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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听障学生个体差异与作文教学 
◆吴传良  钟秋萍 

（福建省南平市盲聋哑学校  353100） 

 
摘要：听障学生个体之间因为各种原因都存在着种种不同和差异或差距，

我们要正视这些差异，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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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听障学校教语文教师，如何让这些有听力障碍的
学生学好作文，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而作文的本领又是这些听障
学生在生活中必须把握的一种技能。现实中，不要说听障学生写
作文难，就是正常孩子一提起写作文，很多孩子都头疼，不愿写
甚至怕写，更不用说有语言障碍的聋生了。我在多年的教学中，
逐渐摸索出一种作文的方法，在作文差异教学的区别辅导和分层
批改作了一些尝试。 

就我们正常学生来说，个体之间因为各种原因都存在着种种
不同和差异或差距，这种差异在聋生中就更明显了。因为有的还
有些残余听力，还会说一些断断续续的话，相对其它聋生来说，
他们的作文基础就好了很多。有的聋生从来就没有接触过语言世
界，说写一句话对他们来说就有一定的难度，更不用说写出一篇
作文来了，这就需要我们来区别对待了。 

一、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的差异或差距可以表现在好多方
面： 

其一，年龄的差异。聋学入学时的年龄参差不一，有的 6、
7 岁，有的 10 几岁。一般来说，年龄较大的聋生作文能力会比
年龄较小的孩子有优势。  

其二，语言能力的差异。有的聋生入学前已经经过一段时间
的语言训练，具有说一些词和短句的能力；有的聋生是后天才耳
聋的，未聋前已经学习了语言，具有一定的语言能力；而有的听
障学生则一点儿语言基础也没有。因为作文是口语书面化的表
达，相对于一般聋生来说，有一定语言能力基础的孩子，他们的
作文相对要好。我们的五根手指都有不同长短，这些呼障学生作
文能力也是有着不同的，不可能处在同一水平。 

其三，个性的差异。听障学生写作文的能力与和他的的个性
有密切的关边。个性不一样的孩子，他的写作方法、写作习惯和
文章的风格可能会存在着许多不同。    

其四，听障学生对作文感不感兴趣，这也存在着的差异。有
的听障学生有着残余听力，语言基础可能比较好，作文对他来说
不会很难，对作文的兴趣就大些；而有的听障学生因为自己语文
基础不够强，则有可能对作文存在畏惧心理。   

二、认清这些差异，采用不同的方法对他们进行教学。 
1、针对听障学生学生个体的不同，有区别地进行作文辅导。 
既然这些听障学生的作文水平不同，那么我们在进行作文教

学的时候，就应该做到有区别。在我教听障学生《我的老师》这
一篇习作时，我就认真分析了本班学生的特点，根据本班的 10
几个听障学生的不同情况，或让学生采用模仿法、或让他们采用
创新法来进行习作练习。我要求作文能力有待提高的听障学生用
可模仿法，从学过的课文中，找出适用的词、句，甚至是整段内
容，进过适当的修改，搬用到自己的习作中来用。这篇作文要求
写老师帮助、教育自己的一两件事，我先让学生回忆模仿《师恩
难忘》、《我的班主任》等文中叙述老师事例的段落。当我们面对
习作能力较好的听障学生时，我们就可以采用创新法，训练学生
在模仿的基础上进行提高，有所创新，在作文中加入自己的东西，
不再单纯地模仿课文。为了让这些听障学生的习作在选材、立意
上都有创新和突破，我在作文教学中还运用多种方法训练学生的
发散思维。如果一篇作文是写老师，在以往，这些听障学生自然
而然会地用这些老材料：老师带病上课、老师关心生病的学生、
老师批改作业到深夜……我们特殊教育学校都是寄宿生，听障学
生在学校里享受到了老师从生活到学习全方面的关怀。写这篇习
作时，我们就可以要求听障学生不用这些老材料，而去写身边的
老师，写真人真事。这时我积极引导学生在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找
出那些同样能表现老师爱护、关心学生的材料，这样就做到了创

新，这样学生就有自己独特的生活体验，选材自然就新颖了。 
2、承认差距，运用不同的方法批改听障学生的作文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每个人都耳熟能详。听障学生一般

都比较怕写作文，对作提不起文兴趣。我们就要用各种可能的办
法让他们对作文产生兴趣。然而他们对作文的兴趣不是一朝一夕
就能形成的，而是学校在长期的学习生活中，在学习写作过程中
慢慢地培养起来的。有时如果一篇自己写了好久的作文，交上去
得不到老师的鼓励，甚至嘲笑，那么他对作文兴趣就很难产生。
因此，在作文教学中，我注重培养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每练
一次都及时找出学生作文的闪光点，让学生每一次都有一种成功
感，每练一次都有一点收获。作文评改要采用不同的评改方法，
可以和自己以前的作文相比较来评改，也可以和全班其它学生的
相作文比较来找优点找不足。如果和自己以前的作文相比，语句
的通顺度和作文的长度等等有了进步，我们就在及时作出正面评
价。对于作文能力较强的学生，可鼓励他们和本班其它写得较好
的听障学生相比，鼓励竞争。 如我在教听障学生看图作文后，
在评改他们的作文时，先分析他们是否认真看图、是否认真分析
了图上的内容，是否理解了图意，是否展开了合理想象。这样评
改，不仅能使学生学会怎样“审题”、看图，依题而写，还能使
学生学会如何打破常规大胆想象，运用语句，使文章写得更好。
至于那些作文能力有待提高的听障学生，我们多鼓励，多进行面
批，本次作文中的进步再小，也进行表扬。我班的一个同学在一
次作文中，并未达到要求，但文章流露了真情实感，我在全班作
了介绍，对他的鼓励不小，以后的作文他大有进步，他的转变从
这里开始了。 

3、正确面对听障学生作文能力的不同，以强带弱。 
作文能力较强的听障学生，老师布置的作文一般都能比较顺

利地以较快速度完成了。在这些学生自己的作文都完成以后，可
以让这些听障学生教班上一些作文完成有困难的同学。这样，不
仅体现了同学之间的团结友爱，而且他们在教的过程中，自己也
能重新温习一下相关的知识了。实际操作中，可将全班学生分成
若干组，每四人为一组，必须按学生作文水平高低搭配，旨在以
好带差。好在学生一边教一边巩固自己所学的知识，较差的学生
在同龄人帮助下，无拘束地学习，作文能力也能慢慢地提高了。 

在我们特殊教育学校中，因为总总原因，听障学生的入学年
龄并不那么一致，有时相差还很大，再加上遗传、学前生活环境
的影响，他们个体之间必不可免地存在着各种差异。我们只要正
视这些差异，采用适当的教学方法，就能使一堂作文课下来，较
有成效地完成本次作文教学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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