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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式教學模式在聾校 Photoshop 教學中的探究 

何心竹 

江蘇省無錫市特殊教育學校   

 

摘要 

社會的發展需要綜合型、多元化的人才，不僅對健全人如此，社會對聾人的要求也越來

越高，要培養具有較高綜合能力的聽障學生人才，更需要我們特教資訊技術教學能轉變教學

模式，優化教學方法，不斷探索、總結。Photoshop 課程是我校職業高中階段聽障學生必修

的一門課，如何在 Photoshop 教學過程中，既讓聽障學生掌握課程要求的基本知識技能，又

鍛鍊聽障學生學習能力、思考能力、創新能力，提高聽障學生的綜合資訊素養，就需要老師

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總結。筆者近幾年來，在 Photoshop 教學中以主題為切入點，

對 Photoshop 課堂教學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與實踐，形成了新的教學模式—主題式教學模式，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本文就主題式教學模式在 Photoshop 課堂教學中所凸顯的優勢進行分

析，重點闡述了筆者實踐主題式教學模式的五個步驟，並以其中一個主題為例，展示了整個

教學過程。 

關鍵字：教學模式、聾教育、Photoshop教學 

 

一、背景 

    因便捷的操作環境、強大的功能以及友好的介面，Photoshop圖像處理軟體越來越廣泛

的被應用於各個領域。 

作為我校職業高中階段聽障學生必修的一門課，如何在 Photoshop 教學過程中，既讓聽障學

生掌握課程要求的基本知識技能，又鍛煉聽障學生學習能力、思考能力、創新能力，提高聽

障學生的綜合資訊素養，就需要老師在教學實踐中不斷探索、不斷總結。筆者近幾年來，在

Photoshop 教學中以主題為切入點，對 Photoshop 課堂教學進行了有益的探索與實踐，形成

了新的教學模式—主題式教學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二、主題式教學模式的涵義 

    主題式教學模式最早出現在語言類教學中，它是 CBI 教學理念中的一種。CBI

（content-based Instruction）即內容教學法，是指將語言教學基於某個學科或某種主題之

上的教學理念。主題式教學模式就是指教師提供一個具有高度動機的環境，學生在其中可以

接觸和某個主題相關的各種領域的學習內容，教師的教材有時可以橫向編選和該主題相關的

教學材料，有時可直接打破學科之間的限制，在教學中整合不同領域的內容和策略。 

就 Photoshop 教學而言，主題式教學模式是以學生為中心，教師設計出各種不同的主題，將

有關的教學內容融入主題中，讓學生們緊緊圍繞這個主題開展學習活動，使技能操作成為表

達主題的一種手段，達成課程標準的三維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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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題式教學模式在 Photoshop課堂教學中所凸顯出的優勢 

1、主題式教學模式將鬆散的知識點聯繫到了一起，使操作更有目的性。 

在多年的 photoshop 教學中，筆者發現，聽障學生普遍存在以下三方面問題：一是模仿

性操作存在表面現象，模仿能力強，能記多個操作步驟，但操作目的不明；二是知識點不連

貫；三是遺忘率高。因此，在傳統的“講—練—評”教學模式下，聽障學生的學習效果不佳。

而主題式教學模式，以主題為切入點，根據作品形式的需要，圍繞需要分析操作技能，从而

產生學習的內動力，在這樣的課堂上，經常會聽到類似的問題 “老師，我想要呈現這樣的效

果，怎麼做呢？”明確了學習目的，多個操作技能就會自然的聯繫到一起，增強記憶。 

2、主題式教學模式從單一的技能教學擴展成為多學科的知識體驗，多維度的情感體驗。 

傳統的教學模式中，單一的技能教學，使情感態度價值觀目標在不斷的操作練習中名存實亡。

聽障學生在主題式教學活動中，根據主題，展開討論，並深入相關領域，進行橫向學習，擴

展了知識面。而圍繞主題的討論、交流、展示、評價等環節，使聽障學生的情感得到充分的

體驗，教師若引導得當，能使交流上升到精神層面，觸及學生的精神世界。同時在這個過程

中鍛煉了語言表達的能力，學會了傾聽，提升了溝通的方式方法。 

3、主題式教學模式有利於培養聽障學生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創造性思維能力 

模仿練習是學習 Photoshop 的入門訓練。對於聽障學生來說，在傳統演示法中，不斷的模仿

他人的作品，只會讓聽障學生更不會思考，更沒有創意。當真正需要聽障學生進行創作時，

他們便無從下手。在主題式教學模式下，聽障學生會遇到各種不同的主題，沒有既定的操作，

面對與主題相關的問題，聽障學生可以進行發散性思維，找到適合自己的呈現方式，通過自

主、互助等方式進行研究、探索，尋求解決問題的辦法，在解決問題的同時掌握相應知識。

這種非模仿性教學，能充分照顧到聽障學生技能水準的個體化差異，使每個聽障學生都能通

過自己努力完成獨一無二的作品，更有成就感，在完成作品時能勇於創新，樂於創新。 

 

四、聾校 Photoshop教學中主題式教學模式的實踐 

1、確定正能量主題，提高聽障學生學習積極性 

心理學家 Carl Rogers認為學習者必須感到他們所學的內容和他們個人相關，在情感上積極

參與學習，體驗到學習的過程（而不是僅僅被教）。因此主題教學模式實施的過程中要想獲得

好的效果，就必須在主題的設計上貼近聽障學生、貼近生活，並且傳遞正能量，發揮正向作

用。比如說各個節日、學校活動、社會熱點等。上學期，我借教師節之際開展了“感謝師恩

送個性賀卡”主題活動；校園文化藝術節時開展了“校園宣傳冊設計”、“校園明信片設計”

等；十八大期間開展了“畫報設計—十八大與我們的未來”；頒佈新交規後，又開展了“交

通標識設計—請系好安全帶”等等。這些主題活動，大大激發了聽障學生的創作熱情，並且

這些正能量主題還能配合好班級的活動，促進德育工作的進行。 

當主題確定好以後，教師還要根據主題對Photoshop教學的內容進行組織、篩選、提煉，並且

將教學內容設計到問題中，引導聽障學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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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進行腦力激盪，激發聽障學生的靈感和創新意識 

主題式教學模式中，學生從主題出發，自由聯想到任何事物、情景、形態等，对發散性聯想

沒有任何限制，聯想到的詞語實際上就是一個個意象的符號。由確定的關鍵字尋找相關聯的

形式要素（通常是對應的圖像），對圖像的形式分析就成為教學的核心內容。具體做法是： 

首先，準備一本本子，圍繞主題，通過問題、交流、討論，把自己的想法、靈感用文字、圖

片的形式記錄下來。例如，“感謝師恩送個性賀卡”主題活動中，我要求每個學生為 1~2 個

老師設計專屬這個老師的賀卡。大家從老師外貌長相開始討論，談到老師上課語言行為特點，

穿著的特點，任教學科的特點，大家還互相補充，儼然就像是在準備一篇關於“我的老師”

的作文，每個學生的積極性都很高。 

然後，抓住顯著特點記下來。看看學生們寫的吧：“某老師最喜歡穿旗袍”，“某老師下班

路上喜歡聽耳機”，“某老師籃球很棒”，還有學生用畫面描繪老師。看來同學們的觀察還

是很仔細的。課後，我仔細分析每個聽障學生在本子上寫、畫的東西，聯繫教學內容，思考

通過怎樣的方式進行呈現，歸納出學生的共性知識需求和個別知識需求。 

3、分解大主題，指導聽障學生突破知識障礙 

教師的職責不僅在於“教”，更重要的是指導學生“學”，不僅要讓學生學“操作”，更重

要的是讓學生學“解決問題的方法”。熱鬧的腦力激蕩過後，要回歸主題。 

首先，通過本子上傳遞的資訊，掌握創作意圖，发现創作中的閃光點。指導聽障學生結合文

本，梳理畫面要素，分解大主題，做好圖像處理和文字材料的準備工作。在此可以取他人的

作品範例，進行演示分析。將分解的要素一一記錄下來。聽障學生一開始分析記錄這項工作

時，進行的會比較慢，到後來，合理科學的分析，有助於提高聽障學生設計作品的效率。以

《賀卡》活動為例，期中一本活動記載本上需要記錄：(1)下載與老師神態相近的卡通人物圖

片；(2)學科教學用具的圖片；(3)祝福語（也可自編）；(4)選擇合適的背景顏色或圖片。 

其次，就是要在 Photoshop 中合理的組合這些文字和圖片。對於共性的知識需求與個別知識

需求，根據難易程度，靈活選擇授導型教學法，探究性教學法或是其他教學法。在此期間要

注意聽障學生的個體差異，充當好指導者的角色。在教學手段上，既要充分運用多媒體教學

手段，也要發揮傳統教學的優勢。最後學生進行總結知識點，從而完成知識的建構。 

《賀卡》教學活動中，主要舊知技能是新建檔的尺寸、移動工具、自由變換、文字輸入等。

新知技能有：魔棒工具、文字豎排、圖層基礎知識等。直排文字，可以自主探究，圖層基礎

知識，全體授課，魔棒工具部分聽障學生自學，能力相對較差的聽障學生進行個別輔導，有

問題及時回饋，並做好知識點總結歸納工作。 

4、交流作品，讓作品更上一層樓 

完成了階段性成果並不是主題式教學的結束，學生可以利用電子白板展示自己的作品，分享

設計理念和製作過程，傾聽大家的評價。同時培養聽障學生相互學習、謙虛謹慎的人生態度。

教師也要充分考慮到聽障學生的個別差異，注重過程性評價及聽障學生的能力進步評價，肯

定聽障學生在自主學習、溝通交流、以及基本技能、版面設計、色彩平衡、作品亮點等各方

面的成績。避免將評價變成批評，將學生評價變成挑刺。在這種溝通交流中，聽障學生能發

http://www.docufreezer.com/?df-dlabel


 

230 

 

現作品的閃光點，也能發現作品中的問題，及時解決，進一步提升作品品質。 

5、列印作品，展示成果 

列印作品，展示成果這一過程非常重要。一開始覺得沒有必要，學生能力鍛煉起來就好了，

但是一年多的嘗試發現，聽障學生在作品設計的過程中，積極性很高，但是當作品完成後，

聽障學生的反應卻有些冷淡，並且一些學生不願修改自己的作品，覺得沒有必要。為此，我

提出用自己的錢列印作品展示班級成果時，學生一開始都搖頭說，我做的不行。後來索性從

教授 Photoshop 的第一個作品起就開始列印。後來，聽障學生反而變得自信了，作品品質一

個比一個高，就是能力再差的學生，也有積極性，後來班級學生體恤我，都說用班費吧，我

也樂意的接受了。一般我會以下列幾種方式展示我們的作品：(1)用來班級佈置，例如海報；

(2)贈送老師，如賀卡、交通標識；(3)互相饋贈，如明信片、書簽；(4)交差，如藝術節電腦

繪畫等。不僅學生有成就感，收到贈品的老師很高興，班級的凝聚力也提升了。 

下面本人展示幾個上學期的成果： 

 

 

 

 

 

《謝師恩 送個性賀卡》 

 

 

 

空白處可填入讀書感想 

  

 

《校園宣傳冊》                《教室讀書角海報》 

著名教育家贊科夫說過：教學法，一旦觸及學生的情緒和意志領域，觸及學生的精神需

求，這種教學法就能發揮高度有效的作用。實踐證明，主題式教學法及其教學模式，通過解

決聽障學生身邊的實際問題來實現聽障學生對知識的掌握，能力的培養，大大提高了學習的

積極性和主動性，尤其適用于聽障學生水準參差不齊，應用性比較強的課程教學中，它優化

了我們的課堂教學，提高了教學的品質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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