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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殊教育教学法是特殊教育教学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是教师赖以完成教学任务，达到教学目标的根本保证。在
教学过程中，教师必须谙熟特殊教育教学方法的原理，并能够把普通教学方法通过一定方式的调整转化为在对特殊儿童开展
教学中能够使用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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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特殊教育教学方法的原理 
1.1 科学化原理 
在教学方法上，各类特殊儿童的教学，都容易移用普通

儿童教学经验施教。这主要是由于对特殊儿童的特点还没有
科学的了解，尤其是对特殊儿童的认知特殊规律没有透彻了
解。教学方法不科学，会扼杀特殊儿童智力、能力的发展。
在 150年前恩格斯就讲过这个刚题，他指出：爱北斐特理科
中学的经费非常充足，因此可以招聘最好的教员，开设比较
完整的班次。但这个学校流行着一种非常可怕的背书制度。
这个制度半年的时间就会使一个学生变成傻瓜。实践证明，
恩格斯的论述是十分正确的。普通学校的高分低能现象的产
生原因之一就是教学方法陈旧落后，缺乏科学性。比如在对
聋哑儿童的教学中，如果只知道教学速度减慢，而不讲究教
学方法的科学性，会影响知识的传授、能力的培养、智力的
开发。教学方法的科学性原理，主要指不光凭经验教学，而
要在对受教育者的身心特点、认知规律、教材知识结构有科
学了解的基础上，选择恰当的教学方法。比如聋童教学的“综
合交际法”，不仅综合了长期聋童教学经验，而且是合乎科
学规律的。 

1.2 个性化原理 
各类特殊儿童个别差异显著。其具体表现，一为个别间

差异，如聋哑儿童中存的聋与重听。每一群体内各类儿童在
某一身心特质上都存在差异。一为个别内存在差异，即同一
个学生的各种特质与能力之间显现的差异。个别差异的存在，
决定了在编班上绝对的同质是不存在的。无论如何严格的选
拔。非同质性仍然存在。这就决定了特殊教育班级人数都不
可过多。如聋哑儿童每班 10 人左右。个别化教学方法与集
体教学结合，在备类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安置办法中更加重
要。因为两者结合不仅有适应特殊儿童能力、经验和需要上
的差异的作用，而且有保证不影响普通儿童发展的作用。教
学方法个别化，并非实行个别教学，不是一对一地个别施教。
教学方法个别化，是着眼于同一教材教法不能针对班级教学
中学生程度差异时，在教学过程中针对个别学生能力和能力
倾向，适应每个儿童的需要、兴趣。学习目标、教材、学习
方法、学习环境等，都要个别地组合。所以，教学方法上不
仅提倡个别化教学，而且提倡个性化教学。 

1.3 多样化原理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前者是说从教学方法论上看有规

律可循，后者则是讲体现在具体的一个教师的教学中，针对
具体的教材和学生，应该采用何种教学方法，运用什么手段，
则要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异。前者讲教学方法的科学
性，后者是讲教学方法的艺术性。而在具有个性的、个人风
格的教学中，教法则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所以，教学
方法贵在灵活巧妙地运用。教法灵活多样，可以保证因材施
教原则的贯彻实施，保证提高教学质量。教学方法灵活多样，
要求教师要深入、熟练地掌握一般教学方法体系；要求教师
对于特殊教育课程和教材，对所任班级学生的身心特点有透
彻的了解。教学方法的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教育机智。教
师能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是一个教学方法经验积累和
不断对使用教法的经验加工提炼和再运用的实践——认识
——再实践的不断反复的过程。 

2 特殊教育教学方法的应用 
普通教学法适用于聋哑儿童教学。普通教学法指我国中

小学常用的教学法。我国中小学常用的教学法可以归纳为两
大类，第一类是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其中包括讲授
法、谈话法、读书指导法和讨论法 4种具体方法；第二类是
以直接感知和动手操作为主的方法，其中包括演示法、参观
法、练习与操作法以及实验法等 4种具体方法。上述 8种普
通教学法都适用于对聋哑儿童的教学。索里和特尔福德认为，
在有关感觉、运动、智力与个性变异的领域中的一致意见支
持这样的看法：各种差异实质上是量的差异。国外一体化教
育，我国特殊儿童随班就读的成功经验都证明：特殊儿童与
普通儿童在一个教学班学习，使用基本相同的教学方法，是
能够保证教学活动正常进行的。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把特
殊儿童安置在普通（班）校和正常儿童一起学习，不只是一
种教育形式，而且教师要按这些儿童的个性特点施教，要在
其他许多方面采取相应的调整。 

一方面，以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的准备与调整。以
语言传递信息为主的方法有如下几个方面：一是讲授法，教
师通过简明、生动的口头语言向学生系统地传授知识、发展
学生智力的方法。二是谈话法，是教师和学生以口头语言问
答的方式进行教学的一种方法。三是讨论法。是在教师指导
下，学生以全班或小组为单位，围绕教材的中心问题，通过
讨论或辩论获得知识或巩固知识的一种教学方法。四是读书
指导法，是教师指导学生通过阅读教科书和课外读物获得知
识，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的教学方法。在特殊儿童教学中使
用上述 4种教学法，需要提供一定的准备或作适当调整。关
于学习准备状态一般指那些促进学习或妨碍学习的个人特
点的总和。这种准备状态是依据学习同个体身心发展有关方
面提出的。比如，聋童在掌握手语之后教师就可以将手语与
口语结合，使用讲授法、读书指导法以及讨论法进行教学。 

另一方面，以直接感知和动手操作为主的方法的准备与
调整。以直接感知和动手操作为主的方法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演示法：教师在课堂上通过展示各种实物、教具或进行
演示实验，使学生通过感官获得认识的教学方法。二是参观
法：学生走出课堂到社会实际中进行参观、考察而获得认识
的方法。三是练习与操作法：在教师指导下通过学生动手动
口进行练习或实验操作而巩固知识、形成技能、技巧的方法。
四是实验法：在理科教学中学生使用仪器设备引起某些事物
或现象的发生和变化，从而使学生获得知识，形成技能的自
然科学学科的教学方法。比如，聋童教学中使用演示、参观、
练习、实验等方法，除去应注意计划性、系统性，突出事物
的变化和关键内容等要求外，还应注意这些方法与讲授、谈
话、读书指导等方法的结合。在聋童教学的全过程，无论哪
门学科和哪个年龄段都应该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训练学生
听话（利用残余听力）、看话、说话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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