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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培智学校美术课与康复训练的课程融合 
——以南京溧水特校超轻粘土系列课程为例 

王婧璟 

（江苏省南京市溧水区特殊教育学校  江苏  南京  211200） 

摘要：随着我国对教育改革的重视力度不断加强，越来越多的社会目光开始注重特殊教育儿童的义务教育发展。其中，《绘画

与手工》是培智学校进行美术教育最主要、最常见的课程类型。对障碍儿童操作技能和审美能力的提升有不可替代的影响，又可以

锻炼学生的动手实践能力，与康复训练课程相融合，进一步发掘儿童的潜能，促进儿童的健康发展，使其能够更好的适应生活，融

入社会。这也符合现代核心素养在特殊教育课程建设中的运用。 

关键词：智力障碍儿童；康复训练；美术融合教育   

 

在培智学校的美术课程应尽可能选择更加多元和深度的教学

方式，要充分考虑学生的个人身心发展情况和需要，尽可能帮助学

生通过自己的创作和操作表达出其对世界万物的想法和情感。其

中，《绘画和手工》是培智学校进行美术教育最主要、最常见的课

程类型。这类课程的优势在于自主性和活动性极高，可以给予学生

充分的自由创作的空间和时间，有助于对障碍儿童想象力和精细动

作技能的培养，同时能够展现出对障碍儿童主体地位的尊重，有助

于激发其对手工和绘画课程的积极能动性。基于这样的课程开展前

提和优势，可以结合相关义务教育课标的有关要求，在进行此类美

术课程时，选择具有康复训练意义和效果的教材工具，例如超轻粘

土，障碍儿童在实际利用超轻粘土进行手工创作时，既具有锻炼动

作的效果，又能保持创作的兴趣。教师可以在教育的过程中，给学

生安排既联系生活实际又与课堂知识相关的创作任务，让学生在动

手完成任务的同时，起到锻炼操作能力和培养审美创造力的效果。

因此，要重视对培智学校学生美术与康复训练的融合。智力障碍儿

童的思维发展具有具体性和直观性，重复学习会让他们有更强烈的

感知从而出现新的认知，超轻粘土这一媒材正好符合了以上的需

求，因此，本文将以美术手工中超轻黏土系列活动课程为例，重点

论述如何开展手工与康复训练课程的融合。 

一、增强课堂教学视觉刺激，提升感知能力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美术老师已经将超轻黏土引进课堂，相

较于传统的陶泥，它更为环保轻便而且更易于塑形。相比之下，障

碍儿童由于对数据信息和复杂内容的感知处理能力不足，使用超轻

粘土这类操作性强的实物类工具辅助学习是更符合障碍儿童发展

和经济效益的最优选择。想要帮助其构成学习意识，必须要有原材

料和信息的输入，在学习中依靠感知觉的刺激来帮助他们完成学习

活动则更为有效。 

由于美术中的色彩是视觉的直观刺激，智力障碍儿童更容易被

长时间的、鲜艳的、有冲击力的事物抓住注意力，这比语言等间接

刺激更容易带给学生带来视觉冲击。超轻粘土色彩种类丰富，饱和

度高，对障碍儿童的视觉感知力、感统康复也有较好的效果。 

在实际的美术活动中我一般选择让学生先从易于感知的颜色

入手，比如：苹果、树叶、海豚、小鸡、棒棒糖等，也可以定期带

领学生走出教室走向大自然，从“小我”走向“大我”看一看大树

绿色的树叶，闻一闻青草的清香，感受金黄温暖的太阳、雨后湿润

的褐色泥土、校园中叽叽喳喳的小鸟。选择相对应的色彩的黏土，

形成主动分辨常见事物的色彩意识，然后再进行简单的搓揉，最后

根据学生能力程度的不同，用勾线笔、工具、少量的深色彩泥搓揉

出相对应的细节部分，如眼睛、嘴巴，树叶纹路等。让学生对超轻

黏土的性能和颜色有进一步的了解，学生既认识了红、黄、蓝、绿

等颜色，帮助他们建立起色彩认知的前提和基础，并且在完成任务

的同时进行了大动作和精细动作的训练，受到了良好的康复效果。  

二、增加手工实践机会，提高应用能力 

智力障碍儿童受自身身心发展的限制，对事物信息的分辨率和

处理能力有欠缺，注意力不易集中和情绪波动较大的特点，但是在

美术教学的过程中，可以利用彩泥材质本身的特性跟随老师边学边

做，通过给予智力障碍儿童持续稳定的知觉体验来提升学生的注意

力，让课堂的教学效果得到提升。且他们的情感体验强度和引起外

部刺激强度不同，所以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应该以本体性体验为主

的模式及内容。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 ：“手是身体的大脑”。智力障碍儿

童在对超轻粘土进行活动的过程其实也是其想象力与现实物质进

行重组和再生的过程，这要求学生手、脑、眼三者能够统筹协调并

用，在上课的过程中，学生需要动一动手，将黏土揉成圆圆的一团、

搓成均匀的长条、用工具分成不同的小块、或者将各个部件粘合成

一个整体。 而且还要根据制作物体的需要学会运用各种泥塑工具，

添画各种细节也发展了绘画能力和观察力。学生在塑形的过程中不

仅学会了揉戳、捏、切拉、压扁、粘合等各种基本技能，而且也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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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和提高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又释放了情绪压力，正可谓“小手工大

手笔”由于超轻粘土有着很强的可塑性，即可以增加学生手部的感

知能力又可以让同学们在活动中体会到了自己动手的乐趣以及成

功的喜悦感。 

三、构建情景教学方案，培养专注能力 

障碍儿童逻辑思维发展缓慢、滞后，情景教学的优势在于通过

教师既定的情景环境，给学生一个相对成熟的逻辑思考方向，减轻

智力障碍儿童的思考与理解负担，创设情景可以加强智力障碍儿童

对事实、规则和情绪的认知，教师应该结合学生的生活经验，选择

他们感兴趣的主题相结合比如过生日时的生日蛋糕、甜甜圈和棒棒

糖的系列课程，也可以通过多媒体播放相关美食图片或者给学生发

一些糖果食物，让学生通过 味觉、视觉、触觉、多感官参与极大

提高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引领他们走出封闭的内心世界，更好的

融入生活。例如：《火锅》这个课程中和同学们坐在一起，“天气降

温了，让我们吃一顿热乎乎的火锅好不好？”首先利用纸盘和纸杯

制作出了火锅的形状，老师拿出手绘的菜单，然后请同学们按顺序

点菜，说出自己想吃的菜品，看看自己能不能尝试做出来，（前期

的课程《家门口的菜市场》学生已经有制作蔬菜的基础），如果自

己不会做可以请同学们帮忙，树立起小组合作的意识。请同学们先

到备菜区选出需要的超轻粘土和制作工具，然后尝试制作，教师再

根据学生的实际制作情况分层辅导教学，制作完成后放到火锅旁，

接着下一位同学，通过这样的上课形式，了解学生的造型能力、性

格能力，手部精细动作的控制能力为下一步课堂中要兼顾的康复训

练课程有据可以。 

德国教育学家第多斯慧说过：“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本领，

而在于鼓励、唤醒、鼓舞。”教师可以通过这种轻松、宽松的环境

中引导他们感受生活和世界的的美好，促进障碍儿童走出封闭的内

心世界，达到“以趣促训 ”的效果。 

四、设计多元化教学主题，融合语言康复 

受智力发展的限制，智力障碍儿童的语言发展一般也比较迟

滞，对其展开语言康复工作也是必不可少的一个重要内容，语言康

复的训练主要以增加口语表达的时间和频次为主。于是我也通过超

轻粘土的特点设计出许多有趣的语言训练内容，让学生在完成美术

课任务的同时又做了语言康复训练。如在食物这一课中，我编制了

儿歌《我来学做饭》。  

粘土粘土真鲜艳，五颜六色香又香 

赤橙黄绿青蓝紫，我选一块来做饭 

汤圆汤圆揉一揉，饼干饼干压一压。 

麻花麻花扭一扭，饺子饺子捏一捏 

面条面条搓一搓，大饼大饼盘一盘 

边学儿歌边做手工，手脑嘴眼的配合中既有形状的认知，又有

口语训练，还有一些精细动作的配合。而这些教学中的设计不单是

为了教学，更是为了学生以后的生活适应，为其融入社会独立生活

做好准备。 

五、使用超轻粘土对中高段儿童能力康复的效果 

（1）学生的智力水平得到提升 

在经过实施粘土系列课程 3 个月后，学生的语言、感统、手部

精细动作的稳定性得到了明显的改善，实现了 “以趣促训 ” “以

训升能 ” “以能达适 ”的效果。 

A 组学生的注意力能够达到 25-30 分钟 

B 组学生的专注力能够达到 15 到 20 分钟 

C 组学生的专注力可以达到 5-10 分钟 

（2）学生的情绪行为问题得到抑制 

学生的情绪性行为明显减少，多数同学的情绪问题得到改善，

问题行为也有所减少，交往适应的主动性得到了提高，懂得与同学

合作完成一个作品，同学间可以相互协助，针对各种制作方法和工

具的使用方法，增加了提问的次数，多数同学学习的内驱力得到提

高，会想和别人分享自己的作品。 

六、结语 

马斯洛的认知理论认为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最高需要，障碍

儿童也不例外，来自周围人的表扬的认可，对他们来说也同样重要，

这有助于障碍儿童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建立。每次学生们独立完成一

个完整的作品，哪怕只有揉搓造型上的一小点进步，这对孩子和家

长来说都是心灵上的莫大慰籍。学生会向伙伴和家长“炫耀”自己

的作品，进而增强了他们的语言沟通能力和自信感，为他们以后走

出校园，走向社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本课题的研究重点侧重于帮助障碍儿童更好的康复和适应社

会，帮助障碍儿童更好的融入社会，从而有尊严地自立于社会。此

外，作为一名特殊教育老师，应该具备敏锐的观察力，根据障碍儿

童情感体验和引起外部刺激的不同强度，在教学内容的上主要选择

以本体性体验为主的模式及内容，力求为不同类型的障碍儿童挑选

出最适合他们学习的内容及媒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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