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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康结合

学前融合教育是指让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前

幼儿进入普通幼儿园，与普通幼儿共同接受保育和

教育的教育形式［1］。随着医学的进步和“早发现、

早干预、早康复”理念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听障幼儿

在 1岁前就开始康复训练，3岁进入普通幼儿园接

受学前融合教育。学前融合教育对听障幼儿的自

我控制、模仿、同伴游戏、同伴交往等与社会性有关

能力的发展有积极促进作用。参与学前融合教育

的幼儿表现出更高的社会性互动水平，为日后融入

普通小学打下良好的基础。目前我国学前融合教

育存在着融合理念认识与实践程度不足、保教人员

专业化程度不够、特殊教育相关服务水平偏低、设

备和环境适用性水平不高、特殊幼儿的师幼互动与

同伴互动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等问题［2］。为了给

听障幼儿提供高质量的学前融合教育，普通幼儿园

可优化现有管理体系，加强融合班级教师特殊教育

培训，引导教师在了解听障康复知识的基础上，探

索适宜听障幼儿的保教方法，从而更好地满足听障

幼儿学习需要。本研究以 1名普通幼儿园中的听

障幼儿为研究对象，通过设计与实施学前融合教育

支持方案，帮助其更好地康复与成长。

一、个案基本情况

小乐（化名），女，2019年出生，双耳听阈均大于

90分贝，助听后左右耳声场分别为 46分贝和 56分

贝。2021年1月开始双耳戴助听器，3月开始进行听

觉言语康复训练。康复训练一年半后，进入普通幼

儿园，同时每周在康复学校进行1小时亲子同训。

在听觉能力方面，小乐听觉年龄 2岁，双条件

听指令行为稳定，可以理解日常问话；听觉记忆两

项中，“两个名词”稳定，“动词加名词”不稳定；对问

话理解缓慢，迁移转换困难。在言语清晰度方面，

小乐口部协调能力弱，唇舌部的力量不够，灵活度

不佳；说话时嘴巴开合度较小，超过 4个字时容易

整体含糊。在语言表达方面，5个字的短句模仿不

稳定，主动表达意识弱，回答问话停留在三音节词

或者四字词组上。在认知方面，认识基本的形状、

听障幼儿学前融合教育支持方案的
设计与实施
周秋红

【摘 要】 如何帮助听障幼儿更好地在普通幼儿园接受学前融合教育是幼儿园管理者及教师面临的

一项挑战。以 1名听障幼儿为研究对象，设计与实施学前融合教育支持方案，帮助其在普通幼儿园更好地

康复与成长，并从“优化管理体系，营造适宜融合环境；注重课程调适，兼顾听障幼儿；引导同伴支持，促进双

向融合发展；完善互助网络，共建家园融合桥梁”四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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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具有初步的空间感知觉能力，能够区分基本

的空间方位概念，可以辨别基本的质感与触感。

二、个案行为分析

小乐能够遵守基本的班级规则，生活自理能

力、大动作发展较同龄小朋友好，在集体环境中喜

欢独自安静游戏，较少主动用语言表达，很少与其

他小朋友互动，几乎不参加社会性游戏。

小乐生理年龄虽然为 4岁，但听觉年龄只有 2
岁。参照 2岁普通幼儿语言运用的能力标准，无论

在词汇量、句子长度，还是句子整体清晰度上，小乐

的发展都晚于同龄健听幼儿，所以她在幼儿园常常

不知如何用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

小乐在康复学校可以回应个别训练教师的问

话，也可以用简单的词语，如“我要画画”“妈妈帮

我”等表达自己的意愿。但在幼儿园与他人沟通时

不爱说话，可能是因为她在刚进入幼儿园时，老师

和小朋友们听不懂她说的是什么，导致小乐在用语

言沟通交流方面产生较强的挫败感，于是渐渐用手

势或其他动作行为替代语言来表达自己的需求。

小乐在家沟通时，常常还没有表达清楚自己想

要的物品，家长就通过她的眼神及动作作出判断，

帮小乐把需要的物品准备好，没有给小乐重复练习

表达的机会，强化了小乐的非语言表达行为。

三、学前融合教育支持方案的设计与实施

（一）以问题为导向设定目标

支持方案的设计目标是让小乐能够自信、自由

地在幼儿园使用语言交流，学会用语言表达需求、

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在户外游戏或室内区域游戏

中，小乐每小时至少要与他人有10次语言交流。

（二）以结果为导向选择方法

运用鼓励与强化的方法增加小乐语言表达次

数，使其养成在幼儿园用语言表达需求的习惯。教

师要鼓励和强化小乐的说话行为，同时对小乐的非

语言表达行为进行消退，要求小乐每一次都要用语

言表达需求（初期只需要说出关键词）。

（三）以兴趣为导向实施干预

教师首先观察小乐在哪些环境或游戏情境中

想要表达，然后创设小乐喜欢参与的活动，在活动

过程中和结束后与小乐多用语言交流。比如小乐

喜欢飞机，教师开展“飞机总动员”主题活动，在活

动中抓住适当时机鼓励小乐说话。当小乐想要表

达时，不论她的表达是否清楚，教师都要给予强化。

教师可以用非语言的方式鼓励她，如一个微笑、拍

拍肩膀或者竖起大拇指。但为了给小乐更多的语

言示范，教师主要运用语言的方式表扬小乐。

教师带小乐观察其他幼儿的社会性交往活动，

在观察的过程中用简单明了的语言告诉小乐其他

小朋友在做什么。如路过音乐游戏区域时，教师可

以说“看，西西在唱歌，明明在唱歌”，而不要说“看，

西西和明明在表演音乐剧”。因为小乐无法理解较

复杂的长句与较高级的词汇。当小乐表现出很感

兴趣，想要参与活动时，教师便将小乐带到活动小

组旁，和小乐一起观察一会儿，再问她“你要玩

吗”。如果小乐愿意，就鼓励她加入游戏，并引导她

对小伙伴们表达“一起玩”。当小乐与同伴互动时，

不仅要表扬小乐，还要表扬一起互动的普通幼儿。

教师一开始固定安排 2—3位小朋友与小乐互动，

并对主动与小乐游戏的幼儿进行奖励。

当小乐愿意说关键词后，教师逐步帮助她拓展

词汇与句式。如小乐想要飞机时会说“要”，教师引

导她增加句子长度，从“我要”变成“我要飞机”。小

乐目前的能力水平还不能说清楚“飞机”，教师不需

要刻意提醒小乐说得不对，只需要自然地重复“飞

机”的正确发音即可。在小乐喜欢用语言表达后，再

帮助小乐说清楚，否则小乐容易失去用语言表达的

信心。

四、讨论与建议

（一）优化管理体系，营造适宜融合环境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幼儿园的

教育要为每一个儿童，包括有特殊需要的儿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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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支持与帮助，创设接纳、关爱和支持的良好

环境。《幼儿园保育教育质量评估指南》在评估指标

中提出，要“重视有特殊需要的幼儿，尽可能创造条

件让幼儿参与班级的各项活动，同时给予必要的照

料。根据需要及时与家长沟通，帮助幼儿获得专业

的康复指导与治疗”。听障幼儿被接纳是第一步，

在环境中受益并得到发展才是关键。

接收听障幼儿的普通幼儿园，要优化管理体

系，成立融合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架构融合教育责

任团队；寻求区域融合教育资源中心或特殊教育指

导中心的帮助，加强与康复学校或康复机构的联

系，建立与个别训练教师、巡回指导教师之间的交

流机制；多途径开展特殊教育培训，多维度进行融

合教研活动，提升教师专业素养。例如，教师可以

邀请个别训练教师、家长、听力师、巡回指导教师建

立线上交流群，及时交流反馈听障幼儿在园的语言

表达、社会性参与情况，共同探究如何更好地帮助

听障幼儿融入班集体。

（二）注重课程调适，兼顾听障幼儿

课程游戏化理念的核心是关注儿童的需求和

兴趣，让幼儿园课程更具有游戏精神。教师不只是

课程实施者，更是课程改造者，在观察幼儿的基础

上，为幼儿各方面的发展创造条件。

课程预设要结合听障幼儿个别训练学期计划

及当前训练内容。例如，个别训练教师给小乐设计

的语言领域周计划是主动表达句式“某某吃什么”，

那么幼儿园教师在课程设置中就可以设计与食物

相关的主题，并在就餐环节多询问小乐。如果小乐

不回答，则可以询问其他小朋友，如问“小花，你在

吃什么”，引导小花回答“我在吃排骨”，为小乐营造

一个自然的语言学习环境。小乐的个别训练老师

也要了解小乐在幼儿园的课程计划，结合幼儿园的

主题教育开展个别训练。

（三）引导同伴支持，促进双向融合发展

听障幼儿由于沟通方式局限于手势、身体动作

和不清晰的口语，与健听幼儿沟通存在障碍。融合

幼儿园小班的健听幼儿对听障幼儿的认识和了解

最少，对其接纳度低于中班与大班的孩子，需要教

师加强引导，促进普特幼儿共同发展。

幼儿园可开展主题教育活动，如结合每年 3月

3日全国爱耳日，对幼儿进行爱耳知识、护耳知识的

宣传讲解，帮助健听幼儿了解自己及听障幼儿的耳

朵，认识助听辅具，学习与听障幼儿有效交流的方

法。在小乐入园后，教师开展“认识小耳朵”的主题

活动，让健听幼儿理解小乐是因为听不清楚而表达

不清楚，不是故意不好好说话或不愿意交流。引导

健听幼儿在和小乐说话时用简短的话语，放慢速

度，多重复几次，帮助小乐理解。这样既能强化听

障幼儿的自我效能，增加其社会性活动，也会激发

健听幼儿对残障人群的关心，提升其社会责任感和

同理心。

（四）完善互助网络，共建家园融合桥梁

2022年 1月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

育人机制，中小学校、幼儿园应当将家庭教育指导

服务纳入工作计划。融合幼儿园要为普通幼儿家

长提供融合教育宣导服务，加深其对融合教育的认

识。同时要让听障幼儿家长定期进入班级或者以

观看视频的方式观察幼儿行为，打消听障幼儿家长

的顾虑，家园协作，共同帮助听障幼儿解决沟通交

往的难题，促进听障幼儿在情感、态度、能力、知识

和技能上的全面发展，共建家园融合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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