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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面对一些有智力残缺的孩子们，社会与学校应当尽可能帮助他

们提高生活适应能力，进而使他们健康成长，更好地融入社会。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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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我们的生活周围，不乏存在一些智障学生，由于各种原因

使得他们与其他正常学生有所不同，其中大多是智力有所残缺，
致使他们适应生活的能力不足。社会、学校与家长应该竭尽所能
去帮助这些孩子，使他们快乐成长，提高适应生活的能力，同时
也为社会和家庭减少困惑、减轻负担。如何建立有效互动机制,
提高智障学生生活适应能力，是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当前教师
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一、高效利用信息化教学手段，引导智障学生学会学习 
枯燥乏味的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并不适合智障学生，他们学

习起来会面临更大的困难。利用多媒体手段将枯燥单一的文字转
化为色彩丰富的图片、优美的乐曲或引人入胜的场景等极大程度
地激发智障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各个感官参与大脑的思考
与学习，并且使他们更容易接受与理解，进而掌握所学的知识，
有利于引导他们提升学习与生活的基本技巧。同时，采用多媒体
手段教学能生动地再现生活场景，进而运用情景模式将学生融入
到知识学习中,这极大突破了传统教学模式的弊端，解决了以往
教师与智障学生所面临的教学育学习的困难。高校采用多媒体教
学手段，利用特有的影像、声频功能，将与教学有关的图片、视
频等生动直观地呈现在智障学生的面前，吸引他们的注意力，从
而让他们轻松地掌握所学内容。例如，购物是我们日常生活的重
要内容，利用多媒体为智障学生营造一个虚拟生动的购物场景，
由教师引导学生，一同体验“超市购物”。教师在课前应认真准
备一些图片素材，例如，从进入超市到选购物品再到前台结账完
成购物，这一系列购物程序。教师将这些图片依次向智障学生展
示。这样用生活中人人熟知的情景，唤醒学生相关的生活经历，
使教学充满乐趣，进而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主观能动性，提高
教学效率，学生通过这一学习，增强了购物经验，强化了生活技
能，逐渐提高智障学生的生活适应能力。 

二、加强引导教育，提高智障学生的基本生活技能 
首先，引导学生树立生活自理的意识，让他们认识到增强自

立、自理、自强能力的重要性，进而学习生活的技能。智障学生
只是在智力上有所缺陷，但他们的模仿能力不一定差。教师与他
们每天朝夕相处，因而教师们的言行举止会深刻影响他们。因而，
教师对学生的示范教育很重要。教师在日常的教学中，要注意自
己的一言一行，以身作则，时刻发挥良好的模范带头作用，强化
示范教育，让学生通过模仿教师提升自己的基本生活技能。 

例如，学习关于吃饭的生活技能，首先教师要向学生一一介
绍吃饭用具，包括碗、盘子、筷子、勺子等，让他们认识并了解
他们的具体用途和用法。接下来，教师采用示范教育的方法，亲
自示范各个吃饭用具的用法，并让学生进行模仿，随教师一同做
出相关动作。通过反复练习，进而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生活技能 

如关于吃饭，我们先要让学生认识筷子、碗、勺子、盆、盘
子等，并详细讲解各自的用途。对于筷子、碗、勺子的具体用法，
我采用亲身示范，让学生能够直观地看到如何使用，并让学生走
上讲台，让学生现场进行碗筷的使用，评出做得好的学生，为学
生树立学习的榜样，这样更能强化学生的成就感，同时这对于其
他学生来说也是一种鞭策与激励，可以使其他学生以此为榜样，
进行不断地效仿，进而提高自身生活自理能力。同时要发挥教师
的言传身教作用，不仅在课堂上要亲身示范，在现实生活中也要
做好学生的表率。如教给学生碗筷的正确使用方法，那么教师在
就餐时也要正确运用，这样知行同一，才能让学生更好地掌握。
相反，如果教师在课上所讲与现实生活中所做不一致，就会对学
生产生误导和错误的认识，不知道是要坚持教师所说的还是所做

的，这样非常不利于学生基本生活技能的掌握。因此，我们要以
现实生活中每一个细节来影响学生，带给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作
用，从而使学生能够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卫生习惯，能更好地
进行自我生活。  

三、采用游戏教学，让学生在玩中掌握生活技能  
爱玩是学生的天性，对于智障学生也是如此，他们对游戏同

样情有独钟。将游戏引入教学中这更符合学生的天性，能够为学
生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更能激起他们学习的激情与动力，使学
生带着愉悦的心情、积极的情感、高涨的热情，主动而积极地投
入到学习中来，这对于学生基本生活技能的掌握非常重要。如吃
饭，由于智障学生存在缺陷，他们在家中大多受到家里人的特殊
照顾，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他们吃饭时或是心不在
焉，或是吃的速度慢，有的甚至还不会自己吃饭。为了让他们能
够更好地吃饭，我设计喂饭的游戏，让全体学生一起来既当宝宝，
又当妈妈，既是喂饭的人，同时又是被喂饭的人。并且设立奖项，
表扬那些在游戏中表现得出色的学生。这样的游戏设计在学生中
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主动参与，积极
练习，慢慢地我发现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能自己吃饭了。  

四、因材施教，加强教育教学的针对性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鲜活的生命，他们有着明显区别他人的不

同，智障学生也是如此，他们虽然大脑发育不健全，水平参差不
齐，在生活上表现出明显的不同。在具体的教学中如果忽视学生
的具体情况，采用一刀切的教学方法、教学目标，采用同一个教
学标准，这样的教学势必不会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因此，在教
学中我们首先要深入了解，要对每一个学生的情况全面了解，只
有这样才能加强教学的针对性，才能让教学以学生为中心来灵活
展开，才能真正促进全体学生生活能力的提高。在了解学生的基
础之上，我们不能用同一标准来限制学生的思维，而是尊重学生
间的差异，将学生划分为不同层次，提出不同的标准与教学目标。
如对于生活自理能力较差的学生，标准相对要低些，而对于生活
自理能力较高的学生则要提出相对高一些的要求，这样才能让全
体学生在自身基础上得到大幅度的发展与提高。这样我们的特殊
教育才能真正实现以学生为中心，因材施教，提高全体学生的生
活自理能力，让他们更好地适应社会，适应生活，更好地生活与
生存。  

总之，智障学生是一个特殊的群体，需要我们格外的关心与
爱护，需要我们付出更多的努力与精力，我们要有足够的细心、
耐心、恒心与爱心，要有长期的思想准备，这样才能切实提高智
障学生的生活能力，为学生的生活与生存打下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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