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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医教结合，既是特殊教育现代化、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也是特殊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课题。笔者所在学校经

过十多年的研究形成了一套模式，探索了一些方法，取得了一些成效。

【关键词】 特殊教育；医教结合；途径研究

特殊教育“医教结合”的四个途径
江苏省昆山爱心学校　管文娅

医教结合，既是特殊教育现代化、国际化的必由之路，也

是特殊教育内涵发展的重要课题。在新课改背景下，我们怎样

开展“医教结合　综合干预”的实践探索呢？

一、关注语言康复，架起沟通桥梁
首先，组织多样化的语言康复训练形式。一是班级授课制

形式的集体教学，即将8～ 12名学生按照年龄、智力情况分别

安置在相应的班级，学科的任课教师通过生活语文课、生活数

学课、劳技生活课等课程有意识地渗透语言训练，提高学生的

语言表达能力。二是分组训练，每周开设两节语言康复训练课，

每学期开学初将全校学生集中起来，挑选一些目前极其需要语

言康复训练的学生进行走班语言康复训练。三是个别训练，对

于一些语言能力极差或者有语言能力但不爱沟通交流或者一些

无语言的儿童，通过观察、运用各种量表及软件对学生进行言

语方面的测试评估，专业的语言康复教师在此基础上对学生进

行详细的分析后，制订学生的个别化教育计划，在进行教学实

施过程中不断地评定、修正训练目标与进程。

其次，探索科学的语言康复训练策略。一是我们注重运用

现代化的先进技术与设备，运用泰亿格言语康复训练仪、启音

博士语音评估与训练仪、启音博士言语测量等对学生进行专业

的测量与训练。二是我们注重多重感官在语训中的作用，在训

练时准备大镜子，师生互看口形，触摸喉部，感受手背气流等，

运用视觉、触觉等感官配合听觉接受训练。教师还设计不同音

高、不同音色进行发音训练，以加深学生的印象，帮助学生记

忆。同时教师引导学生重点观察发音时的舌位和口形变化，让

学生跟着学发长音、短音和间隙停顿音，让学生仔细观察模仿

教师口形，让学生动手、动口、动脑，多种感官一起参与强化

语言训练。

二、关注动作康复，提高活动能力
首先，强化感觉统合康复训练。一是训练目标清楚，对

不同的孩子选择不同的器械：前庭平衡失调的孩子以滑板、滑

梯为主，其他器械作为辅助训练；触觉功能不良的孩子则以按

摩球和各种爬行为主；本体觉失调的孩子就以跳为主要训练项

目。二是活动难度适宜，设计的训练内容使孩子容易完成，使

儿童产生成就感，增强他们的自信心，活动过程有弹性，让孩

子自己选择合适的游戏过程。三是训练方式灵活多样，单一的

训练比较枯燥，加入游戏的环节，学生会比较兴奋，但是单纯

的游戏时间久了，孩子可能会产生疲劳情绪。我们就加入一定

的故事情节，充分调动孩子的积极性。

再次，强化蒙台梭利康复训练。学校开设了蒙台梭利康复

训练课，运用蒙氏教学法对特殊学生进行康复训练，以改善孩

子不良的行为习惯，发展各方面的能力。一是改善运动机能障

碍，“走线”训练活动中，训练了孩子的专注力和平衡力；在

“插座圆柱体”组的训练活动中，充分训练了孩子的视觉辨别

能力和手眼协调能力；在“粉红塔”训练活动时，训练了孩子

的视觉辨别能力、手眼协调能力、手部控制能力等。二是促进

生活自理能力的发展，蒙氏训练中的扣扣子、拉拉链、倒水、

扫地等工作不仅是对学生精细动作的训练，更是让学生掌握了

自理的技能。三是促进自控能力及注意力的发展，通过训练有

效地改善了他们的注意力。

三、关注艺术康复，插上幸福翅膀
首先，转变教学观念，创新教学方法。一是教师要注重创

设情境，让学生由被动学习变成主动学习，不断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充分地利用课堂资源，让学生各方面得到康复。二是

分层教学，使每个学生的优势得到发挥，使每个学生在适合自

己能力范围内得到相应的发展康复。三是建立多种平台，加强

互动交流和展示。学校创造机会，让每个孩子能展示自己的特

长，能相互欣赏与分享各自的活动成果，在“助残日”等节日

里带领学生走到街头开展义卖活动，展示学生们在艺术康复课

堂中亲手制作的十字绣作品、串珠作品、丝网花、布艺作品和

编织作品等。学生亲自参与活动的体验，帮助他们树立自信心

和集体荣誉感。

四、关注心理康复，打开心灵之窗
学校要开展面对个别教育对象的心理健康教育。针对个体

差异以及对个别教育对象已经出现的各种心理与行为问题进行

心理辅导和干预。通过一对一的沟通方式，由取得心理健康教

育上岗证的教师运用心理健康的原理和方法，对学生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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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17年，陶行知先生回国后，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立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的生

活教育理论。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内涵非常丰富，“活”是陶行知先生的生活教育理论的中心点。生活教育理论

是陶行知先生对中国教育的独特贡献，我们应该把它继承发扬开来┈。┈

【关键词】 生活；教育；语文

擦出生活教育与低年级语文教学的火花
江苏省昆山市周市中心小学校　张艳

生活中出现的问题给予直接的指导，帮助他们排解心理困扰，

并对有关的心理与行为问题进行诊断、矫治。┈

学校要重视心理健康教育方法的探索和改进。一是开展沙

盘疗法，让孩子在一次次的沙盘体验中自性得到充分生长，激

活自我治愈的能量。与此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沙盘分析情况

从侧面适当干预孩子的生长环境或教育环境，给他们提供更强

有力的支持。二是开设“绘本—心理”课程，以学生心理特征

为出发点，依托于实际生活，选择合适的绘本，补偿学生心理

障碍，帮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健康的心理、提高情绪智商、

获得社会交往技能，最终达到基本适应社会生活的总目标。三

是加强与社会义工、爱心团队等的合作。四是开展可视音乐治

疗。可视音乐治疗是集音乐治疗与视觉辅助刺激于一体，利用

多媒体技术实施表现的新一代治疗方法，是一种将特定的音乐

信号和视觉信号转换成其他能量作用于人体，达到康复保健、

治疗疾病的方法，是一种“愉快的自然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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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先生曾给生活教育下过定义：“生活教育是给生活

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

活与教育的关系上来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来说，教

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而成为真正的教育。‘教学做合一’

生活法亦是教育法。‘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解放出

来。‘即知即传’这一原则要把学问从私人的荷包里解放出来。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工

学团或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是在团体生活里争取自觉之进步。

‘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这种教育观

是把教育从游戏场、陈列室解放出来输送到战场上去。”┈陶行

知先生生活即教育包含三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我们所过的生活

及生活所必须的一切东西，便是我们的教育内容；二是生活与

教育必须一致，否则就不能起到教育的作用；三是教育不能脱

离生活，必须与生活相联系，甚至必须与生活打成一片。因此，

在低年级的语文课堂中，我们要认真学习陶行知教育理论，着

力构建生活化的语文课堂，运用生活化教育资源，开展生活化

语文熏陶。

一、创设情景 , 在生活中观察
生活中处处有语文，我们的语文就是从生活中来的。学习

语文，我们要结合生活实际，在现实世界中探索，创设生活情

境，让学生通过回忆生活经验或模拟生活中经历的情景，自然

而然地学习语文。其实，书本中很多的内容都是学生在生活实

际中常见的，或者是经历过的，但是他们经常会习惯性地忽略

掉这些。在实际的教学中，我们需要引导学生用心观察，用观

察去重新加深对生活的认识，从而深化理解课文内容。这就需

要我们教师要有一双慧眼，能够去发现语文和生活的联结点，

真正让我们的生活成为学生的“课文”。

传统封闭的课堂往往只关注书本的内容，没有与生活相结

合，学生学起来很枯燥。其实，教师不仅要关注生活，也要关

注学生的眼光，要用学生的眼光去看世界。课堂上，我们要为

学生创设生动的生活情景，让学生在自己的“经验”之下，放

松地去观察、去学习，让他们能在生活中学习语文，在语文中

进一步感悟生活。在教学一年级下册《识字1》时，正好是春天。

校园里有些花已经开放了，教师可以带着孩子们在校园里走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