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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學前融合教育活動對聽障兒童交往能力的發展 

唐明芳 

江蘇省無錫市特殊教育學校 

 

摘要 

蘇霍姆林斯基說：“一個人最大的幸福在於與他人交往。”近些年來，融合教育思

想已成為當今特殊教育的主流思想，這也是必然趨勢。因此，我們在學前融合教育活動

中，要為聽障兒童創設良好的融合環境，並根據聽障兒童當前的發展水準及生理年齡，

選擇與之相應的健聽兒童班級，有針對性地進行融合活動。同時，發揮家長在親子互動

中的作用，把融合教育活動延伸到日常的生活教育和社會交往活動中去，促進聽障兒童

溝通交往能力的發展，為聽障兒童融入主流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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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前融合教育逐漸成為教育界引人注目的領域。近些年來，融合教育思想已成為當

今特殊教育的主流思想，這也是必然趨勢。目前，大部分聽障兒童雖然經過康復訓練，

但在日常生活中往往處於一個相對封閉、狹小的空間裡，沒有健聽的同齡玩伴，不懂得

如何與同伴溝通交往。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們的心理就會產生障礙。具體表現為：性格

開始向孤獨變化，情緒由溫和變為急躁；稍大的聽障兒童開始不願意和健聽兒童在一起

遊戲，更不願去接觸社會，怕受人歧視，產生畏懼心理等。因此，我們在學前融合教育

活動中，如何為聽障兒童創設良好的融合環境，發揮融合活動的最大效能，是我們康復

教師需要去思考和探究的。 

 

一、開展學前融合教育活動的意義  

融合教育又稱全納教育，是 20世紀 90年代興起的國際教育思潮，強調普通學校接

納所有學生共同參與學習，反對教育體制隔離造成的歧視和排斥，主張通過適應不同差

異的教育措施，滿足所有兒童的教育需要，促進學生的發展。 

學前融合教育活動，就是讓聽障、健聽兒童在同一環境中，一起接受保育和參與教

育的活動。在融合教育活動環境中的健聽兒童，能快速地解讀聽障兒童的需要信號並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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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恰當的反應，其社會幫助技能水準遠高於在傳統教育環境中學習的健聽兒童。同時，

我們要樹立聽障兒童的自信心，滿足聽障兒童溝通的欲望，提高聽障兒童交往的能力。 

學前融合教育活動，一方面它有助於提高健聽兒童的認知能力，與他人的合作能

力。一起成長的健聽兒童，長大後會變得更寬容，成年後會對社會中的弱勢人群具有更

深刻的理解和尊重。另一方面它能保證聽障兒童最大限度地、有效地參與到集體生活中

來，促進聽障兒童交往能力的發展。 

 

二、開展學前融合教育活動的步驟 

縱觀海內外的相關學前融合教育理論和實踐，結合當前學前融合教育的現狀，對學

前融合教育活動的環境創設可以採取以下三個步驟： 

（一）創設良好的學前教育融合活動環境。 

1、創建接納聽障兒童的良好氛圍。 

首先，培養聽障兒童適應健聽兒童班級的環境，包括在嘈雜的聽覺環境中能否提取

所需要的聲音，能否參與到人數較多的群體活動中，是否敢用語言來表達自己的需求。 

其次，對健聽兒童班級環境進行改善，包括在班級中創建適合聽障兒童聆聽的環

境；教室與園內的防水、防磁等措施，保證聽障兒童的助聽設備正常使用。 

2、創建接納聽障兒童的心理環境。 

聽障兒童的性格、情感、意志、興趣等和健聽兒童有所不同。瞭解其特點，能幫助

學前融合教育活動的順利開展。健聽兒童遇見生理上有缺陷的聽障兒童會非常的好奇，

對於助聽設備的相關知識缺乏瞭解，會造成助聽設備的無意損壞。因此，教師首先要引

導健聽兒童有愛心和耐心，與聽障兒童互動時，要注意保護助聽設備等。其次讓健聽兒

童瞭解聽障兒童口語發展的特點與不足，必要時可以給予一些形象的肢體語言、表情等

進行演示。最後選好“小助手”，增加同伴輔導。 

（二）採用多元化溝通交往方式原則。 

1、採用手口交互的溝通原則： 

教師要面對聽障兒童，安排手語翻譯時，要坐在合適的位置。翻譯者不應該發表自

己的觀點、建議，並要給翻譯者留下足夠時間進行翻譯。 

教師要讓健聽兒童與聽障兒童面對面的進行對話，避免邊講話邊活動，儘量使用簡

單、直接的語言，必要時可以適當地使用表情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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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採用視覺補償的溝通原則： 

教師運用精心製作的主題教育活動課件，讓聽障幼兒通過視覺優勢，觀看生動、形

象的圖像畫面，並運用核心詞彙來豐富語言內容，建立基礎的語言理解和表達能力。 

（三）精心安排豐富多樣的融合活動。 

遊戲是聽障、健聽兒童都喜愛的活動，它具有活動性和廣泛性特點，符合孩子的興

趣，容易把他們吸引到融合教育的活動中來。 

如：開設“生日 party”，讓聽障和健聽兒童一起商議分工合作相關事宜，自主選

擇活動，從而增加他們之間的語言交流。 

又如：學做“小小主持人”。讓聽障、健聽兒童面對面地坐著或站著，由一個人來

扮演主持人，另一個人向“主持人”提問，然後再交換角色。這是一個既能培養聽又能

培養說的好遊戲，並且能增加聽障、健聽兒童之間的感情。 

再如：在六一兒童節的“心靈相約，與愛同行”聽障、健聽兒童手把手聯歡活動中，

健聽兒童充滿愛意的手語舞蹈“愛的人間”，讓聽障兒童深受感染；而聽障兒童表演的

詩歌朗誦“我長大了”博得了在場的每一位師生的驚歎和讚美。 

這一系列活動，讓學前融合教育不再是口號，活動的持續開展更將學前融合教育的

理念真正地落實到了細處。 

 

三、實施學前融合教育活動的延伸。 

（一）指導家長實施融合活動方法。 

家庭在聽障兒童交往能力培養中佔有很大的優勢，聽障兒童在學校所學到的交往知

識、方法、技能，能恰當地運用到日常生活中去，並得到鞏固。 

首先，教師要幫助家長樹立正確的教育觀念和期望值，家長要明確培養聽障兒童的

交往能力對孩子一生有積極的意義，不要因為孩子是聽障兒童就不重視和培養他的交往

能力。讓孩子置身於自然、和諧和愉悅的氛圍中，經常擁抱、撫摸孩子，微笑著面對他

們，用和善的目光鼓勵他們，讓他們在無拘無束的交往中。 

其次，家長要讓孩子喜歡說。要從孩子的身心發展特點、興趣和需要出發，尊重孩

子，與孩子說他們感興趣的事物和人，用鼓勵性語言及時表揚孩子的點滴進步，激發積

極表達的願望，增強他們說話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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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家長要培養孩子多提問的習慣，提問得越多，說明他們越想認識世界，瞭解

世界。同時，要耐心對待孩子的問題，並及時的給予解答，且要表現出讚賞的態度，激

發他們多發現，多提問。家庭融合教育活動主要以日常生活到公園遊玩、到超市購物、

坐公車、過馬路、上公共廁所、與外人交流等多種方式，培養和檢驗聽障兒童交往的能

力。 

（二）將活動滲透到社會交往中。 

教師要經常組織聽障兒童參加社會實踐活動，鍛鍊孩子與外界交往的能力。如：組

織聽障、健聽兒童一起參觀軍營。出發前，教師先介紹聽障兒童和健聽兒童的基本情況，

並說明了一起去參加活動的注意事項。讓他們自己選擇小夥伴，教育他們要相互關心。

活動中，孩子們初步瞭解了解放軍的生活，同時也萌發了他們對軍人叔叔的愛戴，更提

高了聽障兒童與外界交往的能力。 

教師必須細心觀察著聽障和健聽兒童之間的一舉一動，及時指導和鼓勵聽障和健聽

兒童遊戲的積極性，充分激發聽障和健聽兒童合作欲望，並通過活動後的肯定性評價，

增強聽障和健聽兒童的合作意識，提高聽障和健聽兒童的交往能力。 

(三) 將活動滲透到日常生活中。 

家長要讓聽障幼兒經常參加各種各樣的家庭聚會活動，多與陌生人交往。如果家裡

來了客人，要多讓孩子參與待客，使之逐步消除恐懼、羞怯的心理。如：教會孩子熱情

有禮貌地招待客人，給客人倒上一杯茶，說：“阿姨，請喝茶。”客人走時，送到門口，

會說：“阿姨再見。” 

總之，我們應根據聽障兒童當前的發展水準及生理年齡，在給予聽障兒童必要的語

言訓練和輔導的基礎上，鼓勵聽障兒童和健聽兒童結對，讓他們在同一環境中，有針對

性地進行融合教育活動。在活動中，還要發揮家長在親子互動中的作用，把融合教育活

動延伸到日常生活和社會交往中去，促進聽障兒童溝通交往能力的發展，為聽障兒童將

來更好的融入主流社會打下堅實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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