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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对智力上存有障碍的儿童进行培养和训练，使其在自理能力，交

流能力，运动与劳动能力上实现相应的发展，最终在对社会生活的适应

能力上得到提高，不仅可让智力上存有障碍的儿童们生活上的幸福感加
强，也将对其家庭以及社会产生重要的、积极的意义。本文对智障儿童

的相关现状进行了一定分析，并就智障儿童对社会生活的适应能力的培

养方面提出建议。 
 

 

引言：对智障儿童实施特别教育，培养其对生活、社会的基
础的适应能力，进而实现其自食其力、融入社会的最终效果，是
众多的特殊教育者的工作目标。对智力上存有障碍的儿童，教学
上的合理设计，以及有计划的、正确的训练，将使其获得社会适
应的能力的提高。 

一、智障儿童的情况的基本介绍 
（一）目前对儿童进行的智力障碍的级别划分 
目前，根据儿童的智商分数与其实现社会适应中具有的障碍

的严重程度，将儿童的智障情况分为四级。通常，将智商结果在
55 至 70 分之间，且在社会适应当中有轻度的障碍的儿童，认定
为具有智力上的轻度障碍。他们可实现生活的基本自理，且可进
行简单程度的家务劳动，及基础的计算、阅读[1]。经过职业方面
的技能训练，在成年之后，可进行简单、基础的职业劳动。 

将智商结果在 40 至 55 分之间，且在社会适应当中兼有中度
的障碍的儿童，认定为具有智力上的中度障碍。与轻度的儿童相
比，智力上存有中度障碍的儿童可部分完成简单程度的家务，需
在基本的生活上被提供一些支持、帮助。他们存在的智力障碍一
般在较早期，就已被发觉，且可在 3 岁左右得到确诊，通过早期
的、及时的相关康复训练，他们可对常用文字的做到识别，且完
成简单数字的计算，训练后，在适当帮助之下，可完成基础的生
产劳动。 

将智商结果在 25 至 40 分之间，且在社会适应当中兼有严重
的障碍的儿童，认定为具有智力上的重度障碍。长期的、系统的
训练过后，将拥有基础的生活功能，生活的幸福感可被提升。将
智商结果低于 25 分，且在社会适应当中兼有极重度的障碍的儿
童，认定为具有智力上的极重度障碍。他们基本无实现独立生活
的各种能力，通常具有运动、日常生活、语言交流等多重的障碍，
需得到持续的帮助与支持，一定训练与治疗过后，生活的自理情
况可达到一定改善，或可自主表达其情感、需求。不同程度的智
障儿童，拥有不同的发展潜力，在教育、训练中需有所区别。 

（二）智障儿童目前的发展情况及实现社会适应的障碍 
目前，对智障儿童的特殊教育在家庭、社会中都得到了较大

程度的重视，但在对其社会适应方面的能力培养、教育仍有需加
强之处。进行社会适应性方面的培养，需要智障儿童们在自理能
力、语言交流、劳动技能得到可能范围内的、尽量大的有效提升[2]。
但智障儿童目前对于各项能力学习的配合程度不好，技能学习和
掌握的效果还待加强，这都是智障儿童们实现社会适应的障碍。 

二、实现智障儿童的社会适应性提升的相关建议 
（一）针对儿童们智力和社会适应上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 
智障儿童们各自情况存有差异，应区别处理，区别要求，因

材施教。在保证同样尊重、爱护的同时，教师对智力的障碍程度
较弱的智障儿童，教学上可提出较高要求，设置较高的教育目标。
而一些智力上障碍程度较重的学生，则应适度去降低要求。通过
不同的教法，让每个智障儿童均获得其自身的最大发展。 

（二）借助游戏，促进智障生的学习 
游戏对智障儿童有着较强吸引，是其最爱去参与的一类活

动，借助这一点，教师可把要教的生活技能、劳动技能的内容、
练习与之融合，是智障生们能愉快、轻松地学技能。例如，可设
计一个模拟饭店服务的游戏，让他们去扮演店中的服务员和客
人，“服务员”要为“客人”发放碗筷，并打扫店内卫生，客人
们要模拟点餐并正确使用餐具。通过角色分工，增强其参与热情，

并在该过程当中熟练所学的操作，锻炼思维，在场景的交流中，
实现语言能力的锻炼，学会礼貌交往。 

（三）教师应为智障生提供锻炼、实践机会，提升其自理能
力 

课堂上生活知识、技能的教学是在为智障生实现生活的自理
做准备。为实现智障生生活的自理，使其独立能力最大化实现，
需要有生活当中足够的应用、强化帮其形成长久的习惯与技能[3]。
因此，教师可将教育内容进行生活化的实践安排，例如，在教了
清洁、打扫的内容后，教师可在自己的带领和照看之下，安排学
生们进行教室地面的打扫、清洁，以及擦黑板、窗台等工作，并
在学生劳动时加以指导、纠正，让其在锻炼、实践当中强化劳动
的习惯、技能。 

（四）对智力上存有障碍的儿童的教育，需要循序渐进，耐
心示范 

智力上存有的障碍，令智障生在能力上被限制，他们对生活
及劳动上面的技能、技巧进行学习时，速度和效果都较同龄人差
距较大[4]。因此，教师对这些智力上存有障碍的儿童，在训练中
不可心急，应循序渐进，借助多次练习逐步提高。在训练时可将
内容拆分，使其成为若干个极简操作，化整为零，降低难度，可
让学生从拆分后的简单动作开始学，逐个熟练后，再连接整合为
完整的一个操作。在过程中，教师对每个分解的小步骤进行教学
时，都要耐心演示、指导，通过示范，让学生们加以模仿、复制，
对其未做到的一些细节，教师要再次指导，并带领其完成多次重
复练习。并且，针对不同步骤存有的难易差别，教师需灵活进行
时长的安排、分配，保证学生们跟得上。在课上学习及多次的强
化之后，使学生达到动作的完整，再进行速度训练和质量提高。 

例如，在教学生们洗手的方式时，可将整体过程拆分为如下
几步：将水龙头打开；用水冲洗双手；放几滴洗手液在手上；揉
出泡沫;双手互搓掌心、手背、手指、指缝等位置，并且至少揉
搓 10 秒;在水龙头的水下面冲掉泡沫，且坚持至少 10 秒；关闭
水龙头，擦干双手。通过拆分了洗手的环节，教师可对每个小部
分逐个完成演示和教学，让学生完整学会，并且可对其中较难步
骤，比如第 4 步互搓掌心，手指指缝等细节更多安排时长，保证
学生将细节记住学会。 

（五）重视鼓励评价，增强智障儿童们的信心 
积极的评价、肯定将令智障儿童们得到鼓励，尝到成功的幸

福、愉悦，这将成为其之后尝试、行动的动力。当他们做到后，
教师的夸奖让其能力被肯定，进而收获自信。当他们的尝试结果
不佳时，教师若能积极鼓励，则将激励其信心，使其战胜畏难情
绪，再度尝试。 

三、结束语 
总之，对智障儿童们的教育，需要教师针对其智力、社会适

应上的不同情况因材施教，在教学当中耐心示范、循序渐进，通
过鼓励评价实现激励，并注意强化实践环节，从而实现智障儿童
们自理能力、交流能力、劳动能力的发展，以及社会适应性的有
效培养。这种培养，需要教育者们的长期坚持，任重道远。相信
在家庭、学校的一同努力下，智障儿童们的生存、适应能力将能
得以更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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