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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法与应用

试论绘本在听障学生心智教育中的作用
徐　琼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绘本以图画为主，文字为辅，以图叙事，构成完整的

故事体系；进而在讲故事、学知识的过程中，全面帮助建构读者

的精神世界，培养多元化的智能。对于听障学生而言，绘本运用

大量的图画较为完整的构造出所表现内容的情景，体现叙事的完

整性和生动性，弥补语言、文字教学的不足，从而促进听障学生

积极心智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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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障学生的感知觉特点

人类需要通过感受外界的各种信息来了解外界的情况，从而

指导自己的下一步行动。因此，人类有听觉、视觉、嗅觉、触觉

和味觉。其中，听觉和视觉是最重要的感知系统，也是最有效和

最常用的方法。听障人群是一个特殊的人群，获取外界信息的渠

道较少“听”。由于听觉引起的接受、知觉、语言和行为的变化，

这一群体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信息感知渠道和特点。同时，听觉障

碍对触觉、运动和振动都有负面影响。

（一）视觉成为听障学生感知外界最为主要的途径

一些研究表明，知觉的完整性取决于感官材料的丰富程度。

因此，听觉障碍会影响知觉的完整性。感觉是感知的基础。感知

反映了一个物体的整体情况，而感觉反映了一个物体的个体属性。

与正常人相比，听觉障碍者对视觉感受的敏感程度高于普通人。

听障学生主要依靠视觉、触觉、味觉、嗅觉等，视觉是感知

外界事物的主要方式。在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听障学生总是离

不开眼睛。他们需要通过视觉获得外在的东西。在儿童阶段，听

障儿童的视觉在知觉细节上往往超过同龄正常儿童，但在泛化能

力上却落后于同龄儿童。这与他们在感知过程中缺乏语言的组织

和表达密切相关。

（二）听障学生对形象记忆能力较强

听障学生头脑中视觉、触觉、运动表象较多，对直观形象所

代表的内容记忆更快、更完整，再现能力较强；对于复杂抽象的

文字符号，由于没有语言辅助，记忆较差，不易理解，这就是他

们的感知特征。另外，抽象思维往往需要语言表达的帮助，而听

觉障碍学习语言系统的形成和发展缓慢，因此，聋生抽象发展思

维发展缓慢，思维具有典型的形象性，思维发展水平相对较长，

长期处于具体形象思维的初级阶段。因此，他们对图像的表现有

了更深的印象和理解。

基于此考虑，充分利用绘本的形象表达功能，可以在很大程

度上弥补听力障碍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语言障碍。

二、绘本的特点优势

绘本起源于西方，诞生于 19 世纪后半叶的欧美。绘本是外来

语，即图画书。取自日语中图画书的叫法 " えほん " 的汉字写法“絵

本”，指一类以绘画为主，并附有少量文字的书籍。绘本不仅是

讲故事，学知识，而且可以全可以全面帮助建构读者的精神世界，

培养多元化的智能。

（一）绘本有直观形象的特点

绘本，顾名思义，就是“一本画出的书”。绘本作者通常采

用绘画、雕刻、剪纸、水彩画、油画等手段，运用线条、形状、

色彩等绘画元素，用一幅连贯的图画，对每一本画册进行细致的

描写。这就像是在播放一部电影，把所描述的故事呈现在读者的

眼前。

（二）绘本很有趣

绘本之所以成为大众阅读材料，主要是因为其简洁的文字和

生动的画面，能使学生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增强记忆。这是它

独特的兴趣所在。

（三）绘本充满了哲理

虽然绘本图文并茂，简单明了，但主题并不简单。优秀的绘

本有相当的情感力量。他们往往以故事的形式，文字和图片的形式，

表达一些诸如亲情、智慧、勇气等哲学问题。

三、绘本在听障学生课堂教学方面的优势

（一）减少硬记忆，提高美学修养

绘本在教学中的作用包括：提供有意义的背景情景建构基本

能力，帮助听力障碍学生减少硬记忆。在阅读文章的过程中，通

过在绘本中表达少量的文字和图片，学生可以将内容公开记录下

来，扩大复述内容，用图片创造场景，产生形象记忆，扩大联想

和想象，给人一种更加细腻的艺术感。

图文并茂的知识呈现方式有利于促进听障学生思维能力的发

展。例如老师在课上讲到《使至塞上》中的“大漠孤烟直，长河

落日圆”这两句诗，如果仅仅是文字的介绍，对与听障学生而言，

难以想象边疆沙漠，浩瀚无边，一缕孤烟直直地升起，一条宽广

的大河映照着夕阳，勾勒出一副极其雄浑、阔达、壮美的大漠中

黄昏落日图。此时，如果老师同步呈现一幅“大漠落日”的图片，

使用图文并茂的方式给听障学生建构一个可视的场景，他们就可

以很好地理解，使文字和图片建立起了关联性和联想性，减少硬

记忆，灵活掌握所表达内容。

绘本作为一种艺术性的学习媒介，在提高学习兴趣、体验和

情感表达等方面具有现实意义。我们需要在绘本中阅读的不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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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文字，而是阅读绘本中的故事和欣赏绘画。一本优秀的绘本通

常有节奏感、动人的动作、有说服力的线条和情感色彩。这些文

字是不可替代的元素，对于听障学生来说，弥补了对五彩缤纷世

界的探索，同时也通过绘本传达画面感来增强他们的审美修养。

（二）激发阅读兴趣，提高表达能力

视觉是听障学生获取信息的最重要途径。图片的展示更有可

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他们对彩色绘本、活动教具等有形的东西

更感兴趣，这能使他们长时间保持注意力。听力障碍学生由于先

天或后天的生理缺陷，无法获取大量的语言信息。此外，他们缺

乏语言活动对感性活动的参与。尽管他们每天都要接触到很多东

西，但他们所接触到的信息并不能成功地转化成他们能理解的语

言系统。

由于生理缺陷，听障学生的语言学习活动和感性活动难以同

时进行，在阅读方面也表现出与普通学生不同的特点。这使他们

接触到许多事物，但他们不能对事物有准确的感知和理解，不能

正确地表达。因此，他们的阅读能力低下，对阅读缺乏兴趣和信心。

抽象对于以形象思维为主的听障学生来说，抽象词既枯燥又

难以理解。优秀的绘本是图画与文字完美结合的作品。美丽的图

片和简单的文字相结合，是一种轻松有趣的体验，更符合听障学

生的认知水平，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使他们不再觉得阅读是一

种痛苦和无聊的活动，这样听障学生在阅读的学习过程中会更有

效率。

由于缺乏听觉经验和口头支持，听力障碍学生很难用自己的

词句灵活、正确地表达内心的想法。对于听力障碍学生来说，简

单地复述他们刚读过的故事并不困难，但是对于听力障碍学生来

说，用连贯的句子复述故事是非常困难的。他们通常只能说一些

更生动的单词或短语。

叙事性强的绘本将场景与文本结合起来，可以帮助听障学生

用图像标记文本，正确快速地理解故事内容，并在脑海中再现故

事场景，为文本做标记。读完图画书后，听障学生就不会说不出

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三）提高观察力，发展逻辑思维

思维的发展与语言密切相关。思维发展的阶段有直角思维、

形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三个阶段。有研究表明，听障人在第一阶段

和第二阶段的发展与普通人没有明显区别，但在第三阶段，抽象

思维明显落后于普通人。

听力障碍并不意味着抽象思维的发展存在障碍。由于学生对

外界的感知能力弱，与外界沟通能力差。他们经常有自己的思维

方式。他们很难掌握和概括一些抽象的字、词和句子，导致他们

无法透彻地理解它们。绘本中的图画构图可以通过线条、形状、

色彩和动作趋势来表达那些用单调的文字难以表达的情感。例如，

我们可以用红色和黄色来表达激情，用爱心来表达爱，用鸽子来

表达和平等等。这些是听力损伤的补偿和抽象思维的培养。绘本

的哲学性可以提高听障学生思维的深度和广度，提高他们的阅读

重组、拓展、评价和创新能力。

例如，你可以找到有许多开放结局的绘本。老师和学生可以

聚在一起看书。一开始，可以设置悬念，让学生事先仔细考虑某

个假设。他们从不同的出发点和观察问题出发，以逻辑推理的形

式推导出结果，畅所欲言。由于每个人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水平不同，

通过比较和讨论，会产生各种不同的观点和解决方案，自觉或不

自觉地学习对方的思维方法，从而潜移默化地提高听障学生的逻

辑思维能力。

四 . 结语

伴随着信息的丢失，听障学生往往依靠其他感知方式从外界

获取信息。视觉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方法。在教育过程中，要结

合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用绘本为听障学生营造一个比较完整的

场景，既给了知识学习，又有助于心理建设。如果听障学生学习

生活环境中的软硬件能够适应他们特殊的感知习惯，将有助于他

们在相对孤立和封闭的情况下，也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学习和未

来的工作状态，使他们更好地回归社会。积极推广绘本，对听障

学生学习、陶冶心灵、融入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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