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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学生——随班就读智力障碍儿童的教育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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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  辽宁沈阳  110034） 

 
摘要：随班就读政策进一步落实后越来越多的特殊儿童在普通中小学生
活、学习。智力障碍儿童就是其中典型的一种。智力障碍儿童主要有感
知、记忆、语言和思维方面的障碍，使得他们不容易适应正常的学校生
活。本文对智力障碍儿童 W 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通过 W 班主任对学
生的教育与管理方法总结出相应的策略，即通过指令性语言、善用冷处
理、从学生视角分析原因、发挥集体力量、掌握行为矫正方法、做好日
常管理工作等方面为特殊学生随班就读做好辅导工作，提供好的发展条
件，同时为班主任解决班级中的特殊教育与管理问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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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正文 
一、掌控局面，及时制止冲动行为 
一次课间操时间，学生 W 和学生 C 在教室发生打架事件。

学生 W 脸颊被笔尖划伤，导致出血，情况较严重。 
这里先对学生 C 做一个简单的情况说明，学生 C 是班级中

的另一个特殊学生，属于情绪行为障碍类学生，自我中心意识强，
当情绪失控时会出现哭闹、大喊大叫的行为。学生 W 和 C 都是
班级中较为特别的孩子，班主任老师无论是在座位上还是站队位
置上都做了细致的安排，避免两个孩子的频繁接触。由于两人当
天课间操都请假，在班级学生去操场做操期间，学生 W 通过写
有“你是个自行车”的纸条想吸引学生 C 的注意，但平时受不得
一点委屈的 C 在收到第三次写有同样内容的纸条后，情绪爆发，
冲到学生 W 的座位用暴力的行为发泄心中愤怒，学生 W 没有进
行反抗，教室其他学生及时将 C 拉开。待班主任回到班级后班级
其他同学开始反映情况，学生 W 又一次将写有内容的纸条送到
学生 C 的桌上，学生 C 不顾班主任及其他学生的阻拦，抓起铅
笔向学生 W 扔去，导致 W 脸颊划伤出血，班主任老师安抚学生
C 的情绪，帮助 W 清理伤口，通知了两人的家长到校协商学生
冲突。 

问题分析 
一、诊断 
W 属于轻度智力障碍儿童，感知觉速度慢，记忆能力差，思

维水平低，对学习积极性不高，导致学习成绩差。在生活能力、
适应能力上发展水平低，心理过程的活动异常，导致其不能像正
常的儿童一样认识外界事物、认识自我，使得其很难适应班级生
活，出现一些干扰别人、情绪不稳定、破坏等行为，容易被班级
其他学生排斥、疏远。 

二、关注与被尊重的需要 
从学生 W 的案例中进行分析，很多的奇怪行为都包含着希

望被关注的需要，渴望与其他学生一起玩耍，但又不知如何与人
相处，因此做出的吸引注意力的行为大部分不能被理解，班主任
老师虽会对其特殊关心，但班级中另外一部分学生的教学管理工
作还是会分散很大一部分的注意力。 

三、特殊教育资源的需要 
特殊儿童随班就读打破了“特别对待”的标签，实现了一定

的教育公平，但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普通中小学并不具备特殊
儿童的教育资源，有特殊学生随班的班主任教师缺乏相关的专业
培训，只能在经验中进行摸索，会给特殊儿童的教育与管理带来
很大阻碍。 

指导对策 
一、给予及时的指令性语言 
针对 W 这种智力障碍且没有判断能力的学生，遇到问题的

第一时间内要给予他明确的行为对错指令，对正确的行为要及时
表扬、鼓励，错误的行为及时表达不可以并制止，随后尝试用不
同的理由进行说服。有时这种指令性语言可能会重复多次，但每
一次的行为都必须进行评价，即使影响的效果小，也不能跳过这
一步。 

二、善用“冷处理” 
W 并没有攻击性的行为，但他部分奇怪的行为可能会引起班

级中其他有攻击行为倾向学生的反应。当发生像案例一中打架等

严重的冲突事件时，要做到冷静处理，第一时间将双方隔离，将
具有攻击行为的学生放置在自己身边，不予训斥，也不说出任何
带有情绪性的语言，让冲突双方及班级其他孩子坐“冷板凳”，
再清理好伤口后，询问不同学生事情发生的具体细节，分析成因。 

三、从学生视角分析原因 
对于日常中的小事情，例如 W 课间不断拿雪进教室，把扫

把、拖把扔进厕所等行为，同样第一时间给出指令性“这样做不
可以”的语言，其次要学会从不用的角度分析原因、阻止行为。
在处理 W 拿雪进教室的行为中，班主任首先用雪化成水容易摔
倒来说服 W，第二次用雪偷偷放进课桌会打湿衣服、书本来引导，
连续失败后班主任意识到 W 对雪是单纯的喜欢，因此抽出时间
带着 W 到操场玩雪结束了他的行为。 

掌握多种行为矫正的方法 
行为矫正也称为行为治疗，通过行为矫正减少、消除不良行

为，帮助学生适应班级、社会生活。对像 W 情况的学生，一般
可以采取以下的几个方法： 

（一）事先提醒 
W 随班级一起学习生活了几年，通过日常的训练，形成了一

定的规则意识，但仍需进行强化，因此班主任在像饭前洗手、站
队不讲话、或是 W 平时容易犯的错误都应进行事先提醒，以减
少问题发生的频率。 

（二）正强化 
当学生某一种奇怪行为不出现，即行为正常时应立即进行表

扬、奖励。比如学生 W 在自习课时用衣服掉件撞击课桌金属发
出声音来吸引教师注意力，班主任纠正行为后，整节课都没有再
发出声音，班主任在下课后给了 W 一颗他平时喜欢吃的糖果进
行奖励。在一些小行为上，可利用一定的强化物进行行为的矫正，
例如糖果、零食；学生喜欢的玩具、小红旗；语言或是身体上的
激励如微笑、点头等。 

（三）厌恶疗法 
当学生出现不良行为时，要立即给出厌恶的刺激，阻止行为

直至消退。学生 W 由于没有判断能力有时会出现一些可能会伤
害到自己的行为，例如玩手工小刀、上下楼梯蹦蹦跳跳、咬铅笔
顶端的橡皮擦等。这些较危险的行为教师必须使用强制的手段，
例如在学生玩手工小刀时给他眼神、语言上的警示，没收小刀来
让他体会到事情的严重性；W 在平时生活中讨厌吃辣椒，班主任
与家长一起在铅笔橡皮擦的地方涂抹辣椒油，每次 W 咬铅笔时
都会有不适反应，半个月后停止了行为。 

结语 
通过对 W 的案例及班主任老师的教育管理方法进行分析，

总结出了一部分可供参考的策略。但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对实际的
教学资源要求高，班主任老师缺乏相应的职业培训，只能在经验
中进行摸索，特殊孩子的教育管理仍是一个有待完善的问题。但
另一方面，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又具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它是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的体现。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增加
了他们与正常儿童接触的机会，使他们可以和同龄孩子一起学
习、生活，对帮助他们和正常学生一体化，实现教育的融合有特
别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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