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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图形配对的中度智力障碍儿童汉字识字策略研究
杨　靖

苏州工业园区仁爱学校　215000

摘　要：《培智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2016）指出，低年级段的学生主要以认识生活中常见的字为目标，如超市名、车
站名、街道名等，为他们具备适应生活的能力打下基础。以能力为本位，以游戏创设情境，基于图形配对能力的汉字自制教

具使用为中度智力障碍儿童汉字学习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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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智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2016）指出，生活
语文课程应使培智学校学生初步学会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进行

沟通交流，具有基本的适应生活的听、说、读、写能力，低

年级段的学生主要以认识生活中常见的字为目标，如超市名、

车站名、街道名等，为他们具备适应生活的能力打下基础
［1］，因此识字教学对于智障儿童来说非常重要。

一、个案的基本情况

小金，男，11 岁，中度智力障碍（IQ45）伴有情绪障碍，
口语以 3-4 个字词为限，能够命名自己熟悉的食物、物品的
图片，能够进行相同图片的配对和图形配对，具备接受汉字

教学的基础，可以进行汉字学习。

但同时该生注意力容易转移，注意时间短，对汉字识别

兴趣较低，采用传统的方式教学产生不了效果；在记忆力上，

该生动作记忆优于形象记忆，抽象词汇的逻辑记忆更差，通

常用机械识记的方法来记忆学习材料，无法对字形字义进行

准备匹配，入学四年来，该生在汉字认读上始终没有突破，

不能认读常见的汉字和词语。

二、教具设计及使用

（一）设计思路

1. 能力为本，扬长教育
扬长教育作为一种先进的教育理念，更加符合特殊儿童

的教育需要，特殊儿童自身的发展的不均衡性决定他们不可

能各种能力齐头并进，利用学生现有的能力基础和兴趣爱好，

就找到了学生发展的起点。中国的汉字作为一种图形符号，

其学习需要一定的能力基础，例如能够识别图形、符号等，

在此能力基础上实施汉字教学才有可能取得效果。

该生能够识别图形、进行图形配对，能够辨别简单的指

示符号，具备识别汉字的基础，同时该生喜欢做动手操作类

的任务，能够完成图形配对的任务，基于此设计了本教具。

2. 巧设游戏，快乐学习
玩游戏是儿童的天性，特殊儿童也不例外，设计合适的

教育游戏，不仅能够提高智力障碍儿童的注意时间，也能够

提高识字的效率，减少识字教学的枯燥感［2］。本教具设计使

用图形配对为基础游戏，同时编写了白板游戏帮助学生在游

戏中巩固练习，意在让识字也变得有趣。

（二）基于图形配对的教具设计

1. 材料和设计
材料：A4 纸、塑封纸、剪刀
设计：教具分为三个部分，分别在不同的阶段使用。

（1）初级阶段：在 word 中设计上图下文的词语，约

10cm×14cm，打印后塑封。

图 1

（2）中级阶段：在 word 上设计上文下图的词语，约

10cm×14cm，使用插入图形工具插入折线，将图分成不规则
的两部分，打印后塑封裁剪，见图 2。

图 2

（3）提升阶段：将图片去除，仅留汉字部分，约

6cm×9cm，使用插入图形工具插入工具，将文字分为不规则
的两半，打印后塑封裁剪，见图 3。

图 3

2. 使用方法
初级阶段的教具使用利用学生识别图片的能力为基础，

将汉字词语浸入进行多次认读，一般可以几张图片同时认读，

由于学生熟悉的图片识别命名具有一定的基础，学生能够在

初级阶段获得成就感。

中级阶段的教具使用上，利用学生图形配对的能力，将

带图片的词语分成不规则的两部分，学生通过寻找另一半组

成完整的图片来加强汉字的记忆。图形配对的游戏加入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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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识字的枯燥感，同时，相比单纯地找生字游戏又简单一

些，学生在配对完成后再领学生朗读一遍词汇，增加记忆。

提升阶段是本教具设计的最终目的，即帮助中重度智力

障碍儿童完成词语识记。本阶段教具的使用方法和第二阶段

相同，教师将上一阶段认识的词语分成不规则的两个部分，

请学生找到另一部分将图形补充完整，组成完整的词语，本

阶段以第二阶段为基础，帮助学生去除图片提示，彻底记住

该词语［3］。

3. 拓展游戏
在教育信息化的今天，游戏教学使用越来越方便，白板

教学、体感游戏、平板电脑等技术在特殊教育中的应用越来

越广泛。上述识字教具可以转化成各种识字游戏，增加识字

的趣味性。基于本教具，笔者设计了简单的白板游戏，将图

片配对转移到电子设备上，学生移动图片的一个部分，找到

对应的部分配对，完成后白板会给与正确与否的反馈，这样

的联合反馈增加了识记汉字的趣味性。

图 4

三、教具使用的效果及反思

（一）使用效果

1. 能力支持下的自主学习
基于学生已有的图片辨识、图形配对能力基础，自制教

具帮助了学生打开了识字世界的大门，学生从基本人物、动

物的图文识字开始练习，目前已经掌握 10 个左右的词语，并
且脱离图片后仍可以指认。

自制识字教具给学生提供了自主学习的机会。自从掌握

配对规则后，学生便可以自主练习，每天晨间来校后，学生

在自己的个人工作区，完成目标词语的图形配对任务，只需

要老师适当的巡视是否完成任务即可。在练习过程中，遇到

图形没有契合的教具，学生也懂得换不同的形状尝试。

2. 游戏中的快乐识字
由于学生对电子设备比较感兴趣，教师基于自制教具设

计的白板配对游戏用来对识字练习进行拓展和放松，每当学

生在完成个人工作后，教师使用白板配对游戏作为奖励。电

子白板的音效和对与错的即时反馈更加能吸引学生的注意力，

让学生在游戏中快乐识字。

（二）使用反思

1. 制作设计需精细
教具的精细制作是特殊学校老师的基本功，本教具打印

塑封完成后，还要根据不规则的路线剪下，塑封完成后的教

具剪成不规则的两份，需要十分注意教具是否开裂、是否有

尖锐的拐角处没有修剪。

2. 适时褪除图片
图片提示识字是辅助识字的重要方法，能识图是能辨识

汉字的基础。图片可以帮助学生结合实际、联想汉字。在学

生具备实图的基础后便可以采用图文并茂的方法呈现汉字，

帮助学生理解图、文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教师可以利用

出示 75%图片、50%图片、25%图片的方式帮助学生逐步褪

除图片的提示［4］，直到最后利用单纯文本强化学生对词语或

生字的认识。教师还应当注意转移文本至不同的地方，例如

识字后将较具上的汉字书写到白板、黑板、白纸上，帮助学

生迁移。

3. 使用限制
本教具对名词和部分动词认读和拼写比较有效，能够找

到适合的图片解释词语，适合初学汉字的特殊儿童。形容词

和副词比较难用图片解释，尚未尝试使用。希望能进行进一

步研究。

汉字认读是儿童走入社会的基础，为了帮助智力障碍儿

童认识更多的字词，特殊教育老师们设计很多的方法，每种

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笔者将自制教具及使用整理成

文，为特殊儿童有效识字策略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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