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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特殊学生分为许多种，有视力残疾、听力残障、言

语障碍以及肢体残障和智力残疾的学生，甚至有多重障碍

并存，如果严格划分还可分为唐氏综合症、自闭症等。但

是在教育中，教师很难有效的对智力残障的学生进行有效

的教育。智力残障是所有特殊学生中最为特殊的，他们对

于一些浅显道理的认知存在迟滞性，同时和人沟通存在障

碍，不知道如何进行有效的沟通，不知道怎样有效的表达

自己的意愿，因此特殊教育学校的教师很难对智力残障的

学生进行有效的教育，只能通过细心的观察、耐心教育以

及重复教育让这类学生学习浅显的知识和道理。

一、关爱教育

所谓关爱教育指的是，教师通过耐心和细心的指导

来对学生进行教育，在过程中不采取暴力、体罚等等手

段，让残障学生感受到来自教师的关爱照顾。特殊教育

的教师要细心观察学生的行为习惯，从了解孩子每一个

动作代表的含义对孩子进行思想上的引导，让孩子学会

健康、快乐、感恩懂得战胜困难勇敢的面对现实；教师

要对孩子进行心理疏导，帮助孩子学会控制自己的言行，

调整自己的心态，消除负面影响，积极学习、生活；特

教老师要对孩子进行生活的“磨练”，树立孩子“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的意识，在生活中体会父母的艰辛，是孩

子们懂得感恩和励志，培养基本的独立能力，良好的心

理素质和行为素质；特殊教育教师还要对孩子进行行为、

肢体矫正和康复训练，针对不良行为，通过心理思想认

知辅导后结合基本动作训练来完成，通过孩子自身意志

力与控制能力的提升后结合医学按摩康复等方法来达到

行为、肢体的矫正效果；最后，特殊教育教师要对学生

采用一对一或者是一对多的辅导模式，也就是现在“个

别化教育”，并加以小班制集体授课，让学生在各个文化

学科得到跟进和提升，提高学生的学习自理能力。

总之，特殊教育教师重点要从孩子自身的行为习惯

的认知着手从而让残障学生能享受更好的学习和生活，同

时通过关爱教育让残障学生的心理健康得以更好的发展。

二、现阶段特殊教育存在的问题

1、家庭条件困难

一般而言，大部分智力残障的家庭都存在经济困难

的想象，就算最开始有着一定的基础条件，但是在给孩

子治病之后也会慢慢耗光不多的积蓄，也就是说绝大部

分智力残障学生的家庭十分困难。部分学生的生活来源

仅仅只是家长的一些微薄的工资，或者退休金。

2、家庭的溺爱

现在家庭或多或少都存在着溺爱孩子的现象，对于

正常的孩子而言，部分家长都存在过度溺爱的现象，更何

况是智力残障学生的家庭，对内，这部分家庭对于智力残

障学生提出的要求只要是在经济条件允许下都会充分满足

孩子的愿望，对外，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对自己的孩子批评

或者是指正，哪怕是自己孩子的错误也会以“智力障碍”

为由借口推脱。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长大的智力残障学生没

有正确的世界观，从而导致这些学生完全没有控制能力和

辨别是非的能力。因此在这种情下，中国大部分智力残障

学生家庭在家长的溺爱下缺失生活自理能力，当父母不在

的时候，这些学生将很难适应社会生活。

3、相关机构没有发挥作用

虽然我国重视特殊学生的教育，也开设了相关的教

育机构，但是大多数教育机构并没有发挥它的作用，在

对于智力残障儿童的教育中，由于缺乏相关的教材，导

致教师不能有效的对这些学生进行教学。此外，社会层

面对学生的关爱不够，特殊儿童缺乏适应社会的学习空

间，没能让孩子们更好的充分的锻炼自己，智力残障儿

童对于教材没有理解能力，因此就需要“特殊的教材”

来进行教学的辅助，理论和实际得不到充分的结合，因

此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更多的将这份工作当成保姆，只

是做到了照顾的责任，没有做到教育的责任。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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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依旧四体不勤，缺乏相关的锻炼和自理能力，不利

于他们之后的独立生活。

4、教师不够专业

现阶段的大学教师专业虽然开展特殊教育相关的专

业，但毕业的年轻的教师，只具备理论知识，缺乏实践

经验，导致特殊学校的教师队伍丝毫没有专业性可言，

对于大学生而言，他们更加不愿意加入特殊学校进行教

学，更多的是认为没有成就感，在短时间内没有收获。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县的特殊教育事业缺乏相关的

人才，而大众听闻是特殊教育专业有些存在不解更多是

对于相关人才存在一定的歧视。同时特殊学校的教师没

有相关的福利制度，从个人发展角度来讲，多数从业人

员也都不愿意加入到特殊教育当中去，在这种大背景的

条件下，特殊学校也就缺乏教师对学生进行教学管理。

三、关爱智力障碍学生的有效措施

1、国家层面

在特殊学校关爱教育中，国家要做的不仅仅是进行

资金拨款，相关政策的开放等等，而要做的是培养相关

方面的人才，让智力残障学生能够得到有效的教育。国

家应该在高校大力宣传特殊教育相关的专业，鼓励学生

报考相关专业，为特殊教育提供大量的人才基础，从而

才能保证特殊教育能够更好的发展；其次完善特殊教育

教师福利制度并落地实施，让教师能够在特殊教育这个

岗位上得到更多的利益，这样才能要求教师采用关爱教

育的教学模式去教育智力残障的学生，国家只有将相关

待遇解决，保证教师的晋升和发展，才能让更多的人投

身到特殊教育当中去，才能让特殊学生得到更好的教育；

再次，国家要尽可能的改善特殊教育在人们心中的观念，

尽可能的抹灭歧视等等，让人们正视特殊教育教师。最

后应该在社会面大力呼吁护残、助残，为智力残疾孩子

开辟学习环境实践场所，实施智力残疾孩子就业渠道，

鼓励维修、服务等行业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雇用智力残

疾孩子，鼓励智力残疾孩子们就业，将所学知识应用于

生活实践，能更好的的适应社会。

2、学校层面

我国采取的特殊学生教育制度是采用学校制度，因

此学校在对智力残障学生进行教育的时候应该更加注重

关爱教育。智力残障学生离开了父母，由于智力残障很

难快速的适应新环境，从而导致这些学生感到不安全感，

同时同学之间难以进行有效的交流，从而导致他们内心

十分孤独，难以有效快速的融入新的环境。作为特殊教

育教师而言，教师更加应该注重智力残障学生的心理情

况，要及时的和这些学生进行沟通，保证他们能够更加

快速的融入新环境，从而得到良好的教育；其次，教师

还要注重培智孩子的德育培养，培养孩子的爱国情怀，

知道自己是中国人，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国的传统

节日和习俗，要和同学们和睦相处，具有最简单的分辨

是非的能力；再次教师要培养孩子的安全意识，要不断

地跟培智孩子强调不能一个人外出，过马路要看红路灯，

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食物，不能随便跟陌生人走等等，

在强调的基础上还要有实践操作的巩固，培养孩子们适

应生活的能力，最后培养孩子讲文明懂礼貌，要学会最

基本的礼貌用语，并且在生活中能正确使用，融入社会

树立生活的自信心。

3、家庭层面

智力障碍学生并不是没有感情的，他们能够感觉到

谁对他好或者坏，因此智力障碍学生的家庭教育就十分

重要，所谓“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智力障碍的

孩子模仿力相当的强，但是他们只具有模仿能力并不具

备辨别对错的能力，所以家长一定要做好榜样，不能因

为他有残疾就宠着，惯着一味地溺爱，相反正是因为这

样才要更多的锻炼孩子的生活技能，所以一个良好的家

庭教育能够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进行生活自理能力的锻

炼和提高，甚至有可能单独完成简单的生活活动，因此

家庭教育对智力残障学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

家庭教育中，家长过分的溺爱孩子，这样不能让智力残

障孩子更好的学习如何生活。只有在经过长时间的训练，

智力残障学生能够掌握一些简单的生活技能，从而减少

家长的负担，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锻炼他们，让他

们的智力可能得到一点恢复；对于智力残障学生家庭而

言，家长更不能歧视他们或者对他们漠不关心，智力残

障学生特别需要家长的关心，有了家长的关心、关爱教

育才能保证他们能够更好的生活和发展，保证他们的心

理健康得到更好的发展。因此家长要配合学校对智力残

障学生关爱教育，让他们感受到来自家庭、学校、社会

的温暖，这样他们也就能够有着自信心去更好的生活。

四、总结

总而言之，特殊教育学校要对智力残障学生进行有

效的关爱教育，建立专业的教师团队来保证这部分学生

能够得到更好的生活和学习发展，让他们的心理也能健

康的成长；此外，学校也更应该和家庭结合，为学生提

供一个良好的生活学习环境，保证他们在家庭中也能得

到正确的关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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