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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个别化教育对特殊儿童的影响研究
江宇航

江苏省靖江市特殊教育学校　江苏　靖江　214500

摘　要：个别化教学（简称 IEP）起源于美国，一直以来受到特殊教育界的广泛关注。个别化教学的核心是对学习者个性化学

习能力、学习目标与学习行为的尊重，将以教材、教师为中心的教育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真切关照每个学生潜能开发、个

性发展的教育。在特殊教育领域，个别化教学一直是效果较好的教育教学方式之一，并随着教育教学背景的更迭不断进行着

调整。特殊教育学校在综合育人背景下进行个别化教学，应重点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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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教师要尊重他们的个体差异，

了解学生的内在需求，让他们得到健康地成长。在特殊教育

中，教师要关爱特殊学生，因情施教，满足他们的成长需求。

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估，要关注他们的学习起点，把

握他们的“最近发展区”，采用个别化的教学，促进学生的健

康成长。在培智教育中，学生的障碍类型多样，他们的学习

需求也不尽相同，如果教师采取“一刀切”粗放式的方式教

学，不利于学生的发展。教师要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评估，包

括感官、沟通、认知、交往等方面，了解他们的现有能力，

采用个别化的教学能尊重学情，使教学更具有针对性。个别

化教学是特殊教育学校广泛采用的教学方式，核心要义是对

残疾儿童学习能力与学习权利的充分尊重。综合育人背景下

特殊教育个别化教学的实施，可以从校园环境对特殊学生的

行为指导、学科教学对特殊学生的智能开发、激励评价对特

殊学生的价值肯定三方面进行探索。

一、校园环境对特殊学生的行为指导

（一）教室环境

教室是师生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教室布置也是一

项常规工作，大多以张贴一些文字或图片内容为主，如值日

表、课程表、班级公约、区域划分标识、宣传标语等，但这

些环境元素有一个共同特点，即缺乏指导性，不能在实践或

行动上对学生的学习行为给予明确指导。比如值日表，只列

出值日时间与分工，并没有规范怎样扫地，也没有指导学生

如何协调值日过程，谁先开始哪道工序、谁最后怎样结束全

部工作。值日是一项系统工作，需要学生相互配合，但是通

常的值日表内容实际指导意义不大。如果以思维导图的形式

设计值日表，就能解决上述问题。从思维导图值日表能够清

晰地看出哪项工作先开始、哪项工作紧随其后、哪项工作可

以和哪项工作一起进行，还可以明确提出各项工作的完成标

准、哪个人负责检查。学生按照这样的值日表完成值日工作，

可以养成统筹协调、相互配合的习惯和能力。绿植也是教室

布置中的常见元素，它的作用不仅仅是美化环境，还要成为

学生认识植物、了解植物养护常识的载体，因而教室内的绿

植要配“身份证”，记载其特性、养护要点及养护责任人，指

导学生将植物知识与养护实践紧密联系。

（二）其他环境

无论是食堂、卫生间、图书馆、实验室等室内环境，还

是操场、门廊、停车库、校园小景等室外环境，学校内的每

一场所都有其教育教学功能，在布置的时候要充分渗透综合

育人的意图。目前学校食堂内的宣传标语多是口号式的，如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珍惜水资源”等等，对学生的

教化作用不大。如果改成春种秋收、四季劳作过程的图画，

配以“吃完碗中饭，你是好孩子”“一粒米都不要掉哦”这样

直观的指导性语言，学生更容易将粮食种植的辛苦与爱惜粮

食关联起来；在水龙头上方醒目位置设置“同学，谢谢你关

好水龙头！”的标识，通过心理暗示，强调关好水龙头，自

然培养了学生珍惜水资源的习惯；在卫生间内张贴如何规范

洗手的步骤图，指导学生按照步骤规范洗手，潜移默化地培

养学生讲卫生的习惯。

二、学科教学对特殊学生的智能开发

（一）国家课程

教育部２01 ６年出台的三类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是

指导三类特殊教育学校（聋校、盲校、培智学校，及各组合

型学校）开展国家课程教学的纲要性文件。如何在个别化教

学原则的指导下开齐开好国家课程，是每个特殊教育学校的

首要任务。各学科教师在制定个别化教学方案（IEP）时要充

分考虑目标对象的认知能力与实践能力，做到“一生一案”。

如一年级学完 10 以内加减法后，请学生帮老师发课间水

果，老师有意将水果给多或给少，让学生发完后向老师汇报

多了几个水果或少了几个水果；学完《小马过河》，请学生

帮老师搬书到图书馆，问学生一包书到底重不重，为什么有

的同学觉得很重，只能勉强搬一包，而有的同学觉得一点都

不重，能一下子搬两包？这些都是用实践行动巩固所学知识

的好办法。实践的机会无处不在，关键是老师要有整合知识

与实践的敏锐目光，有对学生全面成长负责的爱心、耐心与

细心。

（二）校本课程

每一所特教学校都开设了富有自身特色的校本课程，校

本课程的实施过程使学生的个性化要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相比于国家课程，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自由空间较大，因

此 IEP 设计要以目标为导向，以学生的潜能开发为目标。比

如烘焙，因为容易掌握、容易出效果，很多学校都在开设。

在烘焙的 IEP 设计中要充分照顾到不同学生理论学习能力及

实操动手能力的差异，设置分层目标供不同能力的学生选择。

学习能力强的学生可以完全掌握烘焙的理论要点，能力稍差

的学生掌握烘焙的基本操作流程即可，能力更差的学生则只

要求掌握其中一到两个知识点即可，个别掌握后再合作实践，

以弥补每个人的知识薄弱点。另外，各个学生知识与实践之



新时代教育·教学探讨　5　2021 81

ISSN:2705-0963（Print）　　　ISSN:2705-0955（Online）

间的联系能力也不尽相同，要设计分步实施步骤，比如和面，

有的同学能够自己独立完成所有步骤，而有的同学只能自己

独立完成称重，过筛、加水则需要有人配合。这些不同层次

的达成目标要在 IEP 中完整记录，以便在后续的实践锻炼中

给不同能力的学生布置不同的任务，从而让每一个学生在自

己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体验到成功的乐趣。

三、激励评价对特殊学生的价值肯定

（一）集体评价

在一个教学集体中，每个人都很希望得到来自集体的肯

定，这是集体认同感的体现。集体评价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

毋庸置疑，个别化教育评价标准要分两步确定，即为什么评

价、怎样评价。有的评价是为了增强信心，比如老师常说的

“你真棒”；有的评价实际是委婉否定，比如“要不要再思考

一下”；有的评价是为了启发思维，比如“要是这样行不行

呢”；有的评价是为了拉近师生距离，比如“老师也是这样认

为的”。教师要有“金口玉言”的评价精神，既要惜字如金，

也要不吝夸奖，要充分发挥每一次评价的正面作用。老师在

备课的时候就要有意识地“备评价”，要全面掌控一节课中评

价出现的时机与质量。

（二）个别评价

教师要针对学情设立共同目标，提出明确具体的要求。

教师也要提出个别化目标，对每个学生进行个别化的设计，

一部分学生可以自己进行表达，也有一部分学生可以在教师

的协助下，能找出相应的答案。在教学中，教师针对同样的

教材也可以采用个别化的教学。教师要强化互动，采用互教

互学的方式，让能力强的学生带动能力差的学生，既能帮助

能力强的学生巩固知识，又能让能力差的学生体验到帮助、

交往带来的乐趣。

随着科技手段的不断更新，很多特教学校配备的教学设

备已经升级为智能化设备，为教学过程中实施个别评价提供

了技术支撑。以希沃为例，学生手上有 pad，教学过程中，

教师给出的问题有些是通过书面形式来完成的，比如填写表

格、绘制图形、将某些题目补充完整等，每位学生自行在平

板电脑上完成后推送给老师，老师批改后可以将对每个人的

评价结果反推给学生，也可以在反推的同时将全班完成情

况呈现给每一台 pad，由学生自行对比自己与其他同学的差

异。可以在一个知识点教学完成后，组织同学之间利用智慧

设备互学互考互评，将自己所学的内容转化为题目考其他同

学，便是知识的重组与再次生成过程。教师设计不同程度的

练习内容分别推送给不同学习能力的学生，学生能在“跳一

跳够得到”的情况下完成各自的练习，教师既可给予个别评

价，也可给予集体评价，真正的学习内容与评价意义只有教

师自己掌握，能够很好地保护学习能力较弱学生的上进心与

积极性。

四、结语

个别化教学是特殊教育学校广泛开展的一种适合特殊需

要儿童的教学形式，究其内涵，个别化教学方式也是基于对

多元学习能力的尊重，因而同样适合于健全儿童。综合育人

与因人施教之间的适切联系是最终形成能力的关键。教无定

法，但必有法，贵在得法。知识与技能，方法与效果，需要

我们在教育理论引领下不断探索与实践，适合的就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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