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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在培智学校生活数学教学中提高智障学生 

学习效果的有效策略 
◆李  爽 

（天津市南开区育智学校  300113） 

 
摘要：在培智学校中多为中、重度智障学生以及自闭症学生为主要教育

对象，他们的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差、认知水平低，数学知识的学习对于

他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因此，教师需要采取有效的方法来提高

智障学生的数学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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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最简单、最基础的数学知识，对于智障学生来说掌握
起来都非常困难，久而久之严重挫伤了师生教与学的积极性。因
此，要把这些智障学生数学学习真正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就必
须从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使智障学生的学习能力在数学学习的过
程中逐步提高。 

一、有趣的课堂教学，激发智障学生数学兴趣 
课堂教学不仅要重视教与学，同时也应注重师生情感交流，

在课堂上，如果一味单纯的说教，会让智障学生产生烦躁的情绪，
他们的注意力不能有效的集中到课堂的学习中。特别是对于智障
学来说，数学知识较为抽象和枯燥，往往缺乏学习兴趣。教师要
创设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方式，激发和维持智障学生的学习兴
趣。因此，在教学中巧妙的引入有趣的教学方式可以帮助智障学
生理解抽象的数学概念，当智障学生将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在数学
课上加以解决时，会激发他们学习数学知识的热情。 

（一）游戏吸引法 
在教学中，利用智障学生好动和好奇的心理，把他们喜欢的

游戏引入到课堂教学中，以此来激发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兴
趣。例如：在教授低段年级 10 以内加法时，教师给学生观看带
来的玩具彩球，两手分别拿数量不同的彩球，让智障学生猜一猜
教师手里一共有多少颗彩球。学生一听猜迷，感觉非常有趣，纷
纷主动喊着、跳着猜。教师利用学生的好奇心，神秘的将手打开，
他们非常兴奋的数出了彩球的个数 8 颗，这时教师接着问：“你
们是怎么知道的?”学生说：“你左手有 5 颗，右手有 3 颗，合起
来一共就有 8 颗。”在整个的学习过程中，教师首先将学生感兴
趣的猜谜游戏引入课堂，再利用玩具本身对他们有强烈的吸引作
用，从而使他们产生浓厚的兴趣，在注意力集中的情况下进一步
利用神秘的情境，让智障学生自己一步步思考获得数学知识。再
如，在教授中年级认识简单的圆形、三角形和正方形时，教师使
用大型积木，和学生玩动物搬家的游戏，每位学生扮做一个自己
喜欢的小动物，教师分配给每一位同学不同的搬运工作，每人要
将所搬运不同形状的积木搭成自己喜欢的房子，在比赛过程中比
一比谁搬得又多又快。他们在游戏中既学习了形状知识又体验到
学习数学的乐趣。 

（二）创设生活情境法 
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采用生活化的教学方法，创设实际操作的

情景，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例如在教学人民币的认识中，
教师先进行 10 元面值纸币以及简单纸币兑换的基础知识，然后
将所学知识进一步深入到实际生活中，师生之间可以进行交互式
问答。可以问学生 10 元可钱以购买哪些自己喜欢的物品；假如
给你 10 元人民币，你打算购买什么?在这基础上，教师出示各种
整数形式的实物标价牌，让学生用纸币进行随堂实物购买，模拟
购物的过程。目的是使抽象的数字概念具体化、形象化，这样不
仅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而且锻炼他们的操作能力。在教授上下
左右这一内容时，教师为让智障学生体验上下左右的概念，创设
一个与学生生活体验紧密相关的情境，利用交通信号灯的排列让
智障学生通过信号灯竖排、横排不同的排列方式体验上下和左
右，将生活中的体验与课堂知识相结合，充分体现了数学在生活
中应用价值。 

（三）生活实践法 

除了从智障学生学习兴趣入手以外，引导智障学生将课堂中
所学到的知识在生活中加以运用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智障学生
的的生活经验极其匮乏，教师应因地制宜丰富学生的生活知识，
以便把学生很少的生活积累和数学知识结合起来，把书本中的内
容直接变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真实生活情境。如在讲授人民币的
认识时，除了以课堂教学这一方式教学外，还可让学生练习模拟
购物，带领学生到现场去购物，让他们会看货架上的标价、会拿
真实的人民币购物，在实践中感受数学知识，体会生活处处有数
学，数学无处不在。把课上模拟演示的情景在超市中充分实现，
提高他们的实践能力。这样将课上内容与课外内容有效的融合在
一起，不仅能锻炼智障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还能很好的引导他
们对知识学习的兴趣。在超市购物的同时，让智障学生对人民币
有一种感性认识，在实际购物中还能够积极的处理各种实际问
题，这样不仅能加深对人民币知识的理解，同时还能学会灵活处
理生活中所要面临的一些实际问题，让智障学生在课堂中学习，
在生活中应用。 

二、巧妙的课堂练习，让智障学生体验生活化的数学 
对于智障学生一般化的教学练习对他们学习知识的巩固并

不十分明显，他们需要教师为他们制定更有针对性、特定性的练
习。这种有针对性、特定性的练习既能使智障学生巩固已学的知
识，又能发展智障学生能力。智障学生由于大脑发育水平和智力
结构的差异他们获得知识的速度慢，需强化，又由于智障学生意
志力差，缺乏自我强化练习的毅力。为此，突破这种情形的方法
并不是像普通学校那样，只要通过重复练习就能达到学习效果，
而是针对智障孩子的特点从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角度、不同场景
设计练习内容。例如在教学图形的认识时，教师给智障学生提供
多样化的图形，以丰富他们的视觉经验，让智障学生通过分类、
配对等活动辨识图形。还可找一找身边的形状，并将与教学内容
相近的图形指出来。随后利用视频，将生活中的各种物体的形状
加以演示。当学生看到所学习的知识可以用生活的方式加以展示
时兴奋不已。最后，教师通过家庭作业让学生和父母一起找图形，
这样不仅将课堂知识与生活紧密联系同时提升了智障学生的语
言交流和沟通的能力。另外，改变练习的方式也能增加知识的趣
味性。例如，在教学认识“＜”、“＞”时，教师利用学生易懂、
上口的顺口溜将大于、小于符号进行区分。朗朗上口、合辙押韵
的语句大大降低了学习的难度，学生学起来有兴趣，记起来快捷，
通过简单易懂的语言让学生反复练习，加以巩固，从而让智障学
生体验不同的练习方式所带来的不一样的数学乐趣。 

三、直观的多媒体教学，促进课堂教学最优化 
儿童的思维过程是以形象思维为主逐渐过渡的阶段，而智障

学生抽象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与感性经验相联系。针对智障
学生的思维特点，作为教师要在课堂教学中充分利用多媒体直观
性，给学生以强烈的视觉刺激和听觉刺激，使课堂内容更能体现
形象、逼真，从而变呆板为生动，以促进课堂教学的优化。多媒
体教学可将抽象化的教学语言通过动画形式呈现给智障学生，摆
脱了传统教学的生硬呆板，也绕开了智障学生刻板的思维结构，
调动了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增加了师生交流互动，激发了学习兴
趣，拓展了新的教学模式。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应尽可能地把数学知识与学生的实际生
活和经验相联系，让学生在多样的教学方式和教学策略中享受数
学学习的乐趣，提高学生利用数学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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