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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一）代币制是以代币为条件物，积累定量的代币以换

取相应的强化物。首先要明确代币制制定的要素和步骤

第一步：评估问题行为，确定需要塑造的行为。

行为的评估，需要对出现的问题行为进行观察，找到具

体的表现方式和出现的频率，来判断是否影响到学生自己或

者身边人的生活或学习，从而确定目标行为。目标行为必须

具有针对性，当多种目标行为存在时，需要逐个进行干预。

第二步：选择代币。

代币可作为凭证使用，可兑换物品。在教学中，代币应

尽量选择常态化、接近生活的物品，如贴纸、玩具硬币、教

学用钱币、代币卡 / 券等，代币形式的选择原则是便于收集

和记录。对智力障碍的学生而言，贴纸和教学钱币是最好的

选择，其特点分别是方便记录和加强学生对日常生活中钱币、

代金券的使用方法的训练。

第三步：后援强化物的评估。

后援强化物是代币兑换的条件物，一般来说，实物对特

殊学生来说更具有吸引力。在代币制中，后援强化物对学生

而言，是被认可的非常重要的标志，是增强学生学习动机、

激发学生学习积极性最重要的物品。

选择后援强化物时需要对实施对象的喜好和需求进行

评估。在教学中，评估的方式以日常观察和直接评估两种方

式进行。直接评估需要我们先准备2~3种备选后援强化物，

让学生自行选择 1种，作为后援强化物。

第四步：制定具体规则。

代币制的规则包括用何种形式获取代币和后援强化物、

代币和后援强化物的数量、代币制的使用周期和阶段性的代

币制使用小结。代币制规则实施的前提是制定者、监督者和

实施者都理解和认同。

第五步：评估总结。

评估总结的首要原则是及时，每天和每周的代币获得情

况都要及时登记，进行总结，并让学生了解。

（二）注意事项

制定代币制规则，要考虑到学生的特点，同时制订的规

则要简单易懂，并且要具有针对性，依据学生的特点进行。

同时，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家校态度要一致

学生在家里和在学校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因此在设定好

代币制的规则以后，如果学生出现问题行为，那么家长应该配

合教师完成监督，促进学生在代币制的作用下消退问题行为。

2. 要每天坚持记录，不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代币制注重的是持续性，在学生的一个问题行为没有消

退的情况下，持续记录的目的是让学生意识到什么是正确的

行为，如何逐步消退问题行为。一旦间断，学生对目标行为

的正确认识会降低，目标行为将无法达成。

3. 承诺要按照契约规则严格遵守

后援强化物是对学生行为的认可，因此在代币制实施过

程中，承诺过的代币和后援强化物都要及时给予学生，否则，

学生的付出得不到肯定，其积极行为的出现率难以保证。

二、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

本实验选取一个班的学生作为研究对象，班级共有 13

人（以下分别用字母A、B、C、D、E、F、G、H、I、J、K、L、

M表示），年龄为2~6岁，是智力障碍儿童学龄前康复班。

其中，A、E、G、J 4 人有较好的语言理解和表达能力，B、

F、C、H、I5 人有一般的语言理解能力，D、I、L、M  4 人

能理解一般的语言指令。

（二）研究设计

1. 目标行为

（1）遵守课堂纪律（尖叫：C；乱跑：B、D、F、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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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动进入指定教室上课（I：音乐游戏室；K：感

统训练室；L：个训室；M：蒙台梭利室）；

（3）上课积极回答问题（A、E、G、J）。

2. 代币的选择

调查表如表 1 所示，这个班的学生对贴纸很感兴趣，

而且贴纸便于操作和登记，所以我们选择用贴纸作为代币。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代币券 √

卡通贴纸 √ √ √ √ √ √ √ √ √ √

小红花 √ √

表 1 代币调查表

3. 后援强化物的评估

这 13 个学生的兴趣爱好不完全相同，但他们都喜欢零

食，所以根据学生的不同喜好（通过观察和让学生自己选择

得出的结论），确定后援强化物，如表 2所示。

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海苔 √ √ √ √

棒棒糖 √ √ √

咪咪条 √ √ √ √ √ √

表 2 后援强化物评估表

         

4. 具体规则

（1）兑换规则。

第一周：每天以 5 节课为记录数，当一天 3 次以上达

到目标行为时，即可获得一个代币（贴纸），3 天及以上获

得代币时，可获得后援强化物。

第二周：每天以 5 节课为记录数，当一天 4 次以上达

到目标行为，即可获得一个代币（贴纸），4天获得代币时，

可获得后援强化物。

（2）个别化规则。

① C、B、D、F、H 5 人，若每节课都能安静地上课，

教师就按学生的喜好一节课奖励少量后援强化物，如一根咪

咪条、一片海苔，并画“正”字记录。如果一天5节集体课（一

天共 5 节集体课，一节个训课）都能做到不尖叫，就奖励

一个代币（贴纸），记录者为每门课程的负责教师。

② I、 L、M、K 4 人每天在相应的课程进入指定的教室

上课后，即可获得一个代币，记录者为相应课程的负责教师。

③A、E、G、J 4 人，积极举手回答问题，记“正”字，

每节课举手即记一笔，每个“正”字记一个代币。

④代币的统计情况说明在每天的晨会（8：40）和夕会

（16：00）上进行。

⑤以上规则都要通过所有积极手段让学生及其家长理

解，且在正式实施前，必须完成此项工作。

每个学生每周完成以上要求，都可以获得相应数量的心

仪零食。本规则使用周期为两周，两周后再做调整。

5. 实施结果及情况分析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学生在第一周基本达到了要求，

目标行为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个别学生的表现还不太稳定。

A学生有目标行为反复的现象，E、G、J三名学生举手回答

问题的目标行为基本趋于稳定，这几名学生都具有一定的语

言表达能力，但只是举手，被点到名字时并不开口；要求安

静地去指定教室上课的学生 K、L、M 在前几天都未能很好

地完成目标行为，但在教师的引导下，后面几天目标行为保

持稳定；B、C、D、F 四名学生能按照要求渐渐进入状态，

后三天基本能安静地坐在教室上课。为了使学生的目标行为

更为稳定，第二周按照规则，进行了观察，结果如表4所示。

目标行为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后援强化物
A（举手） 止★ 一 正★ 正★ 正★ 一小包海苔
B（不离座） 一 上★ 正★ 正★ 一根棒棒糖
C（保持安静） 上★ 止★ 正★ 一小包海苔
D（保持安静） 一 上★ 止★ 正★ 一包咪咪条
E（举手）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F（不离座） 正★ 上★ 止★ 正★ 一小包海苔
G（举手） 正★ 正★ 正★ 正★ 正★ 一根棒棒糖
H（不离座） 一 止★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I（音乐游戏室） 一 一 止★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J（举手）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K（感统训练室） 上★ 止★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L（个训室） 上★ 止★ 正★ 正★ 一小包海苔
M（蒙台梭利室） 一 一 止★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表 3 第一周

目标行为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后援强化物
A（举手回答） 上★ 正★ 正★ 正★ 正★
B（不离座） 卜 卜 上★ 正★
C（保持安静） 正★ 卜 卜 正★ 正★
D（保持安静）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E（举手回答）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F（不离座）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小包海苔
G（举手回答） 正★ 正★ 正★ 正★ 正★ 一根棒棒糖
H（不离座）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I（音乐游戏室）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J（举手回答） 正★ 卜 卜 正★ 正★
K（感统训练室）正★ 正★ 正★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L（个训室） 正★ 正★ 正★ 正★ 正★ 一小包海苔
M（蒙台梭利室）正★ 正★ 正★ 正★ 正★ 一包咪咪条

表 4 第二周

通过表 4可以发现，大部分学生的问题行为已经消退，

个别学生本周开始的时候不能按照要求进行，但后期都能完

成。A、B、C、J 四名学生依然未能在代币制的作用下完成

目标行为，自控能力较弱。根据这两周的观察记录结果，我

们又进行了一周的观察，第三周中，所有学生的目标行为都

已经达成，问题行为全部消退，且表现稳定。以一周时间为

周期，教师给每一项目标都达成的学生可以额外奖励一个卡

通笔记本，用以激励学生继续努力，以保障课堂教学的规

范性。

只要坚持，且家校教育态度一致，在代币制的作用下，

智力障碍学生的问题行为就能得到改善。如果教师加强对代

币制的正确认识，用合理、合情、合适的方法使用代币制，

就能在我们的日常教学中，获得我们想要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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