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六届中国青年志愿服务公益创业赛参赛项目简介

项目名称 星语音梦——“AI赋能音乐疗愈”孤独症儿童一站式助梦服务中心

申报方式 省级赛会单位推报

项目类别 关爱少年儿童

项目实施时间 2018-05至2023-08，共计63个月

项目简介（500字

以内）

星语音梦——“AI赋能音乐疗愈”孤独症儿童一站式助梦服务中心，是在长期志愿服务

的基础上，开展公益创业，本项目旨在发挥音乐低门槛、普适性、疗愈性优势，运用新

理念、新范式、新方法，解决社会需要。项目独创“3E5S6阶梯”疗愈体系，通过“星语

音梦”四大流程，助力星星孩子从自我认知到融合发展，助力孤独症儿童家庭家长就业，

同步开展社会教育，让社会更加接纳孤独症儿童，促进孩子与社会双向融合。

 通过资助和售卖课程体系与AI设备的方式进行公益创业，获得收入，在此基础上扩大

范围，扩大受众，优化方法、强化宣传四大领域改革创新，不断发展。

 团队经过多年探索，形成三大优势。技术领先，全国首创。创新式提出“3E5S6阶梯”

疗愈体系与“星语音梦”四大流程，先后获批发明专利3项、软著2项、作品登记5项，发

表高水平论文10余篇。受众广泛，成效鲜明。深入5省8市20余县，服务2000+孤独症儿童，

辐射受众超50000人次。ABC测评结果人均优化20%以上，各方面生活技能得到明显提升。

社会关注，媒体热议。团队获全国活力团支部等多项思政奖项，多位省部级领导认可点

赞。项目获学习强国等省级以上媒体80余次报道。

社会成效和社会价

值（300字以内）

1.服务深入，家庭和谐，社会价值显著。团队累计帮助120余名儿童在“衣食住行”的各

方面生活技能得到明显锻炼，帮助200余名孩子融入学校生活，预防了因孤独症儿童疗愈

花费过大导致的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等重大社会问题的发生，为构建和谐社会做出巨大贡

献。

 2.家长就业，家庭条件改善。家长经过多年对孤独症儿童的陪伴照顾，有较多的疗愈

经验，通过对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培训指导，让家长成为孤独症家庭疗愈师，在特教中心、

社区、学校等地进行就业，取得收入，大大缓解了家庭的经济压力。

 3.媒体宣传，社会影响力强。福建省副省长常斌等多位省部级领导的点赞支持团队，

项目事迹得到累计获报道80余篇，社会影响强烈。

运营保障（500字

以内）

1.运营模式：校社联盟，协同发力。团队与启凡社工服务中心合作共建，联动高校志愿

团队，合作社会特殊机构，在政府与社区的协同共治下，形成高校、社区、社会组织三

大联盟，共同开展疗愈工作，构建起孤独症儿童疗愈的联盟网络。

 2.人员配置：严格选拔，规范培训。团队人员由团队专职部门人员和流动志愿者组成。

团队定期进行志愿者招募，对志愿者专业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方可进行孤独症疗愈辅助

志愿工作。志愿者的服务内容主要有：在特教中心中陪伴和指导孤独症儿童的疗愈工作；

深入指导家长，让孤独症儿童在与家长的游戏和互动中增进亲子关系与社交能力；定期

进行家访，了解孤独症儿童和家长的需求和困难,并根据实际情况提供针对性的帮助和建

议等孤独症疗愈相关工作。

 3.资金管理：公开透明，造血持续。团队设置财务部，设立“星语音梦专项账户”，

专款专用、独立结算、年终审计。同时拓宽“学校资助、政策扶持、社会捐赠、科研补

贴、自我造血”五大资金来源，形成了“爱心义演、义卖、唱片售卖”三大自造血能力，

保证资金可持续。资金全部用于团队日常运营与志愿服务开支，开展审计，接受社会监

督。

组织治理（500字

以内）

1.团队架构：专业融合，学科交叉。团队设置技术部、疗愈部、创作部等六大职能部门

协同管理，部门负责人涵盖物联网工程、音乐、心理、教育、经管等多个专业，坚持多

学科交叉、多专业融合、本硕博协同建队。聘请了以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余幸平、华侨

大学工学院院长曾焕强为代表的专家导师团队，“校政企社”共建“音乐、心理、疗愈、



智能、志愿、思政”六大维度的团队智库，为团队良性发展保驾护航。

 2.团队管理：建章立制，形成体系。团队坚持思政引领，将支部建在志愿服务队上，

并获评“全国活力团支部”、“福建省五四红旗团支部”。基于多年的实践经验与完善

探索，制定了《星语音梦音乐疗愈志愿服务队管理章程》，形成了“队员选拔-业务培训

-实践工作-考核评优”的完整团队管理体系，部门负责人每两年一次换届选举，所有志

愿者均通过心理培训并优秀结业，通过严格的培养和考核体系，提高团队成员的业务能

力和素质，保证团队运营持续。

 3.团队财务：规范管理，订立制度。团队设立财务部对项目财务进行专业管理。根据

国家有关公益法律规定，制定《星语音梦音乐疗愈志愿服务中心财务管理章程》，财务

部依据章程进行资金管理，收入和支出详细记录，专款专用。

公益创业模式

（500字以内）

1.疗愈方法创新。团队创新式提出了“3E5S6阶梯”模式，提供“5S能力训练体系”和“3E

培养体系”。针对不同的自闭症患者，因生制宜提升感知、社交、运动、语言、自理方

面的能力。通过自我表达、环境适应、问题探索帮助自闭症儿童从认知到肯定，实现“6

阶梯目标导向”从而达到“融合发展”的效果。与传统孤独症疗愈方式相比，疗愈效果

提升32%，大大缩短了疗愈周期。

 2.服务模式创新。团队首先通过“5G+AI”的新技术手段对泉州地区孤独症儿童展开疗

愈，再与本地特教机构达成合作，特教机构引进新疗愈设备，使用“传统+创新”八大疗

法进行疗愈，最后宣传推广到全国其他地区，通过资助和购买的方式取得新技术设备，

有效解决孤独症疗愈需求量大与特教机构少的矛盾。

 3.核心技术创新。依托专业优势，提出“AI赋能音乐疗愈”。在测评阶段，研发AI测

评云平台，融合大数据技术，测评结果更客观。在疗愈阶段，打造音乐元宇宙与5G音乐

疗愈直播间，实现沉浸式、自动化、远程化音乐疗愈。使用元宇宙技术可以有效减少人

工成本，大大缩小了孤独症疗愈的成本。技术累计获批发明专利3项、软件著作权5项、

登记著作权3项，发表高水平论文10余篇。

存在困难及下一步

打算（500字以

内）

存在困难：

 1.孤独症儿童家庭信息隐私保护问题。在疗愈过程中涉及孤独症儿童家庭的个人信息、

健康信息、财产信息等情况，会存在操作不当导致信息泄露的情况。团队计划利用区块

链相关技术，对孤独症儿童家庭信息进行加密，全方位保护孤独症儿童家庭的隐私信息。

但技术的更新和维护可能需要不小的投资和资源，而且要跟上技术的迅猛发展可能会有

一定难度。

 2.孤独症家庭存在隐匿性。公众对孤独症的认知逐渐增加，但目前公众的接受度仍然

不高，存在对孤独症儿童家庭歧视的现象，导致孤独症儿童家庭不愿表明，让团队救助

产生寻找孤独症家庭的困难。团队计划通过孤独症交流社群，与孤独症家庭主动沟通取

得信任，首先在社群内传播互助，再进步一扩展到更大范围。 

 未来规划：

 1.扩大服务范围。团队计划与各省特教机构展开合作，将“3E5S6阶梯”孤独症儿童疗

愈课程体系，在2025年扩大至8省，到2028年服务至16省份，最终将在全国推广普及，帮

助更多孤独症儿童家庭。

 2.创新疗愈方法。在互联网时代，5G和AI技术的发展为孤独症疗愈带来新希望，团队

计划加强生理监测设备的精准度，打造沉浸式体验的元宇宙环境，提升孤独症的疗愈效

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