号

VII.  语言
依 照 符 号 系 统 的 规 则 使 用 符 号 根
据 语 法 规 定 将 两 个 或 三 个 符 号 依
序组合

a) 在你和想要的物品之间来回注视
b) 点头说“是”
c) 摇头说“不”
d) 耸肩
e) 脸部表情(笑 伸舌头)
f) 特定的声调(发问的声音 如哼哼声)
g) 其他

a) 表示物品 人物 地方 活动 品质 是或不
    是的照片或图片
b) 表示代表物品 人物 地方 活动 是或不是
    的物品符号
c) 手势动作 物品或品质
d) 模仿声音或物品
e) 其他具体的符号

a) 用口说(“不要” “做完了”)
b) 用手比划(“不要” “停”)
c) 用手书写(“不要” “做完了”) 
d) 点字表达(“不要” “停”)
e) 抽象的三维符号(代表“不要” “停”)
f) 抽象的二维符号(代表“不要” “停”)
g) 其他抽象符号

a) 两个符号(“请停止” “不要”)
b) 三个符号(“不要出去”)

其他符号

a
b
c
d
e
f
g

1
a
b
c
d
e
f
g

2

a

b

c
d
e

a

b

c
d
e

a

b

c
d
e

3
a

b

c
d
e

a
b

a
b

a
b

a
b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a
b
c
d
e
f
g

4

在此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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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应考虑任何可能阻碍儿童理解某些特定类型符号的认知限制 最后 你必
须决定要以哪一个信息 状态 功能或意图 为目标 同时请参阅侧面图以确定
儿童表现能力存在的困难 并考虑针对儿童真正需要表达的新信息来制定目标

沟通能力的七个阶层以及通用的介入目标

此侧面图旨在总结你在第3~6页上所输入的矩阵资料 通过侧面图 你就可以一
目了然地看出儿童的沟通是如何发展的

使用萤光笔在侧面图上显示儿童能力的单元格中涂上底色 如果儿童在既定的阶
层 中 使 用 至 少 一 种 行 为 独 立 而 一 致 地 来 表 达 特 定 的 信 息 状 态 功 能 或 意
图 则能力就会被认定 你还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来指出你是考虑此信息正在
出现还是已达精熟 如果你认为阶层一和阶层二已经完全被儿童所习得 则不需
要特别在该单元格中涂上底色

当你再次填写沟通矩阵时 你可以使用不同的颜色来表示所获得的新能力 以便
你可以轻松地查看儿童的沟通自上次填写以后所出现的成长或进步

侧面图的解释
此侧面图包含了正常儿童前两年的沟通发展 查看侧面图中涂上底色的区域将让
你知道关于你的儿童的发展与正常儿童相比的状况 更重要的是 它显示了儿童
在 沟 通 行 为 上 需 要 加 强 的 部 分 以 及 儿 童 在 表 达 能 力 范 围 信 息 时 可 能 存 在 的 困
难

利用矩阵结果来拟定介入计划
这种对沟通发展精细的分析 旨在帮助正在缓慢进步的儿童拟定出介入计划 此
矩阵结果可能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制定眼前的沟通目标 并进行长期规划 对于每
个儿童 你应该确立一个通用的介入目标 要达到哪一个阶层的沟通能力 以
及具体的介入目标 要达到什么样的沟通行为 功能或目的 一般来说 应该
允许儿童按照自己当前沟通能力的表现发展 同时稳定地将其水平推向下一个沟
通能力阶层 相反地 表格提供了在每个阶层儿童表现能力的通用介入目标 要
做的第一个决定是 是否要侧重于提高儿童当前的能力水平 如果儿童在当前沟
通阶层上有非常小的进步 你会做出如何的决定 或是否开始瞄准下一个更高
的阶层 下一个决定是应该制定哪个具体的沟通行为作为介入目标 你的目标应
该只针对现有的沟通行为 还是努力迈向新的行为呢 这个决定必须考虑到儿童
的肢体 精细动作和声音的能力以及任何可能使儿童难以或不可能产生某些行为
的感觉限制

完成侧面图

阶层 显著行為 介入目标

I.  前意图行为 表示个体状态的前意图或反射行为
照顾者会解读该状态 例如 饿了
湿了

II.  意图行为 行为是有意图的 但不具有意图的沟
通行为 照顾者推测意图 行为的作
用是为了影响照顾者的行为

III.  非传统沟通

IV.  传统沟通

V.  具体符号

VI.  抽象符号

VII.  语言

非传统的手势被用来有意图地影响照
顾者的行为

传统手势用于有意图地影响照顾者的
行为 儿童表现出“双重定向”

有限的使用具体符号来代表实体 符
号 与 具 体 指 示 物 之 间 有 一 一 对 应 关
系

有限的使用抽象符号来表示实体 儿
童一次使用一个抽象符号

依照符号系统的规则使用符号 根据
语法规定 将两个或三个符号依序组
合

借 由 创 建 高 回 应 性 环 境 来 建
立有目的的行为

回 应 潜 在 的 沟 通 行 为 使 儿
童意识到他们的沟通目的

将 非 传 统 手 势 转 成 传 统 手 势
或目标符号的使用

符 号 具 体 或 抽 象 和 指 示
物之间用一一对应来教导

抽象符号和指示物之间用一一
对应来教导

教 导 将 符 号 组 合 成 二 个 或 三
个符号的短句

扩展语义和语法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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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意图行为

0-3 个月

II
意图行为

3-8 个月

III
非传统沟通

6-12 个月

IV
传统沟通

12-18 个月

V
具体符号

12-24 个月

VI
抽象符号

18-24 个月

VII
语言

大于 24 个月

(1)

(2)

(3) (4) (5) (6) (7) (8)

(2) (3)

(1)

表达不舒服 表达舒服 表达对他人的兴趣

引起注意抗议 继续一个活动 获得更多东西

拒绝 抵抗 要求
更多的活动

要求
新的活动

要求
更多的东西

要求
新的东西

要求关注 表达情感

要求关注 表达情感 向他人
打招呼

提供或分享 引导他人
的注意

礼貌性的
社交方式

回答是或
不是的问题

问问题

回答是或
不是的问题

问问题 命名事物/
人物

做评论

回答是或
不是的问题

问问题 命名事物/
人物

做评论

回答是或
不是的问题

问问题 命名事物/
人物

做评论

要求关注 表达情感 向他人
打招呼

提供或分享 引导他人
的注意

礼貌性的
社交方式

要求关注 表达情感 向他人
打招呼

提供或分享 引导他人
的注意

礼貌性的
社交方式

要求关注 表达情感 向他人
打招呼

提供或分享 引导他人
的注意

礼貌性的
社交方式

做选择

要求
更多的活动

要求
新的活动

要求
更多的东西

要求
新的东西

做选择

要求
更多的活动

要求
新的活动

要求
更多的东西

要求
新的东西

要求
不在现场
的东西

做选择

要求
更多的活动

要求
新的活动

要求
更多的东西

要求
新的东西

要求
不在现场
的东西

做选择

要求
更多的活动

要求
新的活动

要求
更多的东西

要求
新的东西

要求
不在现场
的东西

做选择

拒绝 抵抗

拒绝 抵抗

拒绝 抵抗

拒绝 抵抗

(2)

(1)

(3) (4)

符号的类型
针对五 六 七阶层具体符号的使用

例如 图片符号 3D符号 手势
符号 口语

(5) (6) (7) (8)

(3) (4)

(1) (2)

拒绝 获得 社交 信息

前意图沟通行为
表达良好的状态

阶层 I
或有沟通功能

阶层 II

前符号沟通
包括通过动作
或发声行为

来沟通
阶层 I IV

意图沟通行为
表达沟通意图
阶层 III VII

符号沟通
包括利用符号

进行沟通
阶层 V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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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designtolear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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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通矩阵

它是为评量个案在最早期之
沟通发展技能而设计

它整合了各种人类表达方式
且它对评量非传统的沟通方式也有帮助

本评量工具也有英文家长版
可以在

https://www.designtolearn.com
的网站下载

若需要更多有用的信息和教材
请浏览以上网站信息

-专业人员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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