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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学生思政课教学
与教材一体化建设实施策略

欧光佑

（云南特殊教育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000）

摘要：在特殊教育学校教学中，思政课程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以云南省为例，目前表现出是配套教材、教学资源不足，教师

能力不足的现象。本文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和建议，以期促进和推动云南省特殊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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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及意义

2019 年 3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

座谈会上提出明确提出：“要把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

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工程，推动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这为云

南省的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发展提供了根本指引。2019 年

出台的文件，对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发展提出具体要求。

2020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出台的文件，明确了推进大

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发展的部署。

云南省政府先后与 2014 年、2017 年出台了《云南省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案（2014-2016）》《云南省特殊教育提

升计划实施方案（2017-2020）》推动云南特殊教育的发展。

截至 2020 年，云南省特殊教育发展取得了重要成就，实现了

质变到量变的飞跃。

与此同时，云南省特殊教育学校思政教育工作取得了长足

进步，现正迎来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时期。然而，云南省特殊教

育学校思政课教学与教材一体化建设实践过程中，还存在着一

些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再结合自己的教学思考和实践，对云

南省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学生思政课教学与教材一体化建设实施

出现的相关问题加以总结，并提出相关解决办法。

二、听障学生思政课教学与教材一体化建设实施中存在的

问题

（一）听障学生思政教育发展规律基础理论研究不足

思政教育中常常面临着抽象化的概念，这对使用视觉和触

觉为主要信息接收渠道的听障学生来说有着具大的挑战。目前

国内对于听障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主要侧重于语言识别、逻辑

等这些领域，在听障学生德育认知发展规律、社会性发展的研

究方面比较缺乏。

听障学生由于在信息接收方式上的限制，身心发展和认知

规律上表现和普通学生有着较大的差别，进而导致了教师在教

学中受到很大的阻碍。

随着新时代思政教育不断的发展，听障学生德育基础研究

的不足愈加严重，矛盾也更为凸显。这一情况导致了特殊教育

学校思政课教学与教材一体化建设实施受到了阻碍，特殊教育

领域的研究者在这方面的研究意识需要加强。

（二）听障学生教学与教材体系缺乏课程标准指引

云南省目前没有出台基础特殊教育、高等特殊教育课程标

准和配套教材。经调查发现特殊教育学校思政课教学在义务教

育阶段采用的是教育部在 2016 年出版的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

准，这些课程标准针对的是义务教育阶段 3-6 年级阶段的听障

学生学龄儿童。

目前课程标准无法做到根据听障学生的身心和认知发展

规律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设置等方面、体现学龄特点和有

效衔接，所以中大学阶段的思政教学课程标准基本上处于空

白状态。

2020 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出台的文件，对大中小

学一体化课程目标和内容等方面都出台了具体的标准，但是这

些标准仅针对普通教育学校，在特殊教育学校中的实用性还有

待加强适配性修改。

（三）缺乏适应听障学生的匹配教材、教学资源

在云南省特殊教育中，缺乏针对听障学生思政课教育相关

配套的教材和教学资源，特殊教育学校基本上还在使用普通义

务教育学校所使用的教材。

这些教材针对普通教育学校学生开发设计，在听障学生具

体的教学实践中存在不匹配，不适应听障学生教学实际的需求。

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实际教学收集可以运用

的材料，教师的教学资源不丰富，可利用性有待加强，这就导

致了不同学校的教师的思政教学存在着千差万别，教学效果难

以保证。不少教师反映，在平时教学中收集适合使用的教学材

料相当困难，这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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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中小学教师一体化衔接意识不足

云南省大中小学特殊教育学校各学龄阶段教师思政教学一

体化衔接意识不足，教学和教材的使用上缺乏沟通交流。不同

学龄层级的教师之间缺乏交流的平台，使得有再好的资源也无

法进行有效的分享。目前云南特殊教育学校思政教师的交流平

台主要依靠云南省教育厅提供的为数不多的思政教师培训，这

些培训虽然起到提升思政教师能力的作用，但不能很好的切合

听障教师的教学实践需要，这些为数不多的培训只能解决教师

在教学中的燃眉之急，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主要的是

缺乏特殊教育学校思政教师的专业化培训的平台和机制。

三、云南省听障学生思政课教学与教材一体化建设实施策

略建议

（一）加强听障学生思政教育发展规律基础理论研究

教学中突出学生的主体作用，需要在思政课程教学的效果

中凸显出来。在云南省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可以设置

有针对性的课题申报，并有经费支持和研究条件支持，筛选一

些有作用的基础研究，用以支撑听障学生思政教学和教材的研

究资料，不断深化对听障学生学习和认知规律的认识，也可以

创建听障学生思政课程教学交流会，让云南省特殊教育学校地

教师聚集在一起，提出自身在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让在场教师

提出建议和解决办法，相互交流学习，从而促进听障学生思政

一体化的长远发展。

（二）加紧出台针对听障学生的思政课程标准

大中小学各学龄阶段的思政课程在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和

课程设置等方面均有了具体的实施标准。云南省可根据这一国

家层面的一体化标准，结合云南省特殊教育学校听障学生思政

教学和教材一体化建设做和实际相结合的优化，出台符合听障

学生思政教学的具体标准。

同时，云南省可以积极借鉴国家和其他省份的优秀做法，

整合省内特殊教育领域专家学者资源，对大中小学不同年龄

层次学生的标准进行细化，更好地进行纵向梳理，做好衔接

优化。

（三）推进听障学生思政课教材和教学资源开发

面对听障学生思政教材和学习资源匮乏的问题，需加快针

对听障学生的思政教育教材开发，根据听障学生的认知特点和

德育发展规律特征，编写符合云南省大中小学各学龄阶段教学

实际的教材，同时也要注意各层次教学的衔接，明确现教学中

所存在的问题。

拓展使用云南省听障学生特点的校本教材的一些可用素材

和经验，提升教学中的可操作性。加强适合听障课后阅读的资

料，教学资料开发，拓宽听障学生学习资料的范围和资料的可

及性。

（四）搭建教师培训交流平台机制，提升教师一体化衔接

意识

听障学生教学质量的关键是要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重大

主导作用。为加强特殊教育专家对特殊教育教师的指导作用，

减少教师在面对听障学生授课时课堂中所存在的问题，提升教

师的一体化衔接意识。要搭建云南省域内各年龄学段特殊教育

学校教师研究交流平台，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师衔接意识和能力

培训，提升教师教学技能水平，促进教学与教材一体化建设迈

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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