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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是每一位教师终其一生都在不断研究着的。而对具有听力障碍的学生的教学则显得更加困难，由于这些学生与普通学校的学生

具有差异，所以教学过程中也与之具有不同的特点。基于此，本文首先介绍了听力障碍学生身心及学习特点，随后从三方面介绍了对听力障

碍学生的教学策略的探索。以此来供相关人士参考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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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听力障碍的学生与普通学生的教学不同，主要在于他们在事物的认

知方面有很大的差异。听力障碍的学生对外界事物的感知，从一定程度

上来说，主要是靠“模仿别人”并且不断实践，变成自己的活动。如何

对听力障碍的学生轻松的进行古诗词教学呢？ 

1 听力障碍学生的特点 

1.1 注意力方面 

听力障碍的学生，视觉对象是引起注意的刺激源。具有听力障碍的

学生，无法像正常的学生那样，具有视觉和听觉的双重刺激。听力障碍

的学生，大脑皮层的兴奋中心主要集中于视觉中枢，而语言刺激是很难

引起其注意力的。 

1.2 想象力方面 

一般来说，具有听力障碍的学生没有提前的计划和目的，他们的联

想由外界事物直接产生，或者由其兴趣和当时的情绪进行想象。这些学

生逻辑性和概括性较差，其想象力的形象性和直观性较好一些，由于具

有听力障碍，他们的视觉表象较丰富，但语言能力较差。他们擅长模仿

别人，比如一些动作和姿势，但是自主创造的东西很少，这与其身体条

件的特殊性密切相关。 

1.3 感知力方面 

听力障碍学生的感知力受到听力问题极大的影响，由于听力障碍，

减弱了他们的感受能力。某些物体的特性他们不能利用声音识别，某些

事物的正误也无法用声音来判断。由于听觉存在障碍，那么其他的感觉

器官就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他们更侧重于使用触觉和震觉。 

2 对听力障碍学生的教学策略的探索 

2.1 引导学生朗诵  

诵读在学习古诗词的过程中至关重要。许多听力障碍的学生由于听

不到声音，对自己的声音不自信而逃避朗诵，经常默读和默默的看来代

替朗诵。这样实际上是不利于学习的，音韵美是中华传统古诗词的魅力

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只有通过朗诵，这种美感才得以体现。教师要树立

起学生的信心，鼓励这些学生张嘴去读去诵，来提高学习效率。比如在

学习苏轼的《水调歌头》，读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就应该让

学生加以自己的感情，读出作者的思念，作者的遗憾之情。并且要不断

引导学生加强朗诵，长久坚持下去，学生对古诗词学习的兴趣会提高，

语文学习的语感也会得到大幅度提升，语文成绩自然而然也会提高。 

2.2 激发学生对古诗文的兴趣 

培养起听力障碍的学生对古诗文的兴趣，他们的语文自然就会变好。

一些事物具有直观性和形象性，这对于具有听力障碍的学生而言是很有

帮助的，有利于他们的大脑进行记忆和储存相应的词汇。而如果能够加

之自己的情绪体验，那么则更有利于他们学习信息并且记忆得深刻。教

师讲授古诗文，但也不仅局限于古诗文，同时还应该使学习的古诗文内

容，更贴近于学生的实际生活。比如在讲到八年级上册白居易的《钱塘

湖春行》时，“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场景生活中并不少见。

作者描写出了浓郁的春意，字里行间透露着轻松喜悦的心情和对春色细

腻新鲜的感受，而这是作者基于对实际生活的感受写出来的。我们可以

将听障学生带到春天的场景当中，身临其境地去感受，这样通过视觉刺

激才能达到与诗人情感的共鸣。 

2.3 教学时辅以多种方法 

听力障碍的学生的知觉完整性受到听力缺失的影响，他们感知的程

度范围大大缩小，因此在对具有听力障碍学生的授课过程中，采用多种

授课的方法和手段是很有必要的。 

如今多媒体已经广泛应用于教学的各个方面，这是一种新兴的高科

技的辅助教学方法。它能够优化教学的内容，丰富教学活动的多样性，

调动起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主动性，够明显的提高课堂教学的效率。在

课堂上观看视频素材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以其生动和直观性带给具有

听力障碍的学生较好的体验。比如在学习八年级上册王维的《使至塞上》

时，结尾的“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学生是无法身临其境的感受的。

但是教师可以通过多媒体教学中的图像来展示给学生，通过观看多媒体

课件等让学生们直观的了解到作者的写作地点。因而让学生获得更好的

学习体验，增强其代入感，自然而然的提高学习效率。 

2.4 鼓励诗句的改写和再创作 

语言的学习对于听力障碍的学生来说是个难点，并且古诗词的语言

委婉，历史悠久。教师在教授时往往逐字逐句的翻译，并且认为学生可

以通过这种方法深入了解古诗词，其实不然。这种讲解方法往往使得古

诗词学习支离破碎，美感顿失，学生们也只能对古诗词具有表面上的了

解。因此，通过书法和画像来表意在听力障碍的学生的古诗词的学习中

也是很必要的。教师鼓励学生绘画和书法，看哪位同学画的较意境，哪

位同学书写的更棒，并且能够对他们予以奖励。比如在学习马致远的《净

沙·秋思》时，教师就可以对学生布置绘画和书法的任务，通过学习本

诗句加之学生对本诗的解，能够将诗中的意境通过画和写表现出来。这

不仅能够加深学生对本诗的印象，还能够大大加深学生对于古诗词学习

的兴趣。 

3 结束语 

要注重发掘学生的潜能，将听力障碍学生的不足变为优势。教师应

做好引领者和组织者，为学生创设良好的学习氛围，并且能够善用多种

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热爱生活， 终学好古诗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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