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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视域下聋校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策略探究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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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探究聋校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策略，目的是贴近聋生的生活经历和学习需要，有效提升聋校语文教学效率，促
进聋生语言文字能力的形成和发展。通过分析优化聋校语文课堂教学的前提和基础，结合教学课例提出优化语文课堂

教学的五项策略：图文结合，促进理解；渗透导学，习得方法；读写并举，提高能力；顺学而导，发展思维；品读悟情，引发

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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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存在听觉障碍的学生（下称聋生）来说，习得和掌握语言文字进而能够运用语言文字与人交

流、平等参与社会生活是理想的追求。结合生活教育理论，将聋生的语言文字学习与生活世界紧密联

系，把握聋校语文教学规律和聋生语言认知特点，使课堂教学真正落到现实生活的语言表达和沟通上，

是生活视域下聋校语文教学倡导的教学宗旨。围绕聋校语文课堂教学优化策略开展探究，着重分析优

化聋校语文课堂教学的前提和基础，并结合教学课例提出具体优化策略。

１　优化聋校语文课堂教学的前提和基础
１．１　聋生学习语言文字的主要任务

聋生与健听学生的语文学习有着天壤之别，健听学生有听话能力，靠听觉学习语言，有一定的口语

基础和抽象思维，在入学前就在与周围人的交往中自然地学会了句子，他们学习语文属于语言学习的提

高阶段。聋生由于听力的缺陷，不能充分利用周围丰富的语言刺激帮助自己形成口语，只能通过简单原

始的手势比划、表情、指点等方式与人交流，缺乏抽象思维。直到入学以后，在语文教学的帮助下他们的

口语和书面语才逐步建立起来，所以聋生学习语文主要是习得基础性的语言（口语和书面语），如掌握

事物的名称、表达的方式、语境的理解、语用的把握等。因此，聋校语文教师应尊重聋生的生命价值和主

体性，尽可能把握聋生的能力发展水平，确立其掌握语言文字的合理目标，这是优化语文课堂教学的重

要前提。

１．２　聋生掌握语言文字的突出特点
健听学生通过语言来学文字，“语”是“文”的基础；而聋生通过文字来学语言，“文”是“语”的支架。

简言之，健听学生是“先语后文，由语及文”，聋生是“依文学语，读写并举”［１］。其主要呈现两个特点：一

是以目代耳识语言。语言是抽象思维的工具，但是聋生由于听力缺陷，认识和理解语言时，“往往是将

听觉符号转换成视觉符号，凭借视觉感知语言、学习语言”，无法从丰富的语言材料上认识事物的本质。

二是以手代口用语言。聋生在学习生活中大多用手势比划，只能采用符号系统来学习，缺乏语言学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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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过程，这使得他们的语言学习不能利用自然法则。同时中国手语词汇非常有限，大多是形象，表义

的，与书面语完全脱节，故存在一些局限，甚至对语文学习产生负面干扰。

２　例谈聋校语文课堂教学的优化策略
２．１　图文结合，促进理解

聋生获取信息、感知活动主要依靠视觉，触觉、听觉（残余听力）等其他感官起辅助作用。“借助教

学辅助手段，发挥聋生多种感官的代偿功能，可在很大程度上帮助聋生克服理解抽象性知识的学习障

碍。”［２］４４课堂教学中应采取多样化手段实现“图文结合”，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和学习动机，促进对文本

的感知与理解。如课例１《斑羚飞渡》：
１）设疑：斑羚的后面是（猎人、猎狗在追赶），前面是（悬崖），两座山都是（笔直的绝壁，无路可走）

……怎么办？请大家快速默读第８～１５自然段。
２）提问：斑羚采用什么方法摆脱绝境？课文中哪一段详细描写了具体过程？
３）引导学生边读边想，勾画出描写老斑羚和小斑羚“飞渡”的动词。
４）齐读片断，加深印象。出示动画“斑羚飞渡”，直观感受情境。
交流：读到这里，你的心情是怎样的？（生答：悲伤、难过……）

５）你能根据课文带感情地复述吗？要求：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动词。
同桌互相复述，教师巡视辅助和指导；学生代表复述，播放“结对试跳”动画。

６）师：在你的心目中，这是一幅什么样的画面？（学生交流感受：悲惨、震惊、悲壮……）
动物小说《斑羚飞渡》引人入胜，但聋生在理解斑羚如何“飞渡”的情节时却模糊不清。引导学生初

读感悟、勾画关键动词，再运用交互式课件，使聋生直观感受“斑羚飞渡”的全过程。在“阅读感悟、动画

观赏、动作联结”铺垫下，组织学生进行复述。图文紧密结合，帮助学生梳理情节，同时培养复述能力，

加深了情感的体会。

２．２　渗透导学，习得方法
反思聋校语文课堂，教师往往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阅读的主体是学生而不是自己。所有的感知、

理解、体会都必须是以学生自主的阅读为前提才能有效达到，教师主要在于引导和调控。“聋生学习方

式的改变是以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为前提的。”［３］在聋校语文课堂教学中，教师要从分析课文内容的教

学转向以方法为导向的教学，注重读法、学法和写法的指导，努力培养阅读理解和自学能力。如课例２
《中国石拱桥》：

１）读课文，思考作者按怎样的顺序介绍中国石拱桥的？
师生共同归纳写作顺序并小结写作方法。

２）快速浏览，归纳出中国石拱桥的特点。
观赏石拱桥图片，学生从文中找出描写石拱桥特点的词语。

３）课文介绍了哪两座桥？是如何具体介绍的？指名口头填空，师评议。
课文具体介绍了（　　 ）和（　　 ），这是运用了（　　 ）的说明方法。
课文从（　　 ）、（　　 ）、（　　 ）三个方面来具体介绍这两座桥。
４）研读文本，从赵州桥、卢沟桥的描写中找出说明中国石拱桥特点的文字？分组活动：结合课文和

图片找出相应的句子，探讨两座桥的不同之处并填表。

５）出示图片对比赵州桥和卢沟桥。思考：这两座桥都有以上的共同性，那它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为什么要选这两座桥来写？交流：两座桥的结构特征、他们的个性和共性。

首先让学生从写作顺序入手回顾课文内容，对全文有一个完整清晰的思路，然后围绕中国石拱桥的

特点和两个典型展开研讨。教学中重视对学生进行阅读方法和领会文本的示范和指导，使他们在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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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在读中思考，做到了“读为所用”。渗透学法指导的目的是为了适应社会交际的需要，加大聋生自

主学习的力度，强调“老师不要一切包办，要给学生充分思考的空间。”［４］２８

２．３　读写并举，提高能力
国学大师品叔湘说过：“使用语文是一种技能，具备两个特点，一是正确，二是熟练。要正确必须善

于模仿，要熟练必须反复实践。”聋生在阅读时看不懂，写作时写不通，其原因在于普遍存在语言形式与

语言内容脱节的特点，加上教学措施不力，问题越发严重。从聋生学习语文的任务来看，语言文字的训

练是语文教学的重点。什么是训练？“训”即教师教导、指点，“练”即学生反复、有针对性的实践。因

此，语文课堂教学要将文本理解和学习表达有机融合，注重培养学生听说读写的能力。如课例３《少年
闰土》：

１）读文思考：“我”与闰土初次见面，闰土长着什么模样？
快速阅读，请用笔把课文中描写闰土外貌的词句用“────”画出来。

２）指导朗读。
闰土来了，你们的心情怎么样？让我们带着高兴的心情去见闰土吧。

３）过渡：闰土是个怎样的少年？（生答：年少、健康、活泼、可爱……）
师小结后再问：为什么？作者是怎么写的？

交流：抓住了闰土外貌特点来写，如“紫色的圆脸”“戴小毡帽”等。

４）仿写你熟悉的一个人的外貌。
学习鲁迅描写闰土外貌的方法，用一段话描写你熟悉的一个人的外貌。

选择２名学生习作，共同评议。
让学生在朗读人物描写片断后感悟人物形象，再设置仿写练习，当堂模仿作者描写的方法仿写自己

熟悉的人的外貌。教师抓住课堂中黄金时间，给学生创造语文的实践机会，落实了读写并举的教学原

则，促进了学生语言的积累和运用能力。

２．４　顺学而导，发展思维
聋校师生之间存在一定沟通和思维的客观障碍，预设往往估计不到位。所以，上课时要仔细观察学

生，不能忽视他们是富有生活气息的完整的人。同时“特殊教育不同于普通教学，也就是说特殊教育的

语文教学更加注重学生的智力启迪。”［５］２０２教师要善于根据学情灵活引导，鼓励聋生积极表达自己的观

点，提倡创新思考问题的视角，有效发展学生思维。如课例５《社戏》：
１）提问：课文中写了哪些人物？（我、双喜、六一公公、桂生、阿发、母亲……）
２）请运用“我喜欢文中的＿＿＿＿＿（人物），因为他（他们）＿＿＿＿＿（评价其性格的品质），比如＿＿＿＿（举人

物表现）”的句式，结合课文合作讨论。教师示例讲一个人物的一个品质。

３）学生代表上台汇报，教师相机提问，引导学生阐述观点。
交流一：“我喜欢文中的六一公公，因为他是一个朴实的人。比如他知道……”

交流二：“我喜欢文中的阿发，因为他为人正直，还是个憨厚无私的男孩……”

交流三：“我喜欢文中的母亲，因为她是温柔、仁慈、关心我的好母亲……”

４）出示其他代表性的人物描写，朗读感悟。
５）归纳：课文中写了一个群体人物形象，他们热情好客、淳朴无私、勤劳善良……
课堂上，聋生注意力集中，参与度高，能积极思考并自主解决问题。根据课文设计的句式练习有效

锻炼了学生的文字组织能力，教师没有设置固定答案，而是引导、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自己的所感所悟，落

实了聋生语言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培养任务。

２．５　品读悟情，引发共鸣
《聋校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试行）》中强调“关注聋生发展，提高语文素养”的课程理念。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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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养包含语言的积累、语感和语文运用能力，也包含文化、审美、思维品质和道德修养。相比传统聋校语

文教学关注语文知识的传授和语言缺陷的补偿有很大转变，教师需打破聋生感情淡薄和思想执拗的观

念，如重视拉近聋生与文本的情感距离，使他们能更多感受和表达情感，逐渐形成健康积极的情感、态度

和价值认知。如课例４《卖火柴的小女孩》：
１）自由默读第五自然段。
２）品读感悟，共同探究。
提问：小女孩从火光中看到了什么？（生答：小女孩看到了温暖的大火炉。）

齐读小女孩幻想的句子，问：当小女孩看到温暖的大火炉时，她的心情怎样？

（指名生答：高兴 舒服 幸福……）

带着小女孩的心情朗读句子，加深感受。

齐读火柴灭了的句子，体会幻想与现实的对比。

欣赏小女孩第一次擦火柴的动画视频。再次带着感情朗读句子。

说说小女孩为什么会从火光中看到大火炉呢？

３）齐读句子，产生共情。
教师在教学中将“体会、欣赏、共情”与朗读灵活穿插，使学生逐步走进人物内心，产生共鸣从而总

结出小女孩为什么有这样的幻想，体会小女孩所处现实的残酷。教师以饱满的情感，借助读、写、演等多

样化的体验，让聋生在学习中获得情感和思想的熏陶。

３　结语
聋校语文教师提高课堂教学效率是责任更是使命。生活视域下聋校语文教学倡导教师转变传统观

念，把握聋生认知规律，创新课堂教学方式，激发聋生学习热情，切实提高聋生语言文字的实践运用，促

进聋生语文素养的有序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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