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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聋校低段语文启蒙教教学的几点探索 
◆杨小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特殊教学校  833400） 

 
摘要：听觉障碍儿童（以下简称聋童）在感知识事物的特点主要表现在
知觉信息加工不完整，视觉的优势地位及缺陷补偿三个方面。[1]在课堂上
注意力容易分散，课堂纪律需要时时提醒，识记的特点是记得慢忘得快，
语言发展水平比同龄正常儿童滞后三年多。教师应在最大限度利用聋童
残余听力的前提下，对其听力损伤进行缺陷补偿，充分利用视觉刺激使
聋童获取知识，并形成有效复习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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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残疾儿童，由于听力损失，在语言发展、认知发展、社
会交往等方面都遇到一系列困难，尤其作为新疆多民族聚居地
区，对于汉语知识的学习，有着更多的困难。比如一个班里除了
蒙、汉、维、哈、回等民族的差异外，还存在着不同起点入学所
带来的各种困扰。 

我从事聋班语文教学四年多，我班没有汉族同学，每年开学
初，我都要求聋童复习上学期学过的知识，把课文全部用手语打
一遍，常发现聋童经过一个假期的休息，连触摸可见的词语都忘
记了意义。经过我讲解之后聋童看起来还是很糊涂，这引起我的
深思。聋校语文的教学要从最细微的环节入手，学习新知的同时
坚持把复习贯穿始终，这样听力残疾聋童才会有所收获。 

下面谈谈我对聋校语文教学的几点心得： 
一、制定课堂常规，确保教学活动有效进行。 
学校的课堂教育，不能因为是特殊教育聋童，就在制度上就

有所松懈，因为一旦养成不好的习惯是很难改正过来的，所以 我
们要用课堂常规来约束他们的行为，保障教学活动有效进行。 从
上课起立、师生问好、点名，一点点练起，慢慢规范聋童的上课
习惯。例如：老师讲解时，全体聋童应看着老师；聋童发言要举
手，老师同意再发言；情况需要时，聋童要走上讲台（而不是斜
扭着身子），面对全体聋童发言等等。通过这一系列制度的制定，
课堂秩序有了很大改观。另外，教学常规要持之以恒，切忌朝令
夕改，这样聋童才能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二、选择适合聋童认知水平的教材。 
我教聋校语文第一册到第五册教材的过程中，不断发现教材

内容远离生活时代。课文中至今有“插秧”，“扬场”等落后的生
活场景，给聋童的知识学习和生活指导带来极大的困扰，我反复
甄选后几经变革，把聋校四年级的教材改为普校二年级上册的课
本，与此同时在普校教材中，我又删除了《古诗四首》、《泉水》、
《日月潭》、《葡萄沟》这五篇课文。 

在具体课文教学中，针对聋童的认知水平，相应调整教学重
点，以期聋童能更有效地掌握知识。例如《北京亮起来了》，一
文中出现“华灯高照，银光闪闪，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灯光闪
烁，绚丽多彩”等词语，这些词语的本义有很大差别，而手语表
达却是一样的。我就把学习重点定位在：1、学习生字，2、通过
观看视频知道，北京夜晚亮，是因为有草坪灯，路灯，喷泉灯，
车灯，霓虹灯，橱窗灯，广告灯----，这些发光体共同营造出
的“不夜城”，一个“亮”字才是本文核心。 

三、重视聋童运用语言进行交往能力的培养。 
（一）、聋童之间的交流重在看懂、看透。聋童学习语言的

最大目的是能用语言同别人交流，而他们的很多手语都是“自创”
的，没有依据可循，在课堂交流时往往造成“鸡对鸭讲”的现象，
在对方看不懂的情况下就不关注了。我要求聋童回答问题时站在
前台来，一遍遍打给同学看，直到有学生看懂了。请看懂的同学
再用自己的理解说一说，引导其他聋童明白究竟在说些什么。时
间长了，聋童之间相互交流的意识增强了。 

（二）、注重聋童手语和口语的同时训练。 
有声语言发展滞后是聋童的主要缺陷，在应该形成口语的时

候没有能学会说话，在缺少口语的基础上，学习书面语言给聋童
造成极大的困难。[2]为了节省时间又凸显重点，有些老师往往只
挑关键词打手语。例如：老师想要表达的是：你去把办公室的语
文书拿来。手语却只打关键词“办公室，书”，所带来的弊端是，
打出的手语连起来不是完整话，直接影响聋童的思维定式，错误
认为那就是完整句，汉语的书写时，会造成句子成分的残缺。这
时候老师以标准的口语补充手语，聋童看口型可以很好的感受词
语的发音，感知句子的完整性。 

概念总是用词来固定和标志的，聋童由于语言缺陷，掌握的

词语少，对词语的理解也不深入，经常出现用词不当的情况。[3]

视觉看话的速度和分辨口型的能力也与听觉听话的速度和理解
力不同。[4]聋童在说话时常用错量词、丢掉宾语或补语。例如“一
把桌子”“一个橡皮”“我激动得（掉下眼泪）”，老师在与聋童对
话时，用夸张的口型着重强调正确的表达方式，对语感的形成及
句子的书写起很好的作用。 

四、训练划分句子节奏，培养聋童的理解能力。 
在缺少语音的帮助下，聋童对语言材料不太容易理解，保持

和再认相对要差，而语言的韵律美对实际语言材料有着直接的影
响作用。[5]学习、理解新课文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先划分句子的节
奏，例如，《笋芽儿》中有一句“低声呼唤着沉睡的笋芽儿”，聋
童在断句时有可能会断成：“低︱声呼︱唤着|沉睡笋︱芽儿”，
老师首先带领聋童划分节奏，划节奏的同时也就体现了“低声、
呼唤、沉睡、笋芽儿”这些词语，之后再开始读课文。课文节奏
划分正确，预示聋童对课文理解了一半。每篇课文都挑选有代表
性的段落，请聋童划分并读出节奏，每篇课文练习一两段，这样
聋童在课余时间读书时，也有划分节奏的的意识。 

五、充分利用图片、视频等多种途径，提高聋童的理解能力。 
由于聋童听觉有障碍，在不理解词义的情况下，根本无法把

手语、词语、词义三者有机的结合起来。眼睛就成为最主要、最
主动、最活跃的补偿感觉器官。[6]所以，在学习词语时，结合图
片或视频讲解，是最有效、最省时、记忆最深刻的一种方法。一
般经过三遍图片或视频的巩固，聋童就能脱离具体形象直接概括
出词语。例如《卡罗尔和她的小猫》一文中，要展示的图片有“黑
白相间、拖鞋、钢琴、篮子、软垫、抽屉、广告”，看图片的同
时打出相应手语；第二次图片展示时，让聋童在课文中找出对应
词语；第三次是在单元课文学习完之后，把本单元重点图片逐一
展示，让聋童在课文中找出相应手语。三次图片展示，侧重点都
不同，针对不同聋童情况提出相应要求，看图片，可以在书上划
出词语；也可以要求聋童在黑板上写出词语。这样的词语巩固教
学，既让聋童牢固掌握了词语，又很好地理解词意。 

六、关注课堂生成中的预设性。 
教师在备课时，了解聋童现有的语言水平，准确预设聋生在

学习课文过程中，可能有哪些地方不懂；在语言的表达过程中经
常会出现的问题是什么，以便有针对性的运用各种途径，突破难
点，帮助他们发展语言的理解和表达能力。 

例《小鹿的玫瑰花》中有一句“这玫瑰你白栽了”，“白栽”
这个词比预期的还难解释。“白”字在字典中有 11 种解释，这里
是“没有效果”的意思，与最初的本意“黑”没有联系，课前如
果没有预设和充足的准备，在课堂中很难达到预期的讲课效果。
越是直白的词语，越容易被忽略，也越难解释得清楚，如果在备
课时没有充分准确地预设，上课的时候就会措手不及。关注课堂
的生成中的预设性，既体现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又能满足学生
的求知欲望。 

七、有效的奖励或批评机制 
适当的奖励和批评会更加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听写成绩我

每次都登记在案，按时公布，真心夸夸孩子们；晚自习读书情况
认真记录，一月汇总一次，给表现好的聋童颁发“最佳读书奖”，
把孩子拿着奖状的照片发送到本班的家长群里，让孩子亲眼见到
自己挣得的荣誉；平日做得好的作业，在作业本上画笑脸；测试
卷要求家长签字写出评语；对于不按时完成作业，不按时背课文
的同学，我会当着同学的面认真记录在本子上，以起督促警示作
用。奖励机制的有效实施，班中爱学习的风气正在悄然形成。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说过，在课堂上，不管采用怎样完
善的教学方法，都不能保证十全十美的教育。聋校语文教学更是
这样。在几年的聋校语文教学中，我在一个完全陌生的领域，努
力探索总结教学方法，并积极付诸于实践，只想不要耽误孩子有
限的学习年华。我相信，不管聋校教学方法多么日渐成熟，总有
许多未知的领域等着我们去挖掘，我愿穷其一生走在这条求知路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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