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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探索研究 
张得旭 

（永靖县盐锅峡镇盐集中心小学  甘肃  临夏  731600） 

摘要：作为社会特殊群体的残疾儿童往往在身体或心理方面有着异于常人的地方。身体的残疾让他们无法像正常人一样行走、
或是语言表达能力和学习能力比不上别人，即便如此，他们依旧和每个人一样享有自身的合法权益。鉴于残疾儿童身体条件的特殊
性，开展“送教上门”对于维护其受教育权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本文就残疾儿童“送教上门”活动做有关的探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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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残疾儿童作为社会的特殊群体，通常在身体或心理方面存在缺

陷，这造成大多数残疾儿童存在着自卑心理。开展“送教上门”活

动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和维护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还是为了对其进

行正确的心理疏导，帮助其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帮助他们

建立起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许。在开展“送教上门”活动过程中，

要充分给予其包容和尊重，以真情实感去体谅每一个残疾儿童。 

一、“送教上门”应该秉承的主要工作原则 
（一） 组织化 

任何一项活动的开展都应该是有组织、有纪律的，这样才能有

效保证活动的效率。因此，开展“送教上门”活动也不能脱离开组

织化的工作原则。为了更好的提高“送教上门”活动的质量和效率，

教育局及有关参与学校应该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并由领导小组里

的每个人员专门负责带领一只教师队伍开展活动。这样一来，既可

以保证“送教上门”活动的相关工作可以稳定顺利地开展，又确保

了教师人才地利用效率，不会出现有的教师没事情做的情况。 

（二） 精准化 

精准化的工作原则要求要明确每个小组的送教对象并对其开

展一对一的精准化教育服务活动。在过去的“送教上门”实践活动

中，没有明确送教对象和普遍式教学使得“送教上门”活动的效率

并不高。因此，这是在接下来的“送教上门”活动中应该避免的。

一对一的精准送教服务不仅可以确保残疾儿童的学习效率，还将有

利于建立起送教老师和残疾儿童之间的情感桥梁，这为开展对残疾

儿童的心理健康教育有着重要的积极作用[1]。 

（三）耐心化 

开展“送教上门”活动最大的阻碍不在老师，而在残疾儿童自

身的排斥心理。由于自身身体或生理的缺陷，残疾儿童大多性格孤

僻、脾气古怪。他们不愿意与人交流，更抗拒别人的亲近和接触。

因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送教活动”顺利开展的难度。在以

往的“送教上门”活动中，刚开始的几周几乎很少有老师开展正常

的课程教学，而是把大量时间用来建立与送教对象之间的亲密度和

信任感。因此，相关送教人员应该充分考虑到残疾儿童身体条件的

特殊性，给予其更多的耐心、呵护和关怀。 

二、“送教上门”活动还需要做出的努力 
（一）把耐心和真心融入送教全过程 

开展“送教上门”活动，送教人员的情感和态度非常重要。上

面已经提到，由于自身身体的缺陷，残疾儿童的心理十分脆弱和敏

感。如果相关送教工作人员在送教过程中以有色眼镜看待残疾儿童

的话，势必会对其造成更大的心理创伤。因此，这要求送教人员始

终把耐心和真心融入进送教活动的全过程。一个人的真心是可以被

感知的，当残疾儿童感受你的热情和真心，最终也会同样以真心回

报于你。小峰是一个坐在轮椅上、无法清晰流畅地表达自己的孩子，

在送教的开始，他十分排斥老师的亲近和接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

移，他慢慢建立起对送教老师的信任，积极配合老师的学习，人教

版五年级语文教材中的一篇课文是《慈母情深》。在老师的悉心教

导下，小峰不仅可以较为流畅地朗读课文的部分段落，更是明白了

妈妈对自己的良苦用心并且深受感动。 

（二）结合残疾儿童的特点，因人施教 

即便同样是残疾儿童，受制于环境和家庭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

响，每个孩子与每个孩子之间都有各自的特殊性和不同点[2]。因此，

要想有效提升“送教上门”活动的效率，抓住每个受教对象的特点

进行因人施教是一个十分有效的举措。莉莉是一个性格活泼开朗的

孩子。性格活泼开朗是她与其他残疾儿童最大的不同之一。她很喜

欢电影，对剧中人物的生平际遇以及剧中的拍摄环境都十分感兴

趣。结合她的这一特点，送教老师朱老师就把课本上的内容编辑到

视频里，在每次的课程结束后都将本堂课的内容以视频的形式帮助

莉莉再巩固一遍。谈及莉莉对朱老师上课方式的想法，莉莉在纸上

写道：“我对朱老师在人教版语文教材中的《四季之美》印象最为

深刻，因为老师播放的视频很美，至今在我的脑子里记忆犹新。” 

（三）立足于实际情况，及时做出调整与改进 

一般来说，在“送教上门”活动正式开始之前，都会对其有一

个大致的规划和预期。然而，由于残疾儿童自身的性格特点和送教

环境的局限性，我们很难保证送教活动完全按照预期进行。另外，

在具体的送教实践活动中会发现，有的方法和策略并不是非常实

用，这时候就需要送教人员根据实际情况及时做出调整和改进，选

择一种合适的方式对残疾儿童开展教学。回忆过去的送教实践，安

老师说道：“我最庆幸的是自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自己的

授课内容和方法，这不仅让依依（受教对象）可以更好得吸收知识，

也建立了我们之间的感情。” 

三、结束语 
开展“送教上门”活动不仅可以保障和维护残疾儿童的受教育

权，还对保护残疾儿童的心理健康具有重要作用。有关教育工作者

要充分意识到开展“送教上门”活动的积极意义，采取多种方式和

策略促进“送教上门”工作的顺利开展，让残疾儿童在学到知识的

同时，拥有健康的心理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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