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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聋童手语沟通中面部表情加工的特征表现研究

邱岚珍，雷江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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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孤独症聋童、单一孤独症儿童和一般聋童的面部表情加工特征分别进行对比研究后，梳理出手

语沟通中孤独症聋童面部表情加工的特征表现：一是在面部表情识别上，孤独症聋童在手语沟通过程中

较少识别出完整、正确的面部表情，但其在识别过程中表现出对面部信息的依赖；二是在面部表情的使

用上，孤独症聋童在手语输出中并没有因使用手语而产生更多的面部表情，这与孤独症本身的障碍有很

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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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部表情蕴含着丰富的交流信息，在人们的日
常社会交往中起着重要的作用。［１］手语沟通是听障

人士沟通与交往的主要方式之一，［２］由于缺乏听觉

线索，听障人士在手语沟通过程中的面部表情包含

着更多的交际信息。与普通人相比，听障人士表现

出更多的面部处理的认知加工，以获得更多的有效

交际信息。众多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在面部信息

加工过程中存在障碍。［３－４］然而，研究者发现自闭

症聋童的高发生率已使得他们成为不可被忽视的群

体和服务对象，在听障儿童当中，大约有４％的听

障儿童被诊断为自闭症。［５］手语因其独特的视觉空

间和面部表情表达语法使得听障人士在面部表情加

工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那么孤独症①聋童在手语

沟通中的面部表情加工特征又会是怎样的表现呢？

文章将通过比较孤独症聋童与单一孤独症儿童

以及一般聋童分别在沟通交往中面部表情的识别和

使用情况之基础上，梳理出孤独症聋童在手语沟通

过程中面部表情加工的基本特征，以期对孤独症聋

童的社会交往干预实践有所启示，并促进孤独症聋

童在使用手语沟通过程中的面部表情研究。



一、面部表情的识别

（一）孤独症聋童与单一孤独症儿童的比较

研究

面部识别缺陷被广泛认为是自闭症谱系障碍患

者社交障碍的重要因素，甚至是其核心问题。［６－７］

众多研究表明，在情绪识别过程中，自闭症谱系障

碍个体较少关注表情丰富的面部的眼部区域，不能

有效地使用来自面部上半部分的信息，而是更多地

依赖于来自脸部较低部位的信息，呈现局部加工的

特征。［８－９］Ｈｏｂｓｏｎ等人利用一项面部 －声音的任
务，让参与者选择人脸的照片作为情感表达的声

音。结果发现，与对照组相比，自闭症青少年在识

别面部表情方面存在缺陷。［１０］Ｓｍｉｔｈ等人对一名自
闭症语言学家兼英国手语学习者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进行了
个案研究。在教授手语的这一过程中他们发现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有异常的面部表情识别现象：呈现出局
部加工的面部信息处理特征。在一项故事复述任务

中，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总是避免盯着导师的眼睛，用快速
的目光扫视她的脸。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只在开始时看了一
眼导师，后续又看了一眼。在导师利用手语叙述故

事时，他的目光持续避开导师的面部表情，长达

３０ｓ，结果他很难理解手语叙述的内容，特别是角
色和角色之间的切换，而在相比之下控制组全程看

着导师的面部。［１１］１４

在手语理解过程中，孤独症聋童的面部表情识

别特征是怎样的呢？早期的研究通过父母问卷调查

发现，自闭症聋童在使用和匹配面部表情方面同样

存在困难。［１２］为了进一步探究自闭症聋童的面部表

情识别能力，研究者对１３名自闭症聋童进行了一
项掩蔽实验，主要比较儿童在蒙面和非蒙面的情况

下进行手语理解过程中的表情识别：一是参与者在

电脑屏幕上看见手语者的手和脸；二是将手语者脸

部遮住，不让参与者看见手语者的脸部，只看见手

势。结果显示，相较于一般聋童组，自闭症聋童识

别出较少的正确的面部表情，但是自闭症聋童组内

存在显著性差异 ［自闭症聋童组 ｚ（１３）＝２２７，
Ｐ＜００２３］，表现出明显的掩蔽效应。这说明自闭

症聋童在手语理解的过程对面部表情进行识别时在

一定程度上使用了面部信息。［１３］

（二）孤独症聋童与一般聋童的比较研究

听障人士在面部表情识别方面有着独特的优

势，并且面部在听障人士交往过程传递着重要信

息。［１４］听障的手语者比听力正常的人更能注意到面

孔，并且相对于健听的非手语者显示出更强的面部

处理加工水平。例如：在一项研究中，研究者利用

人脸匹配任务让观察者在同时排列的１０张面孔中
寻找１张目标面孔，并利用刺激物扰乱面部处理，
进而探明聋人的面部识别能力。结果显示，聋童的

表现全都比听力正常的观察者的表现更为准确，这

一结果证明了听觉剥夺会导致聋人面部视觉处理能

力增强，更加关注面部信息。［１５］

为了探明自闭症聋童与一般聋童的面部表情的

识别差异，研究者利用 Ｂｅｎｔｏｎ面部识别测试，结

果显示，自闭症聋童组与一般聋童组在总体识别

数量上无显著差异，但是识别结果表明自闭症聋

童识别损伤程度达到严重水平的人数更多。可能

的假设是，自闭症本身的社会认知缺陷没有对自

闭症聋童的面部表情识别造成严重的影响，而是

由于使用手语时被要求观察面部表情，这一要求

迫使他们在沟通过程中注意面部表情。但是对这

一假设要保持谨慎的态度，因为被试的样本较

小，且方法上也存在着不足即 ＢＦＲＴ①可能不是一

个敏感性的任务。［１６］７０－８４在上述的掩蔽实验中，自

闭症聋童组在两种情况下识别表情的总数量低于一

般聋童组。一般聋童在非掩蔽的情况下识别出更多

的面部表情，同时组 （一般聋童组与自闭症聋童

组）与掩蔽条件 （掩蔽和不掩蔽）的交互效应结

果显示，一般聋童的掩蔽效应大于自闭症聋童组。

实验结果显示，显著的掩蔽效应表明一般聋童在手

语过程中十分依赖面部信息，并且表现出对于面部

表情较强的识别能力。尽管在面部表情识别总量上

自闭症聋童组少于一般聋童组，但是自闭症聋童组

内的掩蔽效应说明自闭症聋童在手语理解中一定程

度上同样利用了面部信息。

５５第５期　　　　　　　邱岚珍，雷江华：孤独症聋童手语沟通中面部表情加工的特征表现研究

①ＢＦＲＴ，即ＢｅｎｔｏｎＦａｃｉａｌＲｅ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Ｔｅｓｔ，本顿面部识别测验，是一种衡量识别人脸能力的标准化测量方法。



（三）小结

通过对比研究发现：聋童由于听觉被剥夺，因

此其具有更强的面部识别能力；孤独症聋童和单一

孤独症儿童在手语理解过程中对于面部表情的识别

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孤独症聋童在手语理解过程中

对面部表情的识别与一般聋童相似，同样均十分依

赖面部信息。这可能是单一孤独症和聋童孤独症的

不同之处。可能的解释是，由于听觉被剥夺，其在

使用手语时被要求在手语沟通中注意面部，这可能

会导致聋童自闭症比单一自闭症更多的使用面

部。［１６］１４１－１６１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手语的使用会

影响面部识别的处理方式。在一项比较健听或聋人

手语者与非手语者对面孔识别任务的研究中发现，

手语者的面部识别的准确率高于非手语者，识别速

度慢于非手语者。［１７］这一研究结果说明，手语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面部识别的处理方式，虽然这为上

述的推测提供了一定的实验支撑，但是这一推测仍

需更多的实验加以证明。

二、面部表情的使用

（一）孤独症聋童与一般聋童的比较研究

手语是聋人群体中自然产生的语言系统，像口

语一样，有语音、词汇和句法层次的结构。［１８］有时

候聋人手语者也用面部表情来代替手势，因此聋人

使用面部表情更为频繁、灵活，有着比一般人更为

丰富的面部表情，他们通过面部表情传递情绪和

信息。［１９］

孤独症聋童在面部表情的使用方面是否会受其

手语环境的影响，是否在手语输出过程中产生更多

的面部表情？在一项研究中，Ｄｅｎｍａｒｋ利用手语复
述故事任务比较自闭症聋童和一般聋童在手语复述

中面部表情的使用情况。结果发现，自闭症聋童组

组间所产生的面部表情总数没有差异，但产生的面

部表情动作的质量有着显著性差异，自闭症聋童产

生较少接近完整的、正确的面部表情。［２０］３００因此，

有理由认为：手语并没有对孤独症聋童的面部表情

使用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反而由于孤独症本身的

障碍使得孤独症聋童面部表情使用异常。这一结果

也在研究者Ｓｈｉｅｌｄ的一项访谈研究中得到体现。例

如：一位自闭症聋童的母亲报告说，她的儿子能够

理解手语，但是很少产生语言面部表情，而且在利

用手语提出疑问的时候，从未产生像普通儿童一样

的表情：上扬的眉毛和张大的眼睛。［２１］

（二）孤独症聋童与单一孤独症儿童的比较

研究

孤独症儿童较难产生丰富的面部表情，即使产

生表情也是非典型的，较难为普通儿童所识别，因

此，使用手语的孤独症儿童依然较少使用面部表

情，缺乏眼神交流。Ｍａｃｄｏｎａｌｄ等人在研究中观察
到，在１０名高功能自闭症的样本中，他们表达面
部情绪的能力受损，这种受损能力体现在普通儿童

对自闭症儿童表情的反应中。［２２］Ｖｏｌｋｅｒ等人在更大
的儿童样本中，通过表情识别任务发现相较于普通

儿童产生的面部表情，普通儿童更难以识别自闭症

儿童产生的悲伤表情。自闭症儿童的表达方式也被

认为比普通儿童的表达方式更 “古怪”。［２３］那么使

用手语的单一孤独症儿童的面部表情的使用情况是

怎样的呢？在 Ｓｍｉｔｈ的研究中，同样发现 Ｃｈｒｉｓｔｏ
ｐｈｅｒ在手语输出过程中很少使用面部表情，而且
他的面部动作使用也非常困难，尤其是在手语过程

中，将合适的表情与手语配合呈现。除此之外，他

不能用面部来表示否定和疑问的表情，因此，这也

影响了他使用面部表情来产生韵律正确的手语的能

力。［１１］２８这和Ｓｈｉｅｌｄ与自闭症聋童母亲的访谈结果
是一致的。通过上述Ｄｅｎｍａｒｋ的实验得知，孤独症
聋童产生的面部表情的质量不佳。另一项研究同样

报告了自闭症聋童在手语输出过程中面部表情使用

的异常情况：Ｐｏｉｚｎｅｒ等人调查了一位成年自闭症
聋人手语者 （ＪｕｄｉｔｈＭ．）的手语技能，她从出生
起在与聋人父母的交流中接触到手语，在１１个月
的时候开始停止眼神交流。尽管有一个良好的母语

手语环境，但她的手语输出中却明显缺少面部

表情。［２４］

（三）小结

不难发现，与一般聋童手语者相比，孤独症聋

童在手语输出的过程中产生更少的面部表情；尽管

使用手语或者暴露在手语环境中，单一孤独症和孤

独症聋童在手语输出中同样较少使用面部表情，孤

６５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



独症聋童的面部表情使用异常现象并没有因手语的

使用得到改善，这可能与孤独症障碍本身有着很大

的关系。因为情感处理和心智理论缺陷是自闭症的

核心，这种缺陷和障碍会破坏手语者的这种能力，

例如自闭症儿童的口语发展同样受到了损害。［２０］３０１

三、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通过对比孤独症聋童与一般聋童，孤独症聋童

与单一孤独症儿童，可以发现：孤独症聋童面部表

情的研究沿用遵照单一孤独症儿童和一般聋童的研

究方法，多运用图片识别、句子复述、故事复述等

方式，缺少自然环境下的观察实验。但总体来说，

对于孤独症聋童面部表情的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

从浅显到深入、从访谈记录到科学实验的发展历

程，未来需要在方法上更加多样化，在研究上更加

细致化。

第一，在面部表情的识别方面，孤独症聋童在

手语理解过程中对面部表情的识别能力并没有受到

孤独症本身障碍的重大影响，反而由于在手语沟通

过程中对面部表情的高度关注以及手语对面部信息

加工方式的影响提升了孤独症聋童对面部表情信息

的注意，但这些假设仍然需要未来更多的实验证明。

第二，在面部表情的使用上，孤独症聋童在手

语输出过程中产生较少的面部表情，且即使暴露在

良好的母语手语环境中，孤独症聋童依然产生较少

的面部表情。手语对于面部表情高度注意的要求并

没有像对孤独症聋童的面部表情识别一样对孤独症

聋童的面部表情的使用产生积极作用，反而由于孤

独症本身的障碍使得孤独症聋童在面部表情的使用

上与单一孤独症儿童相似。

第三，从孤独症聋童手语理解过程中面部表情

加工的研究上来看，国外的研究成果尽管还不多，

但是已实现从一些观察记录、逸闻趣事到精心科学

的实验设计的转变，深入研究孤独症本身的障碍与

其手语理解中面部表情加工的关系以及手语暴露是

否对孤独症儿童的面部表情加工有利等相关问题。

与此同时，仍然还存在诸多可探究的问题，例如：

研究中大都以孤独症聋童与一般聋童作为实验对

象，而少有孤独症聋童与单一孤独症儿童的比较研

究。目前，我国关于孤独症聋童的研究较少，对于

孤独症聋童面部表情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因此，

在实践生活中，我国研究人员应当注重对孤独症聋

童的发现，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积极有

效的实证探究，为孤独症聋童的社会认知和社会交

往提供有效信息。

（二）启示

通过研究孤独症聋童手语沟通中面部表情的异

常表现，孤独症聋童教育可从中获得如下启示：首

先，在孤独症聋童面部表情识别的日常生活训练

中，可以尽早地使用手语，利用手语视觉线索帮助

孤独症聋童关注面部表情。其次，在孤独症聋童面

部表情使用的教育训练中，可以采图片交换沟通系

统 （ＰＥＣＳ）。例如，Ｇｅｏｒｇｉａ等人对１名１０岁自闭
症聋童进行了长达６个月的 ＰＥＣＳ训练，结果发现
其在６个月之后，由一开始的５ｓ不到的眼神互动
提升至 １５ｓ，［２５］其社会交往能力也有所提升。此
外，社会交往是双向的互动，与单一孤独症儿童一

样，由于孤独症聋童面部表情的异常表现，他们在

交往过程中可能处于劣势地位。Ｓｔｅｖｅｎ等人的录像
友谊评分实验结果显示，自闭症儿童的分数明显低

于普通儿童，说明由于自闭症儿童表情的异常表

现，普通儿童在社会交往中会抗拒自闭症儿童。同

伴的消极反应对于那些社交意识相对较强的自闭症

儿童来说尤其令人沮丧，他们可能正在努力建立友

谊，但却未能形成友谊。［２６］社会交往的双向性要求

孤独症儿童的社会交往应该不仅仅只是关注孤独症

儿童，也需要从同伴的角度出发，在学校教育训练

中发挥同伴交往的作用，提升同伴对于孤独症聋童

的接纳程度。再有，研究表明自闭症儿童更喜欢电

脑而不是玩具。［２７］在此基础上，利用互动类的工具

比如电脑游戏软件等对自闭症儿童面部表情进行训

练，发现自闭症儿童的面部表情识别和使用均有所

提升。［２８－２９］因此，孤独症聋童面部表情训练应该利

用已有研究成果，积极开展实践训练。最后，实践

与研究要探索更多关于孤独症聋童社会交往的教育

训练策略。具体而言，可以从孤独症聋童的面部表

情、身体姿势、手语使用等更加细致的方向入手，

结合孤独症聋童的个案实际情况，真正在实践中发

掘孤独症聋童的社会交往实用策略。

７５第５期　　　　　　　邱岚珍，雷江华：孤独症聋童手语沟通中面部表情加工的特征表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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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着重宣传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和两国 “胞

波情谊”，增强两国民间互信；重视中缅新闻传

播，利用好境外媒体社交平台，采取定期推送、专

题报道等形式，组织策划并重点介绍中国全方位开

放、对外和平友好的外交政策与主张。精心谋划和

联合举办 “中缅文化旅游年”系列活动，持续深

化两国间文化、教育、旅游等方面的合作交流。坚

持优势互补，树立正确义利观，深化双方务实互利

合作，惠及两国民众。主动向缅方提供力所能及的

物质帮助和道义支持，让缅方各阶层真切体会到中

方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诚意，进一步增进双

方 “胞波情谊”。组织、派遣相关人员积极参加缅

甸政府及其官方机构举办的相关活动，密切与缅方

官员、企业、学界的联系。继续发挥中缅民间往来

多的优势，积极推动民间外交，通过民间活动、企

业行为，努力与缅方边境势力搞好民间关系，减少

滇缅国际道路运输合作的障碍，促进两国贸易通关

的顺畅，同时鼓励支持国内非政府组织 （ＮＧＯ）
入缅开展活动，增进与缅甸官方、民间的交流合作

以增信释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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