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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全纳教育理念下，听障大学生与其他学生一样，有想法、有个性、有学习能力，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

这对听障大学生的体育学习来说，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本文主要围绕“全纳教育的内涵概述”“听障大

学生进行体育学习时遇到的主要问题”“全纳教育理念下体育教学对听障大学生身体自尊的影响”这几个

方面展开论述，重点结合全纳教育理念，分析高校体育教学新策略，希望通过科学、合理的体育教学，指

导听障大学生不断进步，让听障大学生充分感受体育学习的乐趣，并从中发掘个人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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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体育学习的过程中，由于存在听力方面的障碍，

听障大学生可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过于依赖

教师的指导”“难以跟上体育教学进度”“心理状态比较敏

感和脆弱”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会严重影响听障大学生

的体育学习质量，打压他们的学习热情。从全纳教育理念

出发，高校要以平等心态，关怀每一位听障大学生，认真

了解听障大学生的学习需求，制定出适合听障大学生的体

育教学策略，让听障大学生在更加轻松、温暖的氛围中，

循序渐进地开展体育学习，逐渐找回自信心。 

1  全纳教育的内涵概述 

“全纳教育”也可以称之为融合教育，强调对全体受

教育者，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这里的全体受教育者，

既包括无障碍学生群体，也包括有一定障碍的特殊学生群

体。在 1994 年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大会》上，第一次

提出“全纳教育”的理念。该理念充分彰显“教育平等”

精神，主张不同主体积极合作，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工作，

一起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为了全体受教育者的进步而不懈

努力。在众多国家的教育教学领域，“全纳教育”均产生

重要影响力[1]。“全纳教育”理念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①尊重人权。基于全纳教育理念，无论是哪一个类型

的学生，都可以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这是对人权的尊

重；②重视平等。在全纳教育理念中，每一个受教育主体，

都属于集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容忽视。作为教育工作

者，要以平等的心态，友好对待每一个受教育主体；③强

调民主。落实全纳教育的过程中，教师不能代替学生去思

考和执行，要给予学生自由表达、选择、实践的机会，允

许学生提出不同意见，发表创新型观点[2]；④弘扬正能量

价值观。在全纳教育体系下，学生的专业成绩固然很重要，

但学生的个人价值观显得更加重要。立足全纳教育目标，

学校要努力培养内心阳光，具备正确价值观的人才。 
“全纳教育”是一种包容、友爱的教育理念，充分考

虑到不同受教育群体的特殊性，主张差异化教学、平等化

育人。将“全纳教育”理念引入高校体育教学，可以从“教

学方法”“心理调节”“目标设置”等多个层面，帮助听障

大学生，鼓励他们勇敢地克服困难，有效率、有质量地开

启体育学习[3]。 

2  听障大学生进行体育学习时遇到的主要问题 

2.1  过于依赖教师的指导 
在实际教学中，部分听障大学生过于依赖体育教师的

指导，缺乏对自我的理性审视。具体来说，由于自身带有

一些听力障碍，部分听障大学生内心比较消极，对待体育

学习不够主动。即使体育教师已经布置明确的体育学习任

务，这些学生也不会主动去完成，而是一心等待体育教师

的指导和协助。除此之外，考虑到自己在听力方面的缺陷，

部分听障大学生不够独立、勇敢，在体育活动中总是畏畏

缩缩，经常担心自己会受伤，内心认为自己“不行”“不

能”、“不优秀”[4]，不敢参与正常的体育训练。如果听障

大学生对体育教师过度依赖，很容易失去自我，难以发现

自己的独特优势和价值。 
2.2  难以跟上体育教学进度 
不同学生的反应能力不同，有些听障大学生反应比较

慢，对于体育教师讲解的知识和技能，明明不懂却装作已

经理解，根本不敢向体育教师提问。长期下去，师生之间

的隔阂会越来越严重，听障大学生的体育成绩也会越来越

差，逐渐丧失自信心。再比如说，体育学习可以在课堂上

进行，也可以在课堂以外的不同场景展开，有些听障大学

生只注重课堂上的学习，没有好好利用课堂以外的时间。

在这种情况下，听障大学生缺乏充足的体育训练时间，也

缺乏课外延伸机会，难以达到“温故而知新”的效果。如

何进一步提升高校体育第二课堂学习质量[5]，这对听障大

学生来说，非常重要。 
2.3  心理状态比较敏感和脆弱 
进行体育课程的系统化学习时，有些听障大学生心理

状态过于敏感、脆弱。具体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呈现“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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卑心理”。由于听力方面的不足，有些听障大学生认为自己

很“特殊”，陷入深深的自卑情绪。一旦这种自卑情绪得不

到排解，可能会干扰正常的体育学习，使听障大学生不敢

训练、不敢尝试、不敢与教师对话，长期处于一种落后、

孤立的状态。另一方面呈现“急于求成心理”。为了证明自

己“能行”“可以”，有些听障大学生急于求成，迫切想要

表现自己的体育能力。这种急于求成的浮躁心理，会带来

很大压力，甚至会违背客观规律，促使听障大学生进行一

些不安全、不科学的体育训练项目，给听障大学生造成严

重的身体伤害，影响听障大学生长远的体育发展[6]。 

3  全纳教育理念下体育教学对听障大学生身体自
尊的影响 

3.1  结合全纳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独立意识 
基于全纳教育理念，听障大学生拥有自己独特的优势

和价值，不必过度依赖体育教师。具体来说，高校体育教

师可以布置“体育训练团队任务”，如：短跑接力团队训

练、移动投篮团队训练、混双乒乓球团队训练等，鼓励听

障大学生自主搭建训练团队、自主展开体育训练，在相互

帮助之中共同完成体育训练任务，培养听障大学生的独立

意识，帮助听障大学生早日摆脱依赖心里。除此之外，在

全纳教育理念的指导下，高校体育教师还可以组织“体育

训练评价活动”，通过全面、积极的评价内容，突出听障

大学生的个人能力[7]，给予听障大学生自信和力量，让听

障大学生发自内心地认可自己，敢于进行独立的体育训

练，告别对体育教师的盲目依赖。 
3.2  结合全纳教育内涵，重构体育教学体系 
结合全纳教育内涵，高校体育教师要尊重个体特殊

性，重新构建适合听障大学生的体育教学体系。比如，对

于反应比较慢的听障大学生，高校可以开通“体育线上交

流群”，专门供听障大学生交流问题，便于师生之间进行

实时互动。或者，高校可以根据听障大学生群体的反馈，

设置“体育线上课程”，匹配不同体育基础的学生，让听

障大学生“温故而知新”[8]，不断巩固所学的体育知识和

技能。除此之外，全纳教育提倡多渠道、多场景教育，这

对高校体育教师来说，也是一种启发。比如，高校体育教

师可以进一步开发第二课堂，布置“体育第二课堂巩固型

训练任务”，发起“体育第二课堂拓展型活动训练”，呼吁

听障大学生积极参与到体育第二课堂中，大胆表达、大胆

实践、大胆质疑，获得全方面的锻炼，不断提升听障大学

生的体育成绩。 
3.3  以全纳教育为指导，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以全纳教育理念为指导，每一位听障大学生都享有平

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在现实情况中，并非每一位听障大学

生都有这种自信和追求。从心理健康教育层面出发，高校

要积极改进，一方面疏导自卑心理。高校体育教师可以开

通心理话邮箱，接收听障大学生发送的各种心理问题，并

以“一对一沟通”的模式，保护听障大学生隐私，为听障

大学生提供正能量的指导，帮助听障大学生早日走出自卑

心理。另一方面调节急于求成心理。为了帮助听障大学生

走出急于求成的心理，教师要鼓励听障大学生制定“体育

学习目标”。制定学习目标之前，教师可以通过“问卷调

查”“技能测试”等方式，搜集听障大学生的个人信息，

并根据这些信息，确定不同层次的目标内容，供听障大学

生自主选择。对于不安全、不科学的体育训练项目，教师

要严格禁止，科普相关危害，劝导听障大学生以长远目光，

理性对待体育训练。 

4  结语 

综上所述，对于听障大学生来说，全纳教育理念确实

可以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为听障大学生带来新启发、新

希望，让听障大学生更加自信地面对体育学习。为了进一

步发挥全纳教育的优势，高校要特别注意：①基于全纳教

育理念，培养学生独立意识；②结合全纳教育内涵，重构

体育教学体系；③以全纳教育为指导，加强心理健康教育。

除此之外，作为高校体育教师，要用心关注听障大学生在

课堂以外的综合表现，与听障大学生多交流，积累师生之

间的信任感，便于听障大学生表达学习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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