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标作为评价标准。④中医外治法治疗 ＣＦＳ患者远期疗效不
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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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视角下的儿童感觉统合障碍治疗：中医与心理疗法的结合

冯璐，马宁，董鹤婷，王钰水
（沈阳大学，辽宁 沈阳 １１００４４）

　　摘要：随着具有感觉统合障碍儿童数量的增加，社会越来越关注感觉统合障碍的问题。研究表明，感觉统合障碍儿
童是可以通过及时的、科学的干预治疗得到良好恢复的。因此为研究跨文化视角下的儿童感觉统合障碍治疗，深入探讨

了中医与心理疗法相结合的创新治疗模式。首先，根据东西方文化差异探讨跨文化认知背景下儿童感觉统合障碍的差

异；其次，从理论及应用等方面阐述中医诊疗和心理疗法诊疗的各自作用，从综合诊断和综合干预的角度阐述中医与心

理疗法结合的可行性；最后，从跨学科合作、个性化治疗、社区化服务角度出发，展望中医与心理疗法结合的未来发展趋

势。文章围绕中医与心理疗法的结合进行综述，为进一步研究开发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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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文化视角下的儿童感觉统合障碍（ｓｅｎｓｏｒ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ｄｙｓ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ＩＤ）治疗是一个复杂而严峻的课题，因为它需要考
虑到不同文化背景下儿童的特点和家庭环境对治疗的影响。

中医和心理疗法的结合在这一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能够更全

面地满足跨文化背景下儿童感觉统合障碍治疗的需求。

１　儿童感觉统合障碍的跨文化认知
在跨文化视角下，儿童感觉统合障碍的认知需求更为复

杂。不同文化中，人们对儿童行为的理解和期望存在差异，这

会影响到对感觉统合障碍的诊断和治疗。例如，在一些文化

中，对儿童过度活跃的行为可能被视为是健康的表现，而在另

一些文化中可能被视为是问题行为。在东方文化中，如中国、

日本等，对儿童感觉统合障碍的认知往往强调内在调理与平

衡，把这一问题归咎于教育方式或生活习惯，而非生理或心理

疾病，此外东方传统医学对儿童感觉统合障碍的理解多侧重于

身体阴阳平衡、脏腑功能等方面，中医认为，儿童的成长发育受

到先天禀赋和后天环境的影响，因此家长和教育者可能更倾向

于从饮食、作息、环境等方面进行调整，以改善儿童的感觉统合

能力。东方文化还强调家庭和社会对儿童的关爱与支持，认为

这有助于减轻儿童的心理压力，促进其发展。而在西方国家，

如美国、欧洲等，儿童感觉统合障碍被视为一种需要医学干预

的心理发展问题，对儿童感觉统合障碍的认知则更加倾向于通

过专业的评估和干预来解决问题。多年以来国外研究一直注

重临床试验对于解决问题的实质性意义，因此感统训练实践研

究多运用在自闭症、多动症等各类存在发展障碍儿童的治疗和

行为改善上［１］。家长和教育者可能更倾向于寻求专业机构或

专家的帮助，如心理医生、儿童发展专家等，以获取更为科学和

有效的干预方法。此外，西方文化还强调个体差异和个性化教

育，提倡早期发现和干预，认为应根据每个儿童的具体情况制

定针对性的干预方案以帮助患儿改善生活质量和社会适应能

力。因此，随着全球化的推进，跨文化研究需要考虑到这些文

化差异，通过了解不同文化对感觉统合障碍的认知差异，制定

相应的治疗策略，推动儿童感觉统合障碍领域的进步与发展。

２　儿童感觉统合障碍的中医诊疗
２．１　中医理论视角下的感觉统合障碍

中医古典文献中无此病名记载，但在 “脏燥”“健忘”“失

聪”“躁动”等症候中有类似症状记载。《素问·生气通天论

篇》曰：“阴平阳秘，精神乃治”，说明了阴阳平衡是维持人体神

态正常的基础。小儿“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从生理上说明容

易出现阳动有余阴静不足的现象［２］。中医将感觉统合障碍归

类为“脾胃虚弱”“肝郁脾虚”等症状，并强调了调节脾胃、疏肝

理气等治疗原则。从中医理论视角来看，感觉统合障碍可能与

个体的整体健康状态、脏腑功能、气血运行等多个方面相关。

中医注重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认为人体的各个部分相互关

联、相互影响，共同维持着机体的平衡与和谐。

中医理论认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海。肾虚可能影响到脑

的发育和功能，进而影响到感觉统合能力。气血运行不畅也可

能导致感觉统合障碍。中医认为气血是人体生命活动的基本

物质，只有气血充足才能有效维持个体各方面机能的正常运

转，如果气血运行不畅，可能会影响到神经系统的传导和整合

功能，从而引发感觉统合障碍。

２．２　中医治疗实践
伴随儿童感觉统合失调，儿童可能出现一系列行为问题，

比如学习困难、注意力稳定性不足、身体协调能力弱、精细动作

发展不良、情绪管理不佳等多方面的功能障碍［３］。通过中医

疗法中的艾灸、中药、按摩等方法可有效改善儿童感觉统合障

碍。中药调理是对感觉统合障碍儿童最重要的手段之一，中医

根据幼儿的个体化特征，开出针对性的药方，通过长期服用，可

以逐渐改善儿童气血循环、神经系统等功能。针灸治疗也会对

幼儿的感觉统合障碍起到一定疗效，通过针灸刺激穴位，调节

幼儿神经系统，促进气血运行，但此方法需要长期进行才会有

明显效果。推拿按摩是中医治疗儿童感觉统合障碍的常用方

法之一。对幼儿的身体经络进行按摩推拿，可促进幼儿疏通经

络，调节气血，长期进行可改善幼儿的行为情绪和学习能力。

除此之外，饮食调理和心理疏导也会对幼儿的感觉统合障碍的

治疗起到较大的作用。

３　儿童感觉统合障碍的心理疗法治疗
３．１　心理疗法的理论支持

心理治疗是应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通过一种有结构、

有目的的干预与患者建立关系，治疗病人的心理、情绪、认知和

·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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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等问题心理治疗旨在调节心理和生理的平衡，综合考虑心

理、情感和生理因素，制定个性化治疗方案。且注重预防，鼓励

患者调整心态，培养健康的生活习惯［４］。目前，临床治疗方法

中常见的心理治疗包括认知行为疗法、人际心理疗法、正念疗

法、心理动力学疗法、积极性心理疗法、理性情绪疗法、接纳与

承诺疗法、森田疗法、情绪聚焦疗法等。研究表明，采用心理调

节法进行治疗的儿童的心理、行为等方面状态，其效果是显著

的，但是由于目前各研究者采用的心理疗法不同，感觉统合失

调的患儿情况不同，其治疗效果也不同，因此国内外也并无对

不同心理疗法的治疗效果有优劣之分［５－８］。

３．２　心理疗法的应用
心理疗法包括认知行为疗法、儿童游戏疗法等。通过与儿

童建立良好的关系，开展情绪疏导、行为训练等活动，帮助他们

逐步克服感觉统合障碍带来的困扰。首先，认知行为疗法，是

把认知情绪疗法和行为矫正疗法相结合的心理干预方法。在

实际操作中，认知的改变就是运用自我指导、自我监督、自我强

化、自我评估、问题解决和认知重建等方法，以纠正儿童不合理

信念，并教之以改善行为的技能和策略；行为的改变就是运用

操作性条件反射原理，通过强化及惩罚等相关技术控制行为事

件发生的环境因素，以增加或减少目标行为出现的频率［９］。

研究表明，认知行为疗法对改善 ＡＤＨＤ等具有行为障碍的儿
童的部分亚临床症状和社会技能、愤怒情绪等伴随症状方面有

效。通过对感觉统合障碍儿童的治疗，其核心症状和伴随症状

有明显改善，且预后效果良好。

另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是游戏疗法，该疗法由美国游戏治

疗协会建立，通过规范训练游戏治疗师，让游戏治疗师通过游

戏的力量去协助当事人克服心理困境，取得较好的配合［１０］。

该方法通过游戏作为媒介，旨在帮助儿童感觉统合能力，提高

对外界刺激的适应能力。游戏疗法能够刺激儿童的兴趣和积

极性，使他们在愉悦的氛围中接受治疗［１１］；其次，游戏疗法能

够针对性地训练儿童的感觉统合能力，针对不同类型的感觉统

合障碍，可以设计相应的游戏来锻炼儿童的触觉、前庭觉、本体

觉等。以本体感失调为例，儿童通常表现为缺乏自信，手脚笨

拙，语言表现能力差，动作不协调等症状，儿童３岁起可以开展
球类运动，如训练他拍皮球，熟练后可以要求儿童左右手交替

拍球，大一点的儿童可以训练他们打乒乓球和羽毛球等，由简

单的分解动作开始，逐步过渡到连贯的动作［１２］。此外，跳格子

也是训练幼儿感觉统合失调的有效游戏方法，地点最好是户

外，换个地点在家里也可行，只要运用家里的拼图地垫即可，将

每块地垫放置于地并进行固定，间距需为２０～３０ｃｍ，然后就可
以让孩子用跳的方式踩地垫，反复进行［１３］。跳格子能够有效

控制和协调肌肉，平衡肌肉张力。

４　中医与心理疗法的结合治疗
４．１　综合诊断

感觉统合失调是指外部的感觉刺激信号无法在儿童的大

脑神经系统进行有效的组合，而使机体不能和谐地运作，久而

久之形成各种障碍最终影响身心健康。中医与心理疗法结合

治疗在此类障碍方面展现出独特的优势，两者的结合能够提供

一种更加全面和综合的治疗方案。中医与心理疗法结合治疗

是一种综合性的诊断与治疗方法，旨在通过综合考虑儿童的生

理指标、心理症状、体质特点等因素，为儿童制定个性化的综合

治疗方案。首先需要对儿童的生理指标进行观察，可依据儿童

的身体状况为后续的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此外心理症状的评

估也是综合诊断的重要环节，需关注儿童的情绪、认知、行为等

方面的问题，为制定个性化的心理治疗方案提供依据。

４．２　综合干预
感觉统合失调本身并不可怕，但也不会随着时间而消失，

而是逐渐由“外显”的症状向“内隐”的认知问题转变，因此在

对感觉统合障碍儿童综合诊断的基础上，应积极采取综合干预

策略，结合中医的药物治疗、针灸按摩等方法，与心理疗法的认

知重建、情绪疏导等手段相结合，进行综合干预，全面提升儿童

的感觉统合功能［１４］。在中医诊疗方面，由于不同儿童的感觉

统合障碍存在差异情况，因此应先判断患儿的病因及症状，通

过按摩推拿、中药调理等手段疏通气血，稳定身体机能，同时根

据个体差异，及时调整诊疗方案。

此外，心理疗法在感觉统合障碍的治疗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感觉统合能力是儿童适应外部环境所需要的一种基本的

心理功能。和其他心理功能一样，感觉统合功能也是随着个体

的发展而逐渐成熟和发展起来的。通过认知疗法、行为疗法、

游戏疗法等方法帮助儿童改善前庭觉、视觉、听觉等障碍，帮助

儿童建立积极地自我认知、减轻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增强自

信心和自我调节能力［１５］。研究表明，儿童的生长发育不良会

对认知能力产生负面影响，感觉统合能力属于认知能力的一

种［１６］，虽然目前并没有对儿童生长发育与感觉统合能力关系

之间有明确的研究，但是通过认知行为等心理疗法会对改善儿

童失调症状有一定作用。

将中医与心理疗法结合治疗，可以更好地发挥二者的优

势，为幼儿从身心、行为等方面建立起全方位的治疗模式。首

先，可以运用疏导疗法，对儿童进行心理疏导、解释，调动儿童

的能动性，主动、积极地与疾病作斗争；此外，我们熟知的暗示

疗法、行为疗法、精神分析疗法等也可以有效地发挥二者结合

的治疗优势。在临床上，对感觉统合失调的儿童通过中医诊疗

与心理疗法的共同结合会起到更好的治疗效果，使儿童的生活

质量明显提升。

５　未来发展趋势
５．１　跨学科合作

儿童感觉统合障碍是一种复杂的神经发展障碍，它涉及儿

童在接收、解释和响应来自外部环境的感官信息时遇到的困

难。由于这一障碍的多维度特性，跨学科合作在理解、诊断和

治疗过程中显得尤为重要。未来的研究应更加注重跨学科合

作，充分利用中医、心理学、教育学等多学科的优势，探索更有

效的治疗方法。

在教育学领域，须根据以人为本的理念，关注儿童的个体

差异，根据儿童的年龄、认知水平和兴趣特点，设计个性化的教

育方案，以帮助儿童提升认知、行为、语言等方面能力。在心理

学领域，心理学领域的专家可以运用暗示疗法、情志相胜疗法、

·８９·



２０２４年
第３８卷　第７期

实 用 中 医 内 科 杂 志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ＣＨＩＮＥＳ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行为疗法等方法帮助儿童建立积极的自我形象，增强自信心，

学会应对挫折和压力。此外，心理学专家还会为家长提供指

导，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支持孩子［１７］。儿童感觉统合障碍

的跨学科合作在未来有着显著的发展趋势，未来这种合作除了

涉及教育学、心理学等传统领域，还会逐渐扩展到计算机科学、

工程学、艺术等多个领域。感觉统合是基础，一切能力的培养

都要以感觉统合能力为基础［１８］，当不同领域的专家认识到感

觉统合的重要性之后，就会积极寻求与感觉统合诊疗师的合

作，从而不断拓展一系列科学的诊疗模式。

５．２　个性化治疗
随着对儿童感觉统合障碍认识的深入和医疗技术的进步，

个性化治疗逐渐成为主导趋势。未来对于感觉统合障碍儿童

的治疗将更加个性化和定制化。个性化治疗的核心在于深入

了解每个儿童的个体差异。相比于传统治疗通常“一刀切”的

方式，个性化治疗旨在根据每个患者的独特情况。提供更加精

确、有效的治疗方案，以期获得更好的治疗效果。个性化治疗

不仅仅局限于治疗阶段，它还可以应用于感觉统合失调的早期

预测与干预［１９］。通过对每名儿童的信息情况进行分析，预测

儿童的疾病风险，并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从而避免疾病的发

展和恶化。此外，患儿家长也应与医生保持密切的联系，医生

作为专业的治疗者，为儿童提供个性化的诊疗方案，家长应该

将儿童在家的具体表现、训练情况等及时与医生进行沟通，方

便及时调整治疗方案，家长也可以从医生那里获得更多的专业

知识和治疗经验。

５．３　社区化服务
随着未来社会对儿童感觉统合障碍认识的深入，社区化服

务逐渐成为一种重要趋势。这种趋势强调将服务深入到社区，

从封闭到开放，从隔绝到统一，实现一体化，提供多元、便捷、个

性化的支持，以满足儿童及其家庭的需求。将调查发现，大部

分感觉统合失调的儿童居住生活空间狭小，很少到户外与其他

幼儿接触共同玩耍做游戏，很多都是由父母带领在家中活动，

缺乏与户外自然的接触［２０］。并且由于父母工作时间的制约，

会导致许多儿童在不同程度上出现感觉统合失常。

因此，为提高儿童注意力，自信心，锻炼前庭、本体等方面

的发展，社区应发挥其带头作用，如举办讲座，开展游戏等方

式，让家长认识到什么是“感觉统合”“感统失调的表现”“感统

失调的原因”“如何帮助孩子解决感统失调”，让家长有初步的

了解；此外，社区也应积极与妇幼保健院等医疗机构进行联合

培训，从早期诊断、早期干预到诊疗等全方位开展服务并通过

设置相应改善感觉统合障碍的公共设施为幼儿提供一个安全、

和谐的社区环境。社区化服务趋势体现了家庭、社区等多主体

协作的优势，体现对儿童的关爱与尊重，帮助幼儿更好地融入

社会，全面发展。

６　总结
综上所述，跨文化背景下，中医与心理治疗结合对儿童感

觉统合障碍的治疗有较大的优势，中医以其特有的针灸、按摩、

推拿理疗等方式改善儿童感统失调症状，心理疗法中的游戏疗

法、行为疗法等也对儿童产生明显效果，二者的有机结合会起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此外，未来的跨学科合作、个性化治疗、社

区化服务趋势也会从更广泛的角度提升感觉统合治疗的水平，

促进儿童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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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ＳＨＥＤＬＥＲＪ．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ｓｙｃｈ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Ｊ］．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ｉｓｔ，２０１０，６５（２）：９８．

［７］　曾强，陶建青，梁佳，等．动力学心理治疗广泛性焦虑的疗效观察

［Ｊ］．广西医学，２０１３，３５（１０）：１３２７－１３２８．

［８］　ＭＡＩＮＡＧ，ＦＯＲＮＥＲＦ，ＢＯＧＥＴＴＯＦ．Ｒａｎｄｏｍｉｚｅｄ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ｔ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ａｒｉｎｇｂｒｉｅｆｄｙｎａｍｉｃａｎｄ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ｖｅｔｈｅｒａｐｙｗｉｔｈｗａｉｔｉｎｇｌｉｓｔｃｏｎｄｉ

ｔｉｏｎｉｎｍｉｎｏｒ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Ｐｓｙｃｈｏｔｈｅｒａｐｙ＆Ｐｓｙｃｈｏｓｏｍａｔｉｃｓ，

２００５，７４（１）：４３－５０．

［９］　王玉琴，张微．儿童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心理治疗研究进展［Ｊ］．中

国学校卫生，２０１１，３２（３）：３８２－３８４．

［１０］　董雅静，易艳芝．游戏治疗在儿科护理中应用的研究进展［Ｊ］．

广州医科大学学报，２０２４，５２（１）：７２－７６．

［１１］　吴建贤．中国脑性瘫痪康复指南（２０１５）：第九部分第四章脑性

瘫痪的康复治疗第七节伴随障碍的治疗［Ｊ］．中国康复医学杂

志，２０１６，３１（３）：３７３－３７６．

［１２］　孙悦，曹芳，王成祥．体育课程改善小学生感觉统合失调的效果

及普及途径［Ｊ］．安徽教育科研，２０２３（１３）：１－３，２０．

［１３］　邹旭，左雪．感觉统合失调幼儿干预训练的个案研究［Ｊ］．前沿，

２０２１（２）：８３－８９，９７．

［１４］　谢腾，杨云．感觉统合训练对儿童认知与执行功能影响的干预

研究［Ｊ］．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２０，３６（１０）：２９－３４．

［１５］　姚紫臖，李菊，李冬，等．学龄前儿童生长发育状况与感觉统合

失调的关系研究［Ｊ］．重庆医学，２０２２，５１（１１）：１８３５－１８４０．

［１６］　袁学莲．综合护理干预对尿毒症血液净化患者生活质量评分的

影响［Ｊ］．婚育与健康，２０２３，２９（１２）：１５１－１５３．

［１７］　赵淑云．低年级儿童心理素质培养之我见［Ｊ］．中国科教创新导

刊，２０１０（２７）：２３４．

［１８］　ＢＡＲＡＮＥＫＧＴ，ＬＩＴＴＬＥＬＭ，ＰＡＲＨＡＭＬＤ，ｅｔａｌ．Ｓｅｎｓｏｒ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ａｕｔ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Ｊ］．Ｈａｎｄｂｏｏｋｏｆａｕｔｉｓｍａｎｄｐｅｒｖａｓ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ｌ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ｓ，２０１４，１：３７８－４０８．

［１９］　吕婵，杨帆，雷启隆，等．低年级学龄儿童感觉统合失调现状与

干预研究［Ｃ］／／中国体育科学学会，２０２３．

［２０］　ＰＯＩＴＲＡＳＩ，ＭＡＲＴＩＮＩＥＯ，ＲＯＢＥＲＴＭＴ，ｅｔａｌ．ＩｍｐａｃｔｏｆＳｅｎｓｏｒｙ

ＤｅｆｉｃｉｔｓｏｎＵｐｐｅｒＬｉｍｂＭｏｔｏｒ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ｉ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ｗｉｔｈＣｅｒｅ

ｂｒａｌＰａｌｓｙ：Ａ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Ｊ］．Ｂｒａｉ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１，１１

（６）：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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