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智能课程（儿童） 

儿童发声 ICF-RFT 智能训练课程中解决儿童发声困难、嗓音

疾病等问题，其主要适用于各类因器质性、功能性、神经性言语疾

病导致的发声功能异常的儿童，其中以嗓音和喉功能问题儿童为

典型群体。 

 

一  理论背景 

 

言语的产生是在中枢神经系统控制下，通过外周发音器官复杂而

精确的运动从而产生语音来实现的，其在人们日常的沟通交流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根据华东师范大学黄昭鸣教授提出的言语产生 RPRAP理

论，言语的产生过程涉及三大系统、五大功能模块，三大系统是指呼

吸系统（Respiration）、发声系统（ Phonation）和共鸣系统



（Resonance），在三大系统的基础上加上构音（Articulation）和韵

律（Prosody），则形成了五大功能模块，而这五个功能模块中任一

功能异常均可能产生不同程度的言语障碍。 

 

而正常嗓音发声的产生过程则需要呼吸系统、发声系统和共鸣系

统的参与，三个系统之间具有高度相互依存的关系。 

 

在嗓音产生发声的过程中，呼吸是嗓音产生的动力源。在发声过

程中，需要瞬间吸入大量的气体并维持平稳的呼气，用较小的气流来

维持足够的声门下压，这种呼吸调节过程要求呼气运动与吸气运动之

间相互协同和拮抗，即为呼吸支持。因此，呼吸支持是嗓音的基础。

发声是嗓音产生的振动源。呼吸时产生的气流作用于声带，声带运动

并产生振动，发出声音，这一过程即为发声。因此，发声时声带振动

是嗓音产生的振动源。共鸣为嗓音的产生提供共鸣腔。声带振动产生



的声能脉冲信号通过咽腔、口腔、鼻腔时，会产生不同的共鸣，从而

形成不同音色的嗓音。 

 

 

当呼吸支持、呼吸方式、呼吸与发声的协调性出现异常时，就会

导致言语呼吸障碍。而呼吸功能障碍的矫治主要是通过呼吸促进治疗

法和现代化康复技术等，帮助患者建立正确的呼吸方式，提高呼吸支

持，促进呼吸与发声的协调性，为获得良好的言语奠定基础。 

发声功能问题则主要表现为音调异常、响度异常和音质异常。发

声障碍的矫治主要是通过发声促进治疗法和现代化康复技术等，帮助

患者建立正常的音调、响度，改善音质，为获得良好的言语奠定基础。 

而共鸣功能问题主要表现为口腔共鸣异常、鼻腔共鸣异常、共鸣

音质异常。共鸣功能障碍的矫治主要是通过共鸣促进治疗法和现代化

康复技术等，帮助患者建立正常的口腔、鼻腔共鸣，改善共鸣音质，

为获得良好的言语奠定基础。 

 

基于 ICF 理论指导，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言语听觉康复科学与

ICF 言语研究院院长黄昭鸣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中国言语康复学的学科体系建设及应用研究》(20AZD125)支持下，



联合上海启音小小虎医疗健康科技有限公司、上海慧敏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等业界知名言语康复医疗企业，国内学者黄昭鸣等首次系统提出

了“儿童发声 ICF-RFT 康复训练课程”，这是一种对言语功能涉及的

呼吸系统、发声系统和共鸣系统进行针对性治疗，改善各类因器质性、

功能性、神经性言语疾病导致的发声功能障碍，最终实现发声困难、

嗓音疾病综合康复的核心干预技术。 

二  内容介绍 

 

1、定义 

儿童言语促进训练 ICF-RFT 智能训练课程（ Real-time 

Facilitation Voice Therapy，简称：儿童发声 ICF-RFT智能训练课

程），指采用实时视听反馈技术结合促进治疗法，通过对言语功能涉

及的呼吸系统、发声系统和共鸣系统进行针对性的治疗，改善患者言

语呼吸支持、呼吸与发声协调性、音调水平及音调控制能力、嗓音音

质、共鸣聚焦等方面的问题，强调通过言语嗓音功能治疗为改善整体

言语功能、言语可懂度等提供嗓音功能基础，实现嗓音综合康复。 

 

  



2、ICF 功能编码 

 

b3100（嗓音产生）、b3101（嗓音音质） 



3、适用对象 

（1）儿童嗓音和喉功能问题：适用于各类因器质性（声带或喉良

性增生性病变，如：声带息肉、声带小节等）、功能性（发声困难、

发声滥用或用声不当，如：男声女调、青春期变声障碍）、神经性（喉

神经肌肉功能障碍，如：声带麻痹、喉痉挛）言语疾病导致的发声功

能异常的儿童。 

（2）儿童语言发育迟缓问题：适用于因各种障碍类型所导致的口

语表达问题，包括：智力落后、孤独症、语言发育迟缓等，尤其适用

于语言发育迟缓儿童。 

（3）儿童构音语音问题：适用于因各种障碍类型所导致的构音语

音障碍儿童，包括：脑瘫、听障、腭裂等。 

  



4、训练框架 

 

5、训练工具 

 

工具 1：言语障碍测量  



 

工具 2：言语矫治  

 

工具 3：言语重读干预  

  



三  训练应用 

 

1、实时呼吸促进训练法 

（1）核心目标：针对呼吸方式异常、呼吸支持不足、呼吸与发

声不协调三种障碍，基于 ICF言语康复理念，采用高端设备进行实时

呼吸促进治疗，帮助儿童建立正常的呼吸方式、提高呼吸支持、促进

呼吸与发声的协调性。 

 

 



 

 

（2）应用示例：实时缓慢平稳呼气法 

内容：采用擦音，可选无意义音，如/f/、/h/、/x/持续发声；也

可选单音节词，如“孵、喝、吸”持续发声，适当延长声母发声时长。 

目的：在发声的同时进行声时实时反馈训练，观察发声同时声波

图像的变化，帮助患儿控制声时，提高呼吸肌群和腹部肌群稳定持久

收缩的控制能力。 

要点：发声保持连贯，发声时间越长越好。 

 

  



2、实时发声促进训练法 

（1）核心目标：针对音调异常、响度异常和音质异常三种发声

问题，基于 ICF 言语智能化理念，采用先进技术进行实时发声促进训

练，帮助儿童建立正常的音调、响度，改善发声音质，为形成良好的

言语奠定基础。 

 

（2）应用示例：实时声带放松训练 

目的：采用平调慢速旋转打嘟放松声带，通过发声过程中实时反

馈的基频线，进行音调的感知，放松整个发声器官甚至颈部肌群。 

要点：如平调慢速旋转打嘟，保持上身稳定，自然闭合双唇，深

吸气，气流由肺部发出，双唇振动并带动声带振动，持续慢速旋转地

发“嘟---”音，注意发音的连贯性。 



 

3、实时共鸣促进训练法 

(1)核心目标：针对口腔共鸣异常、鼻腔共鸣异常和共鸣音质异

常三种共鸣问题，基于 ICF言语训练理念，采用先进技术进行共鸣促

进训练，帮助建立正确的口腔共鸣，获得良好的共鸣音质，为形成良

好的言语奠定基础。 

 

  



（2）应用示例 1：实时后位音法 

内容：采用发音部位靠后的音，如/k/、/ɡ/本音，也可以是/k/、

/ɡ/开头单音节词，如“渴、哥、哭、裤、口、鼓、狗”。 

目的：通过发出发音部位靠后的音来体会发音时舌位靠后的感觉，

随后通过发出/k/、/ɡ/开头的单音节词来帮助患者，将聚焦点向舌后

位转移。 

要点：可结合舌域图或元音聚焦训练的实时反馈，帮助患者掌握

舌向后运动。 

 

（3）应用示例 2：实时后位音法结合降调训练 

目的：通过夸张地发出发音部位靠后的音来体会发音时舌位靠后

的感觉或发出/k/、/ɡ/开头的单音节词，发音时注意延长元音部分，

来帮助患者将聚焦点向舌后位转移。 

要点：可结合实时音调反馈训练，降低一个音阶再结合后位音法

进行训练。 



、 

4、实时重读训练法 

（1）定义：实时重读法（训练 Real-time Accent Method，简称

RAM）是一种从整体出发的言语训练方法，涵盖了呼吸训练、放松训

练、嗓音训练和由嗓音向连续语音转化的四个训练板块，它将呼吸、

发声、构音、肢体运动和个体的语言结合起来，促进和发展个体言语

与语言的整体能力及协调能力，全面促进用户言语功能的训练。 

（2）核心目标：促进平静呼吸到言语呼吸的过渡，巩固正确的

言语呼吸方式；促进声带放松和粘膜波的运动，避免因声门闭合过紧

而导致硬性声门撞击式的起音方式，训练声门逐步平稳闭合，减少硬

起音；加强呼吸发声与构音语音之间的协调关系，增加呼吸发声肌群

与构音肌群的灵活性。 

（3）应用示例 1：实时重读训练法——能量法 

能量法：选取训练语料中声学能量集中的位置（主要集中在韵母

上），强调从声、韵母到音节、词语和句子的过渡，加强发声诱导。 

举例：狗 gou ：[ou-OU-ou]，吸气，狗 



 

（4）应用示例 2：实时重读训练法——支架法 

支架法：寻找词语和句子的发声支架，用于从声、韵母到音节、

词语和句子的过渡。 

 

举例：一只绿色的乌龟。 

yi zhi lü se de wu gui  

[i-I-i]  /i/ 

[ü-Ü -ü]  /lü se/ 

[u-U-UEI-UEI]  /wu gui/ 

[i-I-U-WEI]  /yi zhi wu gu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