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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多重残疾儿童的个别化教育教学研究一直是特殊教育领域的热点问题。广大特殊教育工作者关心的是，对多重残疾儿童的
评估和干预应该从哪里寻找切入点，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以及如何巩固干预效果等等。在特殊教育学校开展个别化教育训练课程探索的背景
下，本课题研究开始探索此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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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听力和智力双重障碍的特殊需要儿童来说，要提高个别化训练

的有效性，我认为要把评估内容、评估效果、个别化训练目标、训练内
容、教具准备、教学效果反馈和教学反思等多方面综合分析考虑，才能
达到一定的效果，后续的有效教学才有可能实现。 

1 个案基本情况 
张某，女，10 岁，伴随听力和智力双重障碍，母亲早故，一直由父

亲一人抚养，经与家长详细访谈幼儿时情况，分析可能是由于出生时脐
带绕颈 2 小时左右导致婴幼儿脑部发育受损引起的智力损伤，又因幼儿
期间生病发烧导致听力受损。由于父亲在外打工，该生在家中没有直系
监护人照顾，养成了一些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和不良的行为习惯，生活自
理能力非常弱，在 7 岁入学之前，该生也从未接受过学前教育和康复训
练。 

2015 年 9 月入学后，发现该生的认知能力弱，生活适应性能力弱，
不会独立穿衣、洗漱，不会上洗手间，常常随地大小便或尿床尿裤子；
还随意坐躺在地上，没有脏与净的意识，常常随便捡起地上的东西吃，
无法参与课堂活动，身体平衡性和协调性也很差，根据该生的行为表现
和教育需求，决定对该生计划和实施个别化教育。 

2 个案现状评估 
2.1 评估目的 
为了更全面、具体地了解学生各个方面的表现情况，形成准确的评

估判断结果，为后期的个别化教学明确训练方向，提供统计数据和事实
依据。 

2.2 评估内容 
从认知能力、语言与沟通、粗大与精细动作发展、生活自理能力、

情绪行为、感觉统合等方面进行评估。 
2.3 评估结果 
该生理解能力较差，认知方式仅限于模仿，尤其表现在课堂学习和

生活技能学习方面；能够独立书写出数字和拼音字母，但无法与实际生
活联系起来，不能理解其中表示的含义；没有干净与脏的认知，无法分
辨食物是否能食用，经常将地上的食物捡起来吃掉，个人衣物脏了也没
有换洗的意识。不能独立地完成个人洗漱、穿衣叠被等，生活自理能力
较差；认知、感知和记忆方面能力弱，教师教过的动作或手势语难以模
仿记住。 

3 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定 
根据该生的情况，针对其在认知能力与感觉统合能力这两方面的问

题，分别制定了以下目标。 
3.1 训练该生的生活技能，让其掌握简单的洗漱技能，提高生活自

理能力； 
3.2 教会该生简单的手势沟通方式和书写方式，增强其学习信心； 
3.3 锻炼其粗大动作的发展，掌握走路、跑步的平衡性及正确姿势； 
3.4 掌握一定的精细动作，学会握笔，能够正确书写； 
3.5 增进视觉和触觉的运用，培养学生遵守课堂纪律的习惯和生活

适应性的能力，选用贴合学生需求的校本教材《生活情趣与指导上册》、
《生活情趣与指导下册》和其他上课使用的教材作为训练内容； 

3.6 本阶段在知识学习方面，通过书写训练，使该生能够掌握正确
握笔的方法，能够独立、规范书写数字 1—20，并且书写清晰，笔画正
确。 

4 个别化教育的实施 
为达到预期的个别化教育目标，训练者充分运用讲授、演示、游戏

等教学方法，利用各种资源，如：个别化校本教材、感觉统合教室、课
堂教学、宿舍训练和课余时间，对该生实施有针对性的训练。训练主要
内容及训练意图如下： 

内容 1：认知能力（学习书写简单的字母和数字，训练其正确的坐
姿，规范书写姿势），此训练意图为：提高该生注意力的集中程度；注重
心理体会，训练过程中给予学生物质奖励与表扬肯定，使其在学习中获
得成功的喜悦，逐步建立信心。 

内容 2：动作发展（左右手的协调能力训练；提高平衡、增强体质
的其它训练），此训练意图为：通过感统训练和体育锻炼，提高该生的平
衡性，养成正确的走路、跑步姿势；使该生练习手部动作，左右手能完
成一些精细动作，如握笔、擦除、洗抹布等；提高该生注意力的集中程
度。 

内容 3：生活自理（洗漱的基本过程，如：打温水、洗毛巾、洗脸、
洗手、用香皂、擦手、擦油，归置物品等；学习洗碗筷、洗抹布、擦黑
板、换衣服等简单的生活技能），此训练意图为：学生在过程中体验洗漱
的基本过程，掌握基本的洗漱步骤。 

内容 4：语言沟通（学习基本的手语），此训练意图为：能够与他人
交流。 

内容 5：情绪行为（鼓励学生参加学校的集体项目和各项活动），此
训练意图为：陶冶情操，学会与他人合作，建立良好关系。 

5 研究的结果 
根据训练者的观察以及其他老师的反映，经过一学年的训练，该生

的生活技能有所提高，能够基本掌握洗漱的全过程，并且能够独立完成
洗漱的任务；在感觉统合方面，该生掌握了正确的走路姿势，平衡性有
所提高，但是其主动性不强，存在不服从老师指令的现象。 

6 存在的问题 
6.1 没有及时巩固前期取得的成绩，虽然强调了训练内容的连贯性，

但没有深入了解该生对生活技能的掌握情况，训练速度过快，导致其在
忘记之前所学的同时，对新知识的掌握程度也不高。 

6.2 与该生家长的定期交流不够，没有为家庭制做详细的配合计划
和辅助手段，忽略了家校合作的重要性；很多家长把孩子送到学校后，
就觉得孩子的教育是学校的事情了，于是很少对孩子的教育过问，对学
校的教育工作处于逃避和拒绝配合的态度。 

6.3 对该生在训练过程中的情绪关注程度不够，处理不及时甚至未
采取任何措施来应对。 

6.4 训练计划在制定之后，训练内容也少有调整，灵活性不足。不
能根据学生的实际训练情况和实际学习需要来随时调整个别化方案。 

6.5 个别化教学教师与其他学科教师、评估小组、家长缺少合作意
识，导致个别化计划制定与实施存在困难。从特殊儿童的评估到个别化
的制定与实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导致教师对个别化持消极
态度。 

7 反思和建议 
实施个别化教学的能力是建立在个别化教学合理制订的基础之上，

对教师能力的要求比较高。作为特殊教育教师，如果要很好地实施个别
化教学，就要有对学生差异诊断与评估的能力、正确合理地安置学生的
能力、根据学生差异进行教学的能力、根据学生需要对课程内容进行选
择和调整的能力、及时反馈和多元评价的能力等。只有这些能力具备了，
才能顺利地执行个别化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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