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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听力障碍儿童交通安全教育问题及对策研究   
——以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为例 

◆朱  蓓 

（广东省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  511800） 

 
摘要：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车祸已成为危害学生人身安全的头
号杀手。本文从对听力障碍学生进行学校交通安全教育的必要性、听力

障碍儿童交通安全问题教育的现状 、听力障碍儿童交通安全问题的对策

三个方面阐述体验式交通安全课对特殊教育学校听力障碍学生的影响，
以清远市特殊教育学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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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远特校学校一墙之隔就是省道，车流量非常大。是孩子每
天上下学的必经之路。部分年满 16 周岁的听障生是没有家长接
送，自行走读的。学校开办 8 年来，每年都会发生一到两起交通
安全事故，轻则轻微刮蹭，重则失去生命。因此，对听力障碍儿
童进行体验式安全教育显得尤为必要。 

一、对听力障碍学生进行学校交通安全教育的必要性 
（一）听觉神经的不足或缺失及视觉神经发育的不足性 
听力障碍儿童是指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听力严重受损或丧失,

以致听不到或听不清声音。不能通过自然声音符号进行交流和沟
通的儿童[1]。同时，听力障碍儿童的视觉神经还没发育完全，他
们的视野只有成人的三分之一左右，看不到眼角边以外的东西，
因而不容易注意到一辆正在逼近的汽车。因此他们既听不到汽车
的鸣笛声，同时视野狭窄，更易发生交通事故。 

（二）生理的好动性 
学龄期的听力障碍儿童总是在活动中，急切想运动的思绪会

让他们忽略安全。放学后是最危险的时段，因为在学校呆了一天，
他们的运动欲望急切地想释放，从而也不顾安全了。比如：在道
路上踢球，边骑车边打闹。 

（三）判断能力的不足性 
听力障碍儿童不是很分得清汽车是处在运动还是静止状态，

对车速和车距的判断也有很大的困难。因为汽车在运动时其状态
改变不是很明显（不象人和动物在移动时身体外形状态有明显的
变化）。这是为什么听力障碍儿童会等待一辆慢速行驶的汽车通
过而对一辆快速驶来的汽车选择继续踏步前进的主要原因。比
如：抢在车辆到来之前快速的跑到道路对面，却过高的判断自己
的跑步速度，导致车祸的发生。 

二、听力障碍儿童交通安全问题教育的现状    
（一）自身因素 
由于学生的生理、心理的缺陷，和健全学生相比，听障学生

的记忆力差，学习能力弱，社会适应力不强，在学习、生活等方
方面面都会面临着更多的困难和障碍。表现在对交通安全中会发
生的潜在危险缺乏判断能力，不认识或认识不清交通标志的含
义。对交通规则也不是很了解。  

（二）家庭因素 
在粤北山区，听障生从小生活在比较封闭和贫困的环境里，

家庭教育观念淡薄或缺失，大部分家长不会手语甚至无法与自己
的孩子交流，家长更多的是依赖学校对孩子进行教育。学生普遍
缺乏交通安全意识，缺乏交通安全自护自救能力，更容易发生交
通安全事故。 

（三）学校因素 
首先，目前学校普遍受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忽视学生的主

体作用，普遍使用传统的“说教式”教学形式，交通安全教育方
式较为封闭，教学内容、方式单一，安全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
不高，学生不感兴趣，参与度不高，校园交通安全课大部分是流
于形式，走个过场，甚至有的学校交通安全班会课直接变成了语
文、数学。 

三、听力障碍儿童交通安全问题的对策 
（一）体验式教学法 
体验式教学法就是为了吸引特殊学生参与到课堂中，提高学

生的学习兴趣与学习热情，提高教育的有效性，以启发式教学法、
头脑风暴法、角色扮演法让学生参与到学习当中，以游戏和模拟，
活动和体验为主，注重让学生通过游戏、实际体验、影片欣赏、
角色扮演等活动，探索寓教于乐的教学组织形式，采用多种形式，
多种途径和方法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交通安全教育，帮助学生
系统掌握交通安全知识和技能，增强交通安全教育的有效性。心
理学研究表明，学习的内容和学生熟悉的生活情境越贴近，学生
自觉接纳知识的程度就越高。创设的问题情境越现实越容易激发
学生的学习兴趣与动机。例如：在教学交通安全自行车篇时，我
会先准备好儿童版的交警制服、斑马线胶带、交通信号灯、自行
车及护具、布置好场景（设置斜坡、弯道）后让其中一名学生扮
演警察，一名学生负责交通信号灯。其他同学依次实操，骑自行
车前先检查车胎是否有气、车刹是否完好，链条是否完整。骑车
时，先戴上护具、调整座椅高度、在自行车道或公园、广场上骑
车，不在机动车道上骑自行车，转弯过弯需做手势、不可拖把，
做危险动作，双手刹车、人行横道下车推行。一名同学在完成上
述过程时，其他同学人手一张评分表，做到其中一项就打钩，没
有做到的打差。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曾指出，凡是需要知道的
事物，都要经过事物本身来教学，即尽可能地把事物本身放在面
前让学生去看看，摸摸，听听，闻闻等等。[2]因此在教学中运用
体验式教学法对加强学生的交通安全意识有现实意义。 

（二）“1+3 渗透模式” 
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在学科教学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渗

透安全教育内容。强化科任教师的安全与人意识，由班主任牵头
制作每一安全主题教育的“安全卡”，让科任老师采用“1+3 渗
透模式”的方式进行强化教育及学科渗透，即在课前对“安全卡”
内容进行 1 分钟的强化教育，在每天下午放学前的最后一节课，
进行 3 分钟的“安全卡”强化训练，持之以恒，使之变为教育常
态。同时，各科教师在学科教学中要挖掘隐性的交通安全教育内
容，与显性的公共安全教育内容一起，与学科教学有机整合，使
安全教育入心入脑，从而提高安全教育的有效性。 

（三）PECS 图片沟通系统法 
通过大量的实验证实：“人类获取信息 83%来自视觉，11%

来自听觉，3.5%来自视觉，1.5%来自触觉，1%来自味觉。”对于
听障学生而言，除听力受损以外，其他所有的认知器官和认知功
能基本健全，大脑认知功能并没有受到损伤。因此，我们必须采
用科学的认知功能代偿训练法，以多感官教学作为最基本的教学
理念加以贯彻执行。[3]注重物质环境和人文环境，结合交通安全
教育主题的内容，关注特殊学生的认知能力和特点，结合听力障
碍学生的“能力本位”理论，采用 PECS 图片沟通系统法，将通
过“班级安全园地”，进行感官强化，注重图片与文字的鲜明应
用，多使用图片指令，令学生从感官上便于接受与理解。使学生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安全意识，促进学生学习掌握必要的安全知识
和生存技能，认识、感悟交通安全的意义和价值。 

四、存在的问题 
“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安全不保，何谈教育”学生的交通

安全工作关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为此，我们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体验式教学，但是我们人为布置的交通情境远没有实际的交通情
况来的复杂、多变。这是我们今后改进教学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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