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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浅谈促进低段智障学生同伴交往的方法 
◆段艳婷 

（昆明市五华区新萌学校  云南省昆明市  650000） 

 
摘要：与同伴交往是社会技能中人际关系的内容之一，此项能力的发展

直接影响智障学生社会适应能力的提高。在低段的智障教育教学中，教

师需采用目标导向的方式，将学科目标与同伴交往的目标进行整合后，

设计符合学生兴趣和能力的教学内容，采用有趣或新颖的教学方法来为

学生间的互动“搭桥”。同时，教师还需充分运用课间时间，采用学生搭

档的方式，帮助学生养成良好习惯的同时营造互助的班级氛围。灵活组

织学生开展课间活动，教师通过身体力行的引领让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怎

样与同学愉快地度过课间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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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段智障学生同伴交往存在的问题 
对于低段智障学生来说，与同学的交往属于社会技能领域中

的人际关系部分，由于智障学生的发育迟缓或发育障碍，致使此
项能力的发展并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自然而然和畅通，甚至还会
存在较大的障碍。然而，智障学生的交往能力不仅会影响其认知
的发展，还会影响其社会适应能力的发展。同时，由于目前大多
数智障学生均没有接受过学前教育，因此，对于新入校的学生来
说，与同学相处的经验基本为零，致使新入校的学生往往会在与
同学交往上出现各种问题。 

在培智学校中，常常可以看到低段智障学生在课堂上很少会
关注同学的学习或表现，合作学习无法 展，集体学习和团体活
动的效果不佳；在课间，学生有的总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自得
其乐，有的总是在角落里不与同学进行交流，有的以“攻击”的
方式试图与同学交往……对此，新入校学生、重度智障和自闭症
的学生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总是回避或漠视别人的目光与问
候，或是表现得无规则意识，或是表现得孤立无助，或是表现得
胆小、畏缩，或是表现得情绪不稳定……随着随班就读工作地不
断落实，进入到培智学校的学生基本均为中重度智障学生，与同
学交往的障碍便更加显著。而对于低段智障学生来说，能与同学
正确的交往不仅是其社会技能的需要，也是其心理的需要，同时
也是其进入中高段学习的基础。因为它关系到智障对学校学习生
活和班集体的适应、心理发展需求的满足，为青春期教育打基础。 

二、促进低段智障学生同伴交往的方法尝试 
（一）从新入校的学生做起，为每个学生设计个别化教育方

案。 
个别化教育方案的制定有利于教师较为全面地了解学生发

展的现状、问题存在的关键和突破口、学生发展的方向和目标，
只有在充分分析学情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符合学生需要的教学
目标，选择适合学生的学习内容，找到学生喜欢的教学方法和手
段来对学生进行系列的教育教学活动。 

对于低段智障学生“与同伴交往”这一能力，教师首先需将
此项能力按正常儿童的发展顺序分为以下几个维度（一级目标）：
①能适当与人打招呼；②能参与团体活动；③能介绍自己或别人；
④能尊重别人；⑤能寻求帮助或帮助别人。之后，在各个维度中
又梳理、分解出的具有递进关系的二级目标，然后根据学生的实
际能力找到与 近发展区相对应的二级目标。 

根据确定出的二级目标，教师便可制定出与学生相匹配的个
别化教育方案。 在执行方案的过程中，教师需综合自身、学生、
课时、学科特点、家庭配合度等多方面因素将二级目标再次分解
后落实到实际的教育教学之中，作为课时目标来逐一达成。 

此外，“与同伴交往”这一能力的发展是可以放置任何一个
学科教学或学校教育过程中来进行 展的，这既是个别化教育的
理念，也是这一能力发展的关键。 

（二）在课堂中创设机会，促进低段智障学生间的互动。 
在课堂教学中，教师通过整合“与同伴交往”的目标和学科

目标，设计符合目标需求和学生能力的教学内容，采用有趣或新

颖的教学方法来为学生间的互动“搭桥”。 
例如： 在运动课中，某一课时的学科目标之一为“能自己

由站姿蹲下”，“与同伴交往”的目标为 “能与同伴互动”（二级
目标）中的“能与同伴手拉手进行活动”（三级目标）。在设计这
节课时，针对以上目标，教师可以安排一个环节来达成上述两个
目标——创设舞会的情景，以感染力较强的音乐为背景，运用角
色扮演的方式，首先将自己置身于舞会情境当中，通过自身投入
的演出来激发学生主动参与到活动当中。当学生进入舞会情境
后，再通过语言加行动示范来引导学生在“与同伴手拉手随音乐
而移动”和“放 手独立蹲下与站起”之间循环反复。在此期间，
教师可以逐渐减少语言的引导，而是通过卖力的表演来让学生参
与到两个目标内容的练习过程当中。 

（三）有效利用课间营造氛围，引导学生互帮互助、团结友
爱。 

课间是指两节课之间的间隔时间，是学校为学生安排的休息
时间，也是供学生休闲、娱乐的时间。但对于低段智障学生来说，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并不知道应该怎样利用课间时间，致使到了再
次上课时出现学生想上厕所、喝水坐不住等情况的发生。因此，
教师需帮助低段智障学生学习怎样运用课间休息时间，特别是一
年级新入校的学生，帮助他们适应学校作息时间，养成良好的行
为习惯，同时借助课间将课堂学习的内容进行延伸，促进学生间
的互动，营造良好地班级氛围。 

在课间，除了引导学生解决个人需求之外，教师还需将课间
时间组织起来，但这有别于课堂教学的计划性和规范性。教师可
以结合班级学生个别化教育方案，制定出本班级的学期培养目
标，其中也包括了人际交往部分，但对于每个课间内容的选择，
需视每个课间学生的情况以及前后两节课的学科性质来灵活选
择进行。例如：前一节是运动课，学生已经很累或是便显出较为
兴奋的状态，教师便可引导、组织学生 展相对静态的活动，能
起到互动作用的手部游戏，如“石头剪刀布”等。这不仅可以增
加学生间的互动，教会学生课间玩耍的方式，还可以帮助学生舒
缓课上兴奋的情绪。此外，教师也可以将课堂教学中涉及与同伴
互动的游戏放在课间再次 展，还可以引导孩子回家与家人一同
玩耍。随着学生对课间活动的内容日趋熟悉时，教师可以逐步转
化自己的角色——由主导者、组织者转化为服务者、参与者。 

三、结果与小结 
通过一个多学期对一、二两个年级智障学生的尝试，在班主

任和科任教师的共同努力下，大多数学生间已然初步形成了互
助、友好、礼貌的与同学相处的模式，但个别自闭症学生和智障
程度较重、行为问题较多的学生在与同学交往方面虽有所改善，
但仍处于较为被动的互动模式，还有待进一步加强辅助和尝试。 

在智障教育中，教师要善于将比较高远宏大的目标进行分
解、细化，再分解、再细化， 终与智障学生的实际相结合，并
落实到具体地教育目标当中。教师在教育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是
一成不变的，应视学生的发展和需要来进行调整和转变，其原则
是将对学生的辅助减至 少，尽可能地让学生独立。这就需要教
师对学情要有准确的把握，对目标的设定需符合学生的 近发展
区，对内容和方法的设计需量身打造、别出心裁。同时，还需要
班主任和全体科任教师统一方向和目标，经过长期不懈地努力和
付出，才有可能略有成效。在此期间，还需对教育的过程进行实
时的监控，对偏离方向的措施进行及时的修正，对不足之处进行
及时的完善，对有效的方法进行推广，将彼此的经验和感悟进行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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