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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注视追随对人际交往的顺利开展和个体一系列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至关重要。作

为一类核心技能，注视追随往往受到面部表情的调节。现有研究采用目标刺激定位的空间

线索任务进行，结果发现，面部表情对典型发育个体注视追随的影响受到实验材料呈现方

式的调节，而孤独症谱系障碍（ａｕｔ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ＳＤ）个体的注视追随不管在任何呈
现方式下均不受他人面部表情的影响，这可能是由于ＡＳＤ个体先天的皮下通路过度激活而
后天形成的皮层通路发展异常所致。未来研究应关注线索－目标时间间隔、性别因素在面
部表情调节作用中的影响，开展多模态神经影像学技术，综合探究面部表情对 ＡＳＤ个体注
视追随影响的神经机制。教育实践应加强ＡＳＤ个体对情绪面孔注视追随能力的提升，深化
ＡＳＤ个体对面孔情绪和注视线索社会性含义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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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引言

孤独症谱系障碍（ａｕｔｉｓｍｓｐｅｃｔｒｕｍｄｉｓｏｒｄｅｒ，ＡＳＤ）是
一类发生于婴幼儿时期，持续表现出社交缺陷和重复

性刻板行为的神经发育性障碍［１］。近年来，其不断攀

升的发病率以及随年龄增长越发凸显的社交问题，给

ＡＳＤ个体的家庭及其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压力，也让
ＡＳＤ个体发生机制的探究成为国内外研究的重要议
题。注视追随作为人际交往过程中一项重要的能力，

在ＡＳＤ发生机制的相关研究中备受关注。注视追随
（ｇａｚ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是指个体在注意到他人看向某个方向
时，自动追随他人目光，将自身的注意投至与他人相同

注视方位的心理过程［２］。在这一过程中，个体逐渐理

解他人的注视方向是其注意焦点、行为意图的重要反

映［３］，也开始习得被注视方向?物体的词语［４］。因此，
注视追随被看作是个体言语习得、心理理论及社交技

能发展的重要基础［５］。而这一方面能力的损伤被视

为ＡＳＤ个体患有社交缺陷的核心因素［６］。
大量研究指出，ＡＳＤ个体的注视追随能力存在损

伤。行为层面，ＡＳＤ个体在任务中很少回应他人的注

视线索，注视追随的发生频次明显低于典型发育（ｔｙｐｉ
ｃａｌｌ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ＴＤ）个体［７］；在注视追随的过程中，不
同于 ＴＤ个体，ＡＳＤ个体很少受到目标物体属性的影
响，其注视追随缺乏社会性背景的促进效应［８］；此外，

部分研究者将个体对目标物体的注视时长作为个体对

他人注视线索指向含义理解力的指标，结果发现，ＡＳＤ
个体对目标物的注视时长小于 ＴＤ个体［９］。神经层
面，ＡＳＤ个体的颞上沟、杏仁核、前扣带回等社会性信
息加工脑区在注视追随任务中激活程度明显弱于 ＴＤ
个体［１０］，且各脑区之间的功能性连接在选用不同实验

材料的任务中表现出过度激活或激活不足等特点［１１］。

ＡＳＤ个体这种受损的注视追随能力可能与异常的情感
加工有关［１２］。

注视追随作为一种具有分享性质的沟通行为，其

情感必然与之同时发生［１３］。面部表情作为情感表达

的重要载体，在日常生活中往往与个体的注视线索同

时出现，并影响个体的注视追随，如相对于中性面孔，

恐惧面孔属于高度自我相关性线索［１４］。当注意到他

人持有恐惧情绪看向一侧时，个体往往会更迅速地跟

随他人的注视线索，完成对目标刺激的快速定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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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结合他人面部表情完成注视追随的行为，一方面

能够更全面地推测他人的心理意图和目标行为，助力

后续社会交往的顺利开展，另一方面能够快速地判断

目标刺激的危险属性，进而做出规避或趋近的决

策［１６］。但不同于 ＴＤ个体，ＡＳＤ个体存在面部表情加
工缺陷。他们难以准确识别他人的面部表情［１７］，部分

脑区在加工情绪面孔，尤其是恐惧面孔时，激活异

常［１８］。那么，当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同时呈现时，ＡＳＤ
个体是否会因为面部表情加工缺陷而影响对情绪面

孔下注视线索的正常追随呢？为此，本文首先概述了

面部表情对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影响的任务范式，随后
对该主题下的行为表现以及潜在的神经机制进行梳

理，旨在揭示面部表情对 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的影响，
为诠释ＡＳＤ个体社交障碍的发生机制提供思路。

２ 面部表情对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影响的研究范式

研究者通常采用空间线索研究范式，考察面部表

情对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的影响。该任务流程是，首
先，在线索阶段，向被试的中央视野内呈现情绪化的注

视方向（斜视的情绪面孔），在间隔一段时间后，呈现目

标刺激，要求被试通过按键的方式完成目标任务。其

中，线索阶段呈现的面部表情又称为情绪线索，他人的

注视方向又称为注视线索。目标刺激的位置可能出现

在注视线索的同侧（一致条件），亦可能出现在异侧（不

一致条件）。若被试在不一致条件下的正确反应时大

于一致条件，表明个体发生了注视线索效应（ｔｈｅｇａｚｅ
－ｃｕｅｉｎｇｅｆｆｅｃｔ）。该效应是反映注视追随的重要指
标［１９］，其具体的差值，即注视线索效应量，是衡量注视

线索作用大小的量化指标。如果个体对情绪面孔下的

注视线索效应量与中性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效应量存

在差异，则表明个体的注视追随受到他人面部表情的

影响。

空间线索任务范式的目标任务包括目标刺激探

测、定位以及分类等。其中，面部表情对注视线索效应

的调节作用常发生于目标刺激定位任务［２０］，这可能与

三类任务的认知负荷有关。目标刺激探测任务的认知

负荷最低，被试仅需要记忆一个目标刺激和一个按键；

目标刺激定位任务的认知负荷中等，被试需要记忆一

个目标刺激和两个按键以及目标刺激与按键位置之

间的对应关系；目标刺激分类任务的认知负荷最高，被

试需要记忆两个目标刺激和两个按键以及目标刺激

与按键位置之间的对应关系。随着以上三类任务认知

负荷的增加，被试分配到整合他人面部表情和注视线

索的认知资源相应减少。所以，个体在认知负荷最高

的目标刺激分类任务中，因分配到整合他人面部表情

和注视线索的认知资源较少，从而难以表现出注视线

索效应受到他人面部表情调节的特点［２１］。同时，面部

表情对注视线索效应调节作用的发挥需要依赖一定程

度的认知资源，过高的认知资源反而不利于面部表情

与注视线索的整合。因此，目标刺激探测任务因认知

负荷过低，致使面部表情调节作用难以发挥［２２］。为全

面揭示面部表情对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的影响，研究者采
用目标刺激定位的空间线索任务开展了广泛的研究。

该任务的内在逻辑是，如果被试发生了注视追随，

那么在一致条件下，因注视线索对目标刺激位置具有

提示作用，被试仅需要依据注视线索的提示，便能够快

速地完成对目标刺激的定向，因此，对目标刺激的反应

较快。而在不一致条件下，个体需要先从无效刺激引

导的位置上完成注意解离，重新定向目标刺激，因此，

对目标刺激的反应较慢［２３］。面部表情对注视线索效

应调节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可能是他人的面部表情加速

了被试对一致条件下目标刺激的探测速度，从而使得

个体对一致条件下目标刺激探测的反应时减少；另一

方面可能是他人的面部表情加剧了被试对不一致条件

下完成注意解离的难度，从而使得个体对不一致条件

下目标刺激探测的反应时增加［２４］。以上两种情况最

终导致情绪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效应量增加。

３ 面部表情对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影响的行为表现

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的呈现顺序是影响面部表情

对注视追随调节作用是否产生的重要因素［２５］。围绕

面部表情对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影响的研究，依据两类
信息呈现顺序，分为同时呈现和继时呈现两类。

３．１ 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同时呈现条件

采用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同时呈现的研究，依据

实验材料呈现方式进一步分为动态和静态。其中，动

态呈现方式主要是通过不断变化他人的面部表情和注

视线索，营造动态效果。最早采用该方式的研究分别

选取由中性到恐惧和由恐惧到中性两类情绪面孔作为

实验材料，结果发现，ＴＤ儿童在由中性到恐惧条件下
的注视线索效应量大于由恐惧到中性条件，而 ＡＳＤ儿
童在两类条件下的注视线索效应量不存在差异，这表

明恐惧面孔对ＡＳＤ儿童的注视追随并未表现出与 ＴＤ
儿童相似的调节作用［２６］。但因为该任务没有设置基

线，即中性面孔到中性面孔条件，所以，很难直接说明

恐惧面孔对两组被试注视追随的影响。因为 ＡＳＤ儿
童在两种呈现方式下可能均出现了恐惧情绪对注视线

索效应的调节作用，且两种呈现方式下的调节作用相

似。此外，该任务并未评估两组被试面部表情识别能

力。因此，难以说明 ＡＳＤ儿童并未表现出与 Ｔ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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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的行为特征是否受到面部表情识别障碍的影响。

为此，后续研究匹配了两组被试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并

增加了基线作为对照，结果发现，成年 ＴＤ个体对恐惧
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效应量高于中性面孔，而成年 ＡＳＤ
个体对两类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效应量不存在差异，这

表明不同于成年 ＴＤ个体，即使成年 ＡＳＤ个体具有正
确识别他人面部表情的能力，但其注视追随依旧难以

受到他人面部表情的影响［２７］。

静态呈现方式主要是向被试直接呈现一张斜视

的情绪面孔图片。鉴于个体对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的

整合性加工发生于注意的后期阶段［２８］，采用静态呈现

方式的研究分别将短线索 －目标时间间隔（ｓｔｉｍｕｌｕｓ
ｏｎｓｅｔａ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ｙ，ＳＯＡ）（１６７ｍｓ）和长ＳＯＡ（４００ｍｓ）作为注
意早期阶段和晚期阶段的指标，结果发现，在两类 ＳＯＡ
条件下，ＡＳＤ幼儿对开心、恐惧和中性面孔下的注视线
索效应量与 ＴＤ幼儿不存在差异，同时，与 ＴＤ幼儿类
似，ＡＳＤ幼儿在三类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效应量均不存
在差异［２９］。当进一步延长 ＳＯＡ时，ＴＤ儿童在 １５００ｍｓ
的ＳＯＡ条件下，依旧能对开心、恐惧和中性面孔产生
注视线索效应，但三类表情下的注视线索效应量不存

在差异，而ＡＳＤ儿童仅仅对开心面孔产生了注视线索
效应［３０］。以上研究表明在静态呈现方式下，两组个体

的注视追随均难以受到他人面部表情的影响。

３．２ 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继时呈现条件

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的继时呈现可进一步分为

先面部表情后注视线索和先注视线索后面部表情两

类。罗佳琦［３１］采用先面部表情后注视线索的刺激呈

现方式，操纵目标刺激效价，选取中性人声和恐惧人声

作为目标刺激，恐惧面孔作为情绪线索，进一步探究

ＡＳＤ个体对情绪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效应是否会受到目
标刺激属性的影响，结果发现，ＴＤ儿童仅在目标刺激
为恐惧人声条件下产生注视线索效应，而 ＡＳＤ儿童在
两类目标刺激条件下均产生了注视线索效应；就注视

线索效应量而言，当目标刺激为恐惧人声时，两组被试

不存在差异，而在目标刺激为中性人声时，ＡＳＤ儿童的
注视线索效应量大于 ＴＤ儿童，这表明线索刺激与目
标刺激的情绪效价一致性影响 ＴＤ儿童的注视追随，
但并不影响ＡＳＤ儿童的注视追随。

采用先面部表情后注视线索的呈现方式，其后出

现的注视线索的动态性是一个显著的物理刺激，可能

会吸引被试较多的注意资源，从而导致个体对面部表

情的持续加工受阻，进而抑制面部表情对注视线索效

应调节作用的发挥［３２］。日常生活中，他人往往是在注

意到某一物体后，根据物体性质，产生不同的面部表

情，即先注视线索后面部表情。该呈现方式能够营造

他人在看向某一物体?方向后引发特定情绪反应的情
境，这有助于凸显目标刺激?方向的重要性，更容易调
节个体的注视追随［３３］。采用此类呈现方式的研究发

现，与 ＴＤ幼儿相似，ＡＳＤ幼儿能够追随他人愤怒面孔
和中性面孔下的注视线索，但 ＴＤ幼儿对愤怒面孔下
的注视线索效应量大于中性面孔，而此类结果在 ＡＳＤ
幼儿组并没有表现，这表明即使采用生态化的刺激呈

现方式，ＡＳＤ个体的注视追随依旧难以受到他人恐惧
情绪的调节［３４］。

４ ＡＳＤ个体追随情绪面孔下注视线索受损的潜
在机制

面部表情对注视追随调节作用的产生依赖于个体

对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的整合性加工［３５］。该过程囊

括注意定向、情绪加工以及心理意图揣测等多个成分，

涉及杏仁核、上丘脑等皮下组织和颞上沟、梭状回、扣

带回、背侧顶叶以及腹内侧前额叶等皮层组织构成的

神经网络［３６］。具体而言，皮下组织中由上丘—丘脑枕

核—杏仁核—丘脑网状核构成的皮下通路，通过上丘

接收视网膜神经节大细胞传递的社会性信息（如人物

面孔、注视线索、面部表情），并经过丘脑枕核快速传递

至杏仁核，再由杏仁核强烈地投射至丘脑网状核，从而

完成对人物面孔快速且无意识的定向和情绪的评

估［３７］，随后，再通过杏仁核和上丘脑向颞上沟、腹内侧

前额叶等皮层组织进行投射，实现皮层组织对情绪面

孔下注视追随的调控［３８］。ＡＳＤ个体可能在皮下通路
和皮层组织两个维度均存在损伤，从而致使自身的注

视追随难以受到他人面部表情的调节影响。

围绕ＡＳＤ个体皮下通路激活特点的研究，采用静
息态功能核磁共振成像（ｒｅｓｔ－ｓｔａｔｅｆＭＲＩ）技术发现，
ＡＳＤ个体上丘—丘脑枕核—杏仁核通路中的轴突存在
损伤，其右侧丘脑枕核与左侧杏仁核的功能连接过

强［３９］。当明确要求 ＡＳＤ个体注视他人情绪面孔中的
眼部信息时，其上丘、丘脑枕核、杏仁核过度激活［４０］。

作为连接皮下通路和皮层组织的重要脑区，杏仁核异

常性的发展也在 ＡＳＤ个体相关研究中得到了较为广
泛的验证，如对比 ＴＤ个体，ＡＳＤ个体早期的杏仁核体
积较大，后期体积较小，增速缓慢，内部神经元细胞数

量较少［４１］。在加工直视的情绪面孔时，ＡＳＤ个体的杏
仁核过度激活［４２］，且与腹内侧前额叶功能连接过

高［４３］，但在加工斜视的情绪面孔时，ＡＳＤ个体的杏仁
核激活不足［４４］。

围绕皮层组织的激活特点，研究发现 ＡＳＤ个体在
加工情绪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时，相关的皮层组织激活

不足，同时，各皮层组织与杏仁核的功能连接较弱。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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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Ｍ．Ｓ．戴维斯（Ｍ．Ｓ．Ｄａｖｉｅｓ）的研究指出，ＡＳＤ个体
在加工斜视的情绪面孔和直视的情绪面孔时，前额叶

皮层的激活水平不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表明 ＡＳＤ个体
对不同视线的情绪面孔表现出相同的加工倾向，即

ＡＳＤ个体并未对斜视的情绪面孔表现出特殊化的加工
模式［４５］。对比 ＴＤ个体，ＡＳＤ个体在感知斜视的恐惧
面孔时，负责情绪加工的脑区（前脑岛、扣带回、前额

叶）［４６］和负责注视加工的脑区（颞上沟、颞顶交界处和

边缘上回）激活不足［４７］。在各脑区功能连接方面，研

究发现ＡＳＤ个体在加工情绪化注视线索时，杏仁核与
前额叶连接较弱［４８］。成年 ＡＳＤ个体在追随由中性到
愤怒和由中性到开心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时，其杏仁核

激活程度低于 ＴＤ个体，同时，杏仁核与皮质层区（如
梭状回、颞上沟、额下回）功能连接弱于 ＴＤ个体［４９］。
对此，Ｗ．佐藤（Ｗ．Ｓａｔｏ）［５０］提出了弱杏仁核情绪调节
假说（ｗｅａｋａｍｙｇｄａｌａ’ｓ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ｍｏｄｕｌａｔｉｏｎ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
该假说指出，ＡＳＤ个体在追随情绪面孔下注视线索时，
一方面皮下通路中的杏仁核自身激活程度较弱；另一

方面，杏仁核对大脑皮层的连接不足，使得皮下通路难

以调节大脑皮层，从而在行为层面未能表现出不同情

绪面孔下注视线索效应量差异化的特点。

关于皮下通路和皮层组织之间的关系，早期 ＡＳＤ
个体皮下通路的过度激活可能影响了皮层通路的形

成与发展。由上丘—丘脑枕核—杏仁核—丘脑网状核

构成的皮下通路是人类先天存在的，能够对面孔（包括

注视线索和面部表情）进行无意识且快速的加工［５１］。

ＡＳＤ个体在加工情绪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时，先天性的
皮下通路过度激活，影响了 ＡＳＤ个体对人物面孔的自
动化注意定向以及对面孔情绪的有效评估［５２］。为了

规避皮下通路过度激活带来的消极感受，ＡＳＤ个体会
在早期阶段减少对他人情绪面孔下注视线索的加工。

长此以往，此类经验的匮乏影响了由经验不断塑造而

成的皮层通路的形成和发展，致使负责情绪面孔加工

的皮层通路呈现出异常化的激活模式［５３］。值得注意

的是，在以上的研究中，作为推测他人意图的重要脑

区，ＡＳＤ个体的颞叶区和前额叶区并未在注视追随过
程中呈现出典型化的激活特点，这表明 ＡＳＤ个体在追
随情绪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时，并未意识到情绪面孔和

注视线索的社会性含义［５４］，他们可能仅仅将情绪化的

注视线索视为一般性物理刺激，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

借助注视线索的方向属性完成了注视追随，并未将两

类线索的社会性含义进行整合。

５ 研究展望与教育建议

围绕面部表情对 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影响的研究

主要采用目标刺激定位的空间线索任务范式，结果发

现，与ＴＤ个体相似，ＡＳＤ个体能够追随他人情绪面孔
下的注视线索，但在面部表情对注视追随调节方面，两

组群体表现出差异化的特点。具体而言，面部表情对

ＴＤ个体注视追随的调节作用受到实验材料呈现方式
的进一步影响，但不管实验材料以何种方式呈现，ＡＳＤ
个体的注视追随均不受他人面部表情的调节。面部表

情难以调节 ＡＳＤ个体的注视追随并非因为个体存在
面部表情识别障碍，可能是由于 ＡＳＤ个体先天的皮下
通路过度激活，同时，后天形成的皮层通路发展异常所

致。基于现有的研究结论，同时，鉴于面部表情对注视

追随影响的复杂性，未来研究和教育建议可以从以下

几方面展开。

５．１ 未来研究展望

第一，揭示 ＳＯＡ因素在面部表情对 ＡＳＤ个体注视
追随影响中的作用。ＳＯＡ是影响面孔社会信息（如面
部表情、熟悉性和社会地位等）对注视线索效应调节作

用是否产生以及如何产生的重要因素，且面孔中蕴含

的不同的社会信息对注视线索效应产生影响所依赖的

ＳＯＡ水平存在差异［５５］。就面部表情而言，ＴＤ个体在
注意的早期阶段，对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的加工是分

开的，直到注意的晚期阶段（约３００ｍｓＳＯＡ），个体才以
整合的方式同时加工他人的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这

表明面部表情对ＴＤ个体注视线索效应调节作用的发
挥至少需要３００ｍｓＳＯＡ［５６］。而ＡＳＤ个体可能需要更长
的ＳＯＡ值才能完成两类信息的整合。相关研究指出，
ＡＳＤ个体在加工多条社会性线索时，需要花费更多的
时间，才能得到与ＴＤ个体相似的正确率［５７］。Ｍ．弗里
思（Ｍ．Ｆｒｅｅｔｈ）［５８］分析了在注视追随过程中，注视线索
呈现时长对个体注视目标刺激的影响，结果发现，ＴＤ
个体在注视线索呈现１５００ｍｓ后便对目标刺激的注视
时长显著增长，而ＡＳＤ个体直至４０００ｍｓ后才对目标刺
激的注视时长呈现出增长趋势。因此，现有行为学研

究并未发现面部表情对 ＡＳＤ个体注视线索效应的调
节作用，是否源于任务中纳入的 ＳＯＡ数值较短？此
外，面部表情对个体注视线索效应的影响在不同的

ＳＯＡ水平上表现出动态性特点［５９］。而 ＡＳＤ个体的注
视线索效应往往稍纵即逝［６０］，那么ＡＳＤ个体对情绪面
孔注视追随在不同的 ＳＯＡ水平上呈现出何种特点呢？
未来关于ＡＳＤ个体对情绪面孔注视追随的研究需要
设置不同水平的 ＳＯＡ，探究 ＳＯＡ因素在其中的具体影
响。

第二，剖析性别因素在面部表情对 ＡＳＤ个体注视
追随影响中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被试的性

别是影响个体注视追随的重要因素。女性群体因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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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情能力以及面部表情识别能力，往往表现出比男

性群体更大的注视线索效应量［６１］，且其注视追随更易

受到他人面部表情的影响［６２］。ＡＳＤ男性群体约占女
性群体４～５．５倍［６３］，既有研究为方便取样，纳入的被
试以男性ＡＳＤ群体为主。因此，现有关于面部表情对
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影响的研究结论是否受到被试性别
的影响？进一步而言，ＡＳＤ个体的注视追随难以受到
他人面部表情的影响，是否因为纳入的男性群体过多，

从而掩盖了调节作用的发生？目前，已有研究提出女

性ＡＳＤ个体可能因为自身性别优势，从基因上产生了
保护机制，从而减少自身障碍对注视追随影响的研究

假设［６４］。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探究不同性别 ＡＳＤ个体
对情绪面孔注视追随的性质对该假设进行验证，进而

对已有的研究结论进行完善。

第三，采用多模态神经影像学技术进一步揭示

ＡＳＤ个体追随他人情绪面孔下注视线索受损的神经机
制。目前，研究者从皮下通路和皮层通路两个层面探

究了面部表情难以调节 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的成因，但
两个通路之间的作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究。具体而

言，ＡＳＤ个体在追随情绪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时，涉及的
皮层组织有哪些？其内部机制是什么？同时，作为连

接皮下通路和皮层通路的上丘脑在其中发挥何种作

用？此外，来自ＴＤ个体的研究发现，经过单次２４ＩＵ经
鼻喷雾催产素干预之后，个体对情绪面孔的识别能力

以及面部表情对注视追随的调节作用均得到了提升，

这表明面部表情的调节作用与催产素水平有关［６５］。

而早期研究指出，ＡＳＤ个体的血浆催产素水平低于 ＴＤ
个体［６６］。因此，ＡＳＤ个体在追随他人情绪面孔下的注
视线索时，其神经系统的激活特点是否受到诸如催产

素等相关神经递质的影响？若受到神经递质的影响，

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鉴于单一的神经影像学技术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未来需要联合多种影像学技术手

段进行多模态研究，综合探究面部表情对 ＡＳＤ个体注
视追随影响的神经机制。

５．２ ＡＳＤ个体的教育启示
第一，对情绪面孔注视追随能力的培养应成为

ＡＳＤ个体教育干预的重点内容。鉴于注视追随对个体
社交技能发展的重要性，一系列围绕提升 ＡＳＤ个体注
视追随能力的干预方法应运而生，如共同注意中介学

习法（ｊｏｉｎｔ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ｍｅｄｉａｔｅ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ＪＡＭＬ）和基于共
同注意技能学习的虚拟现实技术等均将培养 ＡＳＤ个
体的注视追随能力视为干预的关键内容［６７］。本研究

结果发现，尽管 ＡＳＤ个体具有简单的注视追随能力，
但其追随他人情绪面孔下的注视线索能力受损。因

此，未来围绕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的干预应聚焦于情绪

面孔。对比采用情绪面孔作为干预材料的任务，中性

面孔下的注视线索较为简单。ＡＳＤ个体可能仅仅依赖
他人注视线索的物理特征，便能够表现出与 ＴＤ个体
类似的注视线索效应。这种低难度的干预任务会掩盖

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受损的事实，而采用情绪面孔作为
材料的干预任务更能真实反映 ＡＳＤ个体注视追随受
损的本质。此外，日常生活中，他人的面部表情和注视

线索往往同时呈现。因此，采用情绪面孔作为干预材

料的任务更具有生态性，同时，从该任务中获得的注视

追随能力也更有助于ＡＳＤ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使用。
第二，加强对面孔情绪和注视线索社会性意义的

理解应成为提升 ＡＳＤ个体对情绪面孔注视追随能力
的重要环节。本研究发现，即使 ＡＳＤ个体具有正确识
别他人面部表情的能力，但个体的注视追随依旧难以

受到他人面部表情的影响。鉴于 ＡＳＤ个体在追随他
人情绪面孔下的注视线索时，负责心理意图推测的相

关脑区并未得到正常化的激活，表明 ＡＳＤ个体仅仅将
他人的情绪化注视线索视为一种具有指示含义的一般

性刺激，缺乏对他人面孔情绪和注视线索社会性意义

的整合性加工。为此，未来在 ＡＳＤ个体对情绪面孔注
视追随的干预任务中，教育工作者应加强 ＡＳＤ个体对
面孔情绪和注视线索社会性意义的认识。具体而言，

在干预的初期，可以通过认知行为干预技术［６８］，采用

较为夸张的面部表情［６９］或延长他人面部表情和注视

线索呈现时长［７０］等方式，易化ＡＳＤ个体对面部表情和
注视线索社会性含义的理解，帮助 ＡＳＤ个体正确认识
他人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在注视追随中的具体含义，

纠正其错误的认知观念，从而获得积极且连贯的情绪

面孔注视追随的认知。随后，采用小步子教学的方式，

通过设置不同难度等级、逐渐贴合日常生活的场景，帮

助ＡＳＤ个体深化对他人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社会性
含义的理解，全面提升个体追随情绪面孔下注视线索

的能力。

结合本研究结果以及 ＡＳＤ的个体特征，在整个干
预过程中，教育工作者需要注意面部表情和注视线索

的呈现顺序，严格使用先注视线索后面部表情的呈现

方式，以保障干预过程的生态性。同时，教育工作者需

要与 ＡＳＤ个体的家庭成员共同制定干预方案，确保
ＡＳＤ个体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均能够得到一贯性的支
持和有效的指导，避免因不同干预指导策略导致的认

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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