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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科技也不断发展在进步，特殊教育也逐渐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听障儿童康复训练是根据听障儿童听

力受损的程度给儿童佩戴相应的助听器，之后再对听障儿童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科学化的语言康复训练，使得听障儿童能在最大限度

上得到康复，养能成自己独自聆听的习惯，同时也需培养听障儿童的听、辨、认、理解并发音的过程。再通过生活中词语和句子的练习，

让听障儿童能掌握更多的词语句子，能灵活的运用到生活中来，最终，让听障儿童的各方面发展都能达到理想水平。 

 

一、前言 

儿童语言和言语发展的最初阶段正是儿童发展的阶段，同时也

是儿童最基础最为重要的阶段。儿童整个语言发展与习得并不容

易，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影响因素。 

所谓的遗传就是将父亲母亲双方的身体结构和功能的各种特

征通过遗传基因来传给下一代。每个正常儿童都具有人类的遗传素

质，但由于个体的不同也存在着各种差异。[1]其中，语言障碍的发

生在遗传作用中也起一定的影响。还有一些儿童在听力和智力发展

方面都很正常，但唯独有语言发展迟缓的现象存在。那么就说明这

些儿童可能存在着家族史。父母或者是其他的人员在儿童期的语言

发展上存在问题。[2] 

即使遗传为儿童的发展提供了语言发展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

在在那种社会的语言环境里生活的话，那么这种可能性也不会变成

现实。虽说让野兽抚养带大的儿童具有人类的遗传素质，但是却没

有同人类一般的正常言语。印度狼孩卡玛拉和阿玛拉就是最为典型

的例子，虽然他们具有着和人类一样的遗传素质，但他们却不会独

立行走，不会像人类一样正常说话，也不具备人类的动作和情感。
[3][4] 

研究表明，环境所提供的信息刺激量的多少与语言发展息息相

关，语言发展较快的儿童接受外界信息刺激量也较多。其次，儿童

语言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言语交际过程中，想要进行言语交际必须有

儿童言语的参与。另外，社会生活环境也对儿童的言语发展起着决

定性作用。[5] 

二、听障儿童语言康复训练的意义 

轻度听力障碍儿童应早期发现，早期教育，从语言着手，促进

听力障碍儿童全面康复。儿童的听力损失给儿童造成了生理和心理

上的很大影响，由此影响到逻辑思维能力，甚至严重的影响到社会

交往能力、适应能力、情绪行为能力等方面的影响。通过一系列的

语言康复训练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或消除听力障碍儿童由于自身

因素所带来的不良影响，使其能听会说并把其能够灵活的运用到生

活中来，最终回归主流社会。 

三、听障儿童语言康复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有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通

过政府的扶持、社会的捐赠或者家庭的自购等方式来佩戴人工耳蜗

助听器或是植入人工耳蜗。这些听力障碍儿童在佩戴助听器或植入

人工耳蜗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康复训练后都在听力方面得到了很

大补偿或者是重建，大部分已经可以较好的听到并识别声音。那么

怎么解决这些儿童言语或语言问题，改善其和人们沟通交流的能

力，成了如今急迫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听觉康复训练 

听觉康复训练是指充分利用听觉障碍儿童的残余听力或补偿

听力，通过专门系统科学的训练来提高听力障碍儿童的听觉能力。

听觉康复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听觉障碍儿童学会聆听，可以理解声音

并且在能理解声音的基础上做出正确反应。故，有没有残余听力或

者助听辅具适配与否是其听觉康复的先决条件。 

1.听觉康复训练的内容 

个体的听觉能力发展主要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声音察觉阶段、

声音分辨阶段、声音记忆阶段、声音理解阶段。 

（1） 声音察觉阶段 

声音察觉是指个体对声音的感知，也是儿童步入有声时间的开

端，是听力的最基础的阶段。这一阶段需要运用各种不同的声音来

刺激儿童，同时也需要运用视觉和触觉的辅助，让听障儿童来感知

声音的存在也培养了儿童对声音浓厚的兴趣。 

（2） 声音分辨阶段 

这一阶段中，听力障碍儿童已经开始能把自己所听到的不同的

声音区分开，并能够敏感的对声音做出相应的反应，接下来就可以

进行下一步更深高层次的声音分辨训练。并且还要求听障儿童不但

要感受声音的存在，还要能够区分声音的时长、区分声音的响度、

区分声音的音调以及方位的辨认。进一步使听障儿童能区分声音是

否相同，并能够指认模仿所听到的声音。 

（3） 声音记忆阶段 

这是一个再认和再现的过程，要能正确的区别，再将声音在大

脑中进行存储记忆下次再拿出来对照。所以声音的储存记忆和声音

分辨，他们之间也是有着密切相关的联系。 

（4） 声音理解阶段 

声音理解是个体听觉能力的高水平阶段，同时也是听障儿童听

觉训练的最终目的。在这个阶段儿童要根据语境和上下文来理解语

言的含义，换句话说就是听觉概念的形成。在日常生活中主要是训

练日常生活用语的理解、对连续语言的理解、简单的小故事中逻辑

顺序关系的理解以及抽象词语的理解。必须先理解各种声音，才能

在大脑里呈现出声音的表象；必须听懂语言，才能理解其语言的含

义，做出正确相对应的回应。 

总之，培养听障儿童学会聆听的习惯和听觉注意是听觉康复训

练的首要任务，换句话说也就是要培养听障儿童对声音的察觉、分

辨、存储确认和理解的能力。 

2.听觉康复训练的方法 

现如今听觉康复训练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其中最主要的训练

方法有三种：声—物匹配法、声音辨别法、听—动协调法。 

（1）声—物匹配法 

这个方法是听障儿童听觉康复训练中最基本的康复训练方法，

主要用于听觉康复训练的最初阶段。这个方法要求：把声音刺激和

发出声音的东西同时展现给听障儿童，让儿童把声音和东西联系起

来，建立它们之间的联系。如：当发出“嘀嘀——”的汽车喇叭声

音时，要将小汽车玩物的模型呈现在儿童面前，告诉他这是汽车；

当发出“喵喵——”的小猫咪叫声时，要将小猫咪玩偶或拉一只小

猫咪到儿童面前，并用手指着它告诉他这是小猫咪；当说出“香蕉”

这一词语时，可以放一个香蕉中儿童的手里，让他感受一下。如果

没有实物可以用一些模型、图片、录像来代替，总之需要儿童亲自

感受，把声音和物品联系起来，进行匹配。 

（2）声音辨别法 

声音辨别法又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分别不同的声音，另一种

是通过听声音来辨别物品或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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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种是指将两种不同的声音同时呈现出来，让听障儿童分辨
出来分别都是些什么声音，或者呈现一些比较嘈杂的声音让听障儿
童从中分辨出声音。如：可以同时呈现出汽车、火车、飞机、轮船、
摩托车、自行车等声响，让儿童分别辨出声音；也可以呈现出在嘈
杂的广场上人说话的声音，让儿童听完说出所的说内容。第二种是
在当儿童听到声音之后让其辨别出是什么物体发出的声音。如：播
放小狗叫的声音，让听障儿童在小猫、小狗、兔子的图片中选择出
正确的图片并能说出所对应的动物的名称。 

实际上这种声音辨别法是上述所描述的声—物匹配法的逆向
形式，能够起到巩固听觉康复训练的效果。 

（3）听—动协调法 
听—动协调法又被称为“听觉—反应游戏法”也起到一个巩固

听觉康复训练的效果。这一方法同样也可以细分为两类：听觉—动
作法和听声复述法。前者是指当听障儿童听到声音时，要依据所发
出声音的物体或动物做出相应的动作反应。如：听到电话声音响起，
需要去拿起电话；听到有人敲门的声音，要能做出自己起身去开门
的动作；听到摩托车的声音，能做出骑摩托车的动作等。后者则是
当听障儿童听到声音或者语言时要能进行复述。如：听到小狗“汪
汪”的叫声时，要能模仿小狗的叫声；听到 e”的声音，自己也要
能发出“e”的声音。 

这三种训练方法是听觉康复训练中最基本的方法，除此之外还
有其他方法，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根据具体情况而论，也可以结
合多种方法一起结合使用，充分激发听障儿童的视觉、触觉、听觉
等多种感官，使得身心协调发展。 

（二）言语康复训练 
当听障儿童开始学习发音说话的第一步是当有意识的发出第

一个音节，这是对于听障儿童来说往往有着重要意义的原因所在，
也是听力障碍儿童言语康复训练的第一步，总之强化发音是关键。 

1.呼吸训练 
（1）吹气球练习，利用吹气球变大变小的原理，让听障儿童

把气球吹到老师或家长指定的大小，随后自己将有规律的把气球吹
大缩小，帮助听障儿童掌握发音时气流的大小。 

（2）吹纸片或丝带练习，利用相对较轻的条装的纸片或丝带
来练习儿童对用气流来控制发音的大小，把纸片或丝带放在嘴巴前

面，感受呼出来的气流来控制纸片或丝带的飘动幅度，或是可以辅
助训练“b”“p”“d”“t”等音节的练习。 

2.节奏训练 
（1）长短音节训练，可以将音节编成一首连贯上口的练习曲，

并利用肢体动作（拍手、跺脚、摇头）一起辅助完成，便于记忆。
如 a-aaa—ma-mamama—ba-bababa。 

（2）音节训练，主要练习听障儿童的发音。如：
bibibi-bababa-bibibababibiba，lilili-lalala-lililaalilila。 

（3）发音器官训练。利用发音器官喉、口、舌、鼻等协同作。
如果想要使听障儿童正确的发出声音，灵活的运用好这些器官的协
调配合作用是重要前提。在训练的过程中也可以灵活将这些器官的
运动编成一小段简单的曲子，多训练并且坚持做才会有效果，同时
也需要家长的重视和配合。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儿童比较感兴趣的儿歌或舞蹈
来培养听障儿童对声音的节奏感律动感。 

三、总结 
或许对于听障儿童而言，康复训练是一个艰苦而又漫长的过

程。但通过利用科学的训练方法，听障儿童能在康复训练的过程中
逐步提高听和说的能力，根据听障儿童的具体实际情况分析来进行
有针对性的语言康复训练，为他们创造一个和普通正常孩子一样的
成长生活环境，使其能听会说。最重要的是能让听障儿童拥有一个
能融入大千世界的语言，带着一个能与所有人进行无障碍交流的语
言能力，进入有声的世界，最终回归主流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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