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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写作兴趣　注重因材施教

——聋童写作能力培养研究
李　巧

四川省中江县特殊教育学校　四川　中江　618100

摘　要：聋生的听力障碍来自不同因素的影响，但是总体而言，会影响聋生语言发展快慢，聋生在成长过程中，尤其是在童

龄时代，不能清晰地感受语音和语音时间顺序的刺激，从而影响了他们语言感觉能力和语言顺序的领悟能力及写作。词语运

用不当、句子成分残缺、句子结构混乱是聋生作文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还有就是表达层次、顺序存在问题，不知道先说什么

后说什么，结构含糊不清。例如，学生在写“我洗手”这样一句简单的话时，很可能会写成“我手洗”、“手洗我”等。究基

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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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聋生的写作特点

（1）缺乏兴趣，写作困难
都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但聋生由于缺乏了语言这一重

要的思维工具，在写作时常出错，难以获得成功的喜悦，导
制对作文课缺乏兴趣。

（2）阅读量少，字、词量储备不足
很多聋生没有阅读课外书的习惯，阅读范围仅局限于学

校发的语文、生活、品德等有限的书籍，加之几乎都没有学
前教育经历，字、词量储备严重不足，心中无货。

（3）生活圈子狭小，社会活动有限。与外界环境接触少，
缺乏写作素材，“肚里无货”。例如，如果让学生写“公园的
早晨”、“参观 ×× 纪念馆”、“春游小记”之类的作文，由于
学生没有实际活动经历，写作时就言之无物，内容空洞。

二、现行聋校语文教材存在的不足

（1）脱离生活，难有真言
聋生作文中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真情实感，缺乏创新。

聋校作文教学长期以来，重形式，轻内容，脱离生活，脱离
学生思想实际。教师常以相同的题目，相同的方式要求每个
学生；每一个学生又以相同的方式写作相同的内容；教师又
以相同的评分标准进行统一的评价。再者，作文的题目与学
生的生活相去甚远，作文主题表现出清淡平庸的庸俗化趋向，
无病呻吟，脱离思想实际，说大话，说空话，成了聋生作文
中最常见的毛病。
   （2）学用脱节，应用不够

由于失去了口语这一重要的交流工具，在日常学习和生
活中，聋生只有靠手语和书面语言交流。但手语并不是社会
的主流语言，手语的使用具有很大的的专业性和局限性。聋
生一旦走入社会，几乎全靠书面语言交流。而现行聋校语文
教材在学生词句训练不足，对“证明”、“申请”、“应聘登记
表”、“问卷调查表”等常用应用文和表格未曾涉及，导制学
生毕业后连一份简单的“应聘登记表”都无法填写。

那么，怎样才能提高聋童的写作能力呢？我个人觉得，
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做。

1. 激发阅读兴趣，培养阅读习惯 
通过阅读理解，感知语言；佳句摘抄，积累语言；熟读

背诵，内化语言等环节，在语文课堂上，指导聋生阅读，激
发聋生阅读兴趣，培养低中年级聋生良好的阅读习惯，学会
做读书笔记。 　

2. 激发写作兴趣，提升写作能力

首先，养成学生写日记的良好习惯，让学生从写句开始，
持之以恒，并适时鼓励学生，保护聋生对写作的兴趣。其次，
加强观察训练，提高聋生观察事物的能力。人的认识来源于
生活，生活是取之不尽的写作源泉。为了丰富聋生的生活内
容，开拓聋生的写作视野，可以开展了多种多样的课内外活
动：在班内举行手语故事会，组织学生参加各种文体活动；
到校外观察景物等。这样进行扎实的观察训练，学生就逐渐
懂得了观察的顺序、重点、方法，使他们在写作时做到言之
有物，言之有序。

3. 因材施教，体现个别差异
长期以来，因为“聋童写作能力差，所以更差”的局面

一直没有得到改善。一些聋校教师认为要让聋生写出好的作
文简直是不可能的事，从而忽视了对聋童写作能力的培养。
通过专业知识的再学习，我们知道了全纳课程首先是一种

“共同课程”，即供所有儿童共同学习的课程。从这一点说，
我们不能放弃对聋童的作文教学。

但是，由于学生在听力损失程度、思维能力、理解接受
能力等方面差异的客观存在，我们在具体的教学中也不可能
对每个学生提出同样的要求。这也是全纳教育中所说的课程
的“分层”，从教学目标、内容、以及教学评价上对学生不能
一概而论，而必须因材施教，体现个别差异。

首先，在作文的命题上，不宜过死，要让学生有选择地
余地。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生活经验选择适合自己的
作文题目，以提高学生的写作兴趣。

其次，具体到每一篇作文，也不能对所有学生一概而论，
有的学生做到语句通顺，感情真挚，内容具体。而有的学生
却只能做到寥寥数语，缺乏实质内容。出现这种情况也很正
常，这时，教师要更加尊重学生的个别差异，绝不能因为一
两次作文完成不好而放弃了对学生的教育。

三、结语
培养聋生具有口语、书面语能力是社会文明发展的需要，

也是聋生自身身心健康发展的需要。加强对聋生的语言能力
的培养，对于聋生以后的生涯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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