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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在幼儿园听障儿童融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改善策略
顾春霞

浙江省杭州文汇学校　浙江　杭州 310000

摘　要：融合教育思想兴于西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指有功能障碍的儿童和普通儿童一起在同一个班级共同学习和活动。

随着我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 年）的部署和实施，残疾人受教育机会不断扩大，普及水平明显提高。2017 年，教

育部等七部门编制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总体要求指出，特殊教育要坚持统筹推进，普特结合的原则

全面推进融合教育。在国家政策扶持下，让特殊孩子能正常接受教育，为所有幼儿创造积极互动的机会，促进特殊幼儿与普

通幼儿彼此接纳，相互合作，共同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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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融合教育政策的不断推进，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进

入到普通幼儿园，和普通幼儿一起学习、生活。但是由于听

力障碍，导致听障儿童在融合教育的过程中遇到排斥、教育

支持等问题，而政策的支持，融合教育观念的普及，教育资

源的整合等策略将有助于解决听障儿童在融合教育中遇到的

这些问题。

一、听障儿童融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

在各类残疾儿童中，听障儿童除了言语和语言能力的形

成与发展受到较为严重的影响外，不存在肢体和行为问题，

因此其融合教育范围较广，融合教育效果也较好，但是听障

儿童的融合教育仍存在以下问题。

（一）听障儿童自身各方面能力不够

听觉障碍严重影响听障儿童言语和语言能力的形成和发

展。在和普通儿童进行交流过程中，听障儿童语言表达清晰

度低，表达不准确、不流畅，导致小伙伴逐渐疏远，听障儿

童也不能很好的参与到社会交往活动中。语言表达受限，加

上社会交往能力的欠缺，听障儿童在幼儿园中慢慢的被孤立

和边缘化。和同伴交往不顺畅，归属感低。另外，助听设备

虽然可以对听障儿童的听力进行有效的补偿，但是助听设备

代替不了人耳，其听觉能力的获得和发展仍受到诸多因素影

响。如在嘈杂的教室环境中，听障儿童对背景噪音的屏蔽能

力较弱，对关键信息的识别和理解都不理想，导致在课堂中

跟不上老师的教学进度，课堂参与性低。由于课堂教学跟不

上，知识获得感少。

（二）听障儿童融合教育资源支持不足

听障儿童在学习过程中，对学习环境要求较高，特别是

声学环境，而多数的幼儿园教室是没有 FM 系统的。普通幼

儿园的教师对于听障儿童不了解，对听觉障碍的康复教育也

缺乏必要的知识和技能。在教学的过程中，座位的安排，知

识的教授等方面没有考虑到听障儿童的特点。有时座位安排

在最靠边的位置，听障儿童听不清老师讲课内容，也看不到

老师的口型。而幼儿园教师对于听障儿童课堂参与性低，知

识获取困难等问题也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和解决。

（三）融合教育社会观念淡薄

听障儿童社会观念的融合是融合教育的基础。在北欧、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听障儿童在普通幼儿园学习已经成为

听障儿童康复最主要的教育方式。但在我国，听障儿童在普

通幼儿园接受教育，还没有在社会上达成共识。在听障儿童

融合教育中，仍有老师或者家长认为，普通幼儿园不能满足

听障儿童的特殊教育需求，听障儿童也不能适应普通幼儿园

的学习和生活等。甚至有些幼儿园以不了解听障儿童，承担

不起保护听障儿童助听设备的责任为借口，拒绝让听障儿童

入园。有些幼儿园即使接收听障儿童入园，但对听障儿童区

别对待，在活动的设置和课堂教学中，不考虑听障儿童是否

能参与活动或者理解教学内容。这些幼儿园教师把融合教育

理解为形式上的听障儿童进入到幼儿园就坐即可，而不是真

正的融入到幼儿园的环境中，参与到活动中，参与到课堂上。

（四）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缺少配套的具体实施细则

为推动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提

出了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教育理念。随班就读是我国融合教

育的重要形式。1994 年 7 月，国家教委《关于开展残疾儿童

少年儿童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中就对听障儿童的随班

就读对象、入学、师资培训、教学要求、家长工作和教育管

理等各方面做了详细的规定。各地方的政策法规也对各类残

疾儿童的随班就读做出明确的规定。

二、改善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策略分析

虽然相关法规对融合教育做出了要求和具体目标，但在

政策执行过程中，除少数经济发达地区外（例北京、上海、

江苏等），由于某些地方领导观念落后对融合教育重视不够、

资金支持不足等，随班就读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困难重重。当

听障儿童在融合教育过程中遇到具体问题，家长不知向谁申

诉，不知道谁才是听障儿童受教育权利不受侵害的保护者。

针对听障儿童融合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几点改善

策略：

（一）提高听障儿童的能力

在入学前，让听障儿童接受系统的康复训练，包括听觉

能力康复，语言能力康复，认知能力康复，言语能力康复和

社会交往能力康复等。通过专业的系统的康复训练，听障儿

童具备一定的理解、表达和社会交往能力，同时也具备较好

的认知能力，这些能力能够为听障儿童更好的融入幼儿园生

活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教师可以关注听障儿童的社会交往的状况及需求，成立

雷锋小组，鼓励普通小朋友多帮助和支持听障儿童，也可以

给予听障儿童更多的同伴交往的机会和社会交往的指导。提

高听障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增强归属感。普通幼儿园教师

也可以通过体验式教学，让儿童体验听不见，听不清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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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导普通幼儿从行为上和心理上真正接受听障儿童。

加强家校合作，通过家庭康复途径帮助听障儿童进行教

学知识的准备、预习，让听障儿童在教学活动中更积极参与

课堂，并在家庭康复中复习，提高知识获得感。

（二）健全听障儿童融合教育支撑体系

针对听障儿童特点，在融合教室中安装 FM 调频系统，

帮助听障儿童有效的聆听，获取更关键的信息，提高学习

效果。

师范院校在培养教师过程中应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将融

合教育理念、康复的必要知识和技能纳入到幼儿园教师的专

业标准中，才能有效的解决普通幼儿园教师在面对听障儿童

融合教育中的无助问题。在普通幼儿园教师的职后教育培训

中也要增加听障儿童特殊教育内容。提高普通教师对听障儿

童的了解。

融合教育幼儿园还应配备听障儿童康复的专业技术人员

和专业设备，开设资源教室。和康复中心进行合作教学，定

期给听障儿童进行一对一教学。因为听障儿童的融合教育，

不仅需要普通儿童一样的教育，还需要针对性的训练。

（三）营造关心和支持融合教育氛围

为促进整个社会形成理解、尊重、接纳特殊儿童的氛围，

广泛、持久的宣传融合教育理念、成功的融合教育范例以及

平等接受教育观念十分必要。引导普通学生和家长充分认识

到融合教育对于听障儿童成长成才和终身发展的重要作用。

动员社会各界采用各种各样的形式提供志愿者服务，扶残助

学，形成关心和支持听障儿童融合教育的良好氛围。

（四）健全法制，完善保障融合教育的实施细则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中提到坚持

政府主导、各方参与，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特殊教育的合力；

并全面增强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的运行保障能力。

但如何保证任务落实情况？上海市教委 2006 年发布的“关于

加强随班就读工作管理若干意见”就很有借鉴意义。意见中

对相关机构和人员的职责做了明确规定：在各区县建立一个

特殊教育康复指导中心，再针对性的建立 4 个听障教育康复

指导中心，为辖区内的随班就读学生提供服务。政策出台，

法制保障，加强督导检查，责任到人，明确政策执行者的职

责以及失职所要承担的责任，把听障儿童融合教育任务落实

情况纳入到地方各级政府考核体系，才能更好的保障听障儿

童的融合教育。

三、结语

依据我国融合教育的实施现状，幼儿园可举办融合教育

讲座，对幼儿教师进行融合教育技能培训，建立融合教育交

流小组。对于普通幼儿家长，幼儿园可举办融合教育讲座、

普通幼儿家长会、普通幼儿与特殊幼儿家长交流会。对于特

殊幼儿家长，幼儿园可举办融合教育讲座，并对特殊幼儿家

长进行心理辅导。而对于普通幼儿，幼儿园需要在特殊幼儿

入园前对其开展主题活动教育，还要在日常生活中进行随机

教育。融合教育不能仅靠普校单打独斗。融合教育观念改变，

法制健全，打通康复机构和教育机构对接模式，建立完善的

听障儿童融合教育支持体系，才能更好促进听障儿童融合教

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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