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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智障儿，有着先天性的身体缺陷，发育速度较慢，智慧明显低于一般水平的儿童。作为一个特教老师，要经常陪伴学生，安抚他们

的不满情绪；作为一个特教老师，要经常给他们做康复训练，使他们各自的情况得到有所改善，有所好转；作为一个特教老师，要放手让孩

子玩，使他们玩出智慧，玩出身心健康；作为一个特教老师，应该如何教育好他们，除了耐心还需要具备的就是专业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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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教育学校上学的孩子们，都是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智障儿，有

着先天性的身体缺陷，发育速度较慢，智慧明显低于一般水平的儿童。

但是不同的智障儿童之间也存在不同的个性、兴趣情感等方面的差异，

比如脑瘫儿的记忆能力就比较强；唐氏宝宝比较喜欢音乐；多动症的孩

子注意力不集中，自控能力差；而自闭症的孩子不善言语等等；然而并

不是每一个智障儿只患症一种的，就好比我们班的进进不单单是个自闭

症的孩子，还伴有其他不同程度的症状，有时候他像多动的孩子，手脚

动个不停甚至自残。而朝朝这个唐氏儿呢，也伴有多动症的表现，常常

离开自己的座位，那怕是玩耍都难以让他安安静静是玩。由于他们有着

这样或那样的先天性的智力缺陷，很多时候让他们感到很没有自信，时

常还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或行为而在课堂上喧闹不止。作为一个特教

老师，要经常陪伴学生，安抚他们的不满情绪；作为一个特教老师，要

经常给他们做康复训练，使他们各自的情况得到有所改善，有所好转；

作为一个特教老师，要放手让孩子玩，使他们玩出智慧，玩出身心健康；

作为一个特教老师，应该如何教育好他们，除了耐心还需要具备的就是

专业的知识。作为一名从事几年特殊教育的老师，下面我就发生在我们

班的一些做法，谈谈老师如何做智障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1 陪伴孩子，做智障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香港回归 20 年来，2017 年 7 月 1 日的第一位女特首——林郑月娥

正式就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五任行政长官。她的两个儿子都毕业于剑桥，

她的育儿观就是 8 个字：陪伴是 好的教育。对于子女来说，陪伴是

好的家庭教育，而对于特校老师的我，陪伴孩子就成为了我教育孩子的

一方式；陪伴，就是和孩子一起长大。 

1.1 陪伴孩子们上课 

作为特教老师要除了上课要与学生互动搞好师生关系，其他老师上

课的时候，我就坐在孩子们的后面，陪伴孩子们上课，以便更好地观察

每一位学生的各种情况，就好比小雨同学的思维是全班 好的，但是就

是不想上音乐课，一听到音乐就哭个不停；进进同学坐久一点就会发脾

气，钊钊坐好不到十分钟就离开自己的座位。每当那个同学有什么异常，

我都在他们的身后，去纠正他们这些不良行为习惯，引导他们向正确的

方向去发展。也慢慢的让学生亲近自己，信任自己，认可自己。 

1.2 陪伴孩子们下课 

当下课铃响了，就陪伴孩子们下课，提醒孩子们喝水，陪他们一起

喝温水，并强调喝水的好处，慢慢养成这个好习惯；陪伴孩子们去厕所，

并现场指认男女厕所等生活常识，养成便后洗手的好习惯；陪伴他们玩

耍，当然学生自己能玩耍的时候，老师就不要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有过

激不良行为的时候，就需要老师干预了，并且要引导学生解决问题的方

法，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的社交能力。 

2 重复训练，做智障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2.1 好的课堂纪律促进有效教育 

大多数的智障的智商都是 40 以下，就好比一岁左右的儿童，不会端

端正正坐正半个小时来让你让课。尤其是刚接手的新班，或者是在家过

了一个无居无束的暑期回来，就更不会坐下来上课了，课堂纪律就可想

而知了。当老师上完一节课都了解智障儿的基本个性：易说、易笑、易

哭、易怒、易动……总之就是不易听老师讲。可是好的课堂纪律是教育

效果的保证，因此是课堂纪律是需要训练的，引导的。每节课都要重复

训练，比如听到上课铃响了，就要怎样做呀，把手头上的玩具（水杯）

放回原位，然后坐回坐位上等老师上课。强调几天或几个星期后，就会

有学生记得并做好，这时候就树立学习榜样了，逐步形成良好的课堂纪

律，从而有效促进教育效果。 

2.2 重视康复训练提高生活自理能力 

我们都知道智障是指智慧明显低于一般水平，在成长期间在适应行

为方面有缺陷。智障是永久的缺陷，既不是疾病，也不是精神病，在医

学界，不是药物可以治愈的。在教育界，没有任何办法彻底治愈它。但

是可以经过训练而发展其有限的潜能，增加其独立及正常生活的能力。

作为教育者的我们只能通过后天的教育与训练才能逐步提高智障儿的智

力水平，达到生活自理，帮助智障儿独立适应社会。因此，在特殊学校，

康复训练课是必须的。康复训练中的六个领域：运动训练、感知训练、

认知训练、语言训练、生活自理训练、社会适应训练，我们课程都设置

了。然而对每一个智障儿进行康复训练的方法也要因人而异，根据各自

具体的功能和能力水平及训练环境与条件综合考虑，选择恰当的方法施

训。例如：注意日常训练孩子的认知能力时，在教孩子认识日常生活用

品，要掌握它们的名称时，脑瘫儿可能用讲解法比较好，自闭症的就要

用模仿法比较好。不管怎样都要多教孩子一些常识，例如一星期有几天，

天气情况如何（阴天、晴天、雨天）；教孩子认识时间、认路和乘车，

包括交通安全等等，当然这些常识不是一下子就能教会，也是训练的。 

3 让孩子玩，做智障学生成长路上的引路人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玩自然离不开游戏。高尔基曾说过：“儿童通过

游戏，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地去认识周围的世界”，当然智障儿也不例外。

游戏是一种符合智障儿童身心发展要求的快乐而自主的活动，它具有自

主性、社会性、具体实践性等特点。游戏是智障儿 基本的活动方式，

是学习的基本方式， 也是智障儿获得发展改善智力的 佳途径。因此游

戏，是智障儿生活中不可或缺重要元素。 

当然，会玩很重要。玩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真的重要。玩中学、学中

玩。智障儿在玩的时候是充满快乐，比如小雨在拍球、推球是 快乐的，

甚至连哭哭泣都忘记了，因为每当她听到音乐就会哭。还有玩需要重复，

就好像玩积木的时候，终然他们砌不出什么形状，还是有很多智障儿都喜

欢摸积木、抓积木、砌积木、拆积木、垒积木， 当他们玩得多的时候就

锻炼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和动手能力，锻炼了孩子们手眼协调能力。 

后我认为就要让孩子动起来，无论是玩还是康复训练，都陪伴在

孩子身边，与学生朝夕相处，构建和谐、平等、民主的师生关系;倾听孩

子的心声，做好孩子的心灵朋友，和孩子一起成长，引领他们走好康复

之路，走好人生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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