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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教育

    1 前言

"  上海市闸北区小小虎幼稚园在进行HSL理论
[3]
和

1+X+Y模式
[9]
的实践研究中发现：现行的“新概念学

说话”多媒体系统有效地激发了聋儿学说话的积极性，

大大提高了聋儿康复的整体效果
[2]
。但它毕竟是一套

固化、物化的教材，在集体教学的环境中不能完全满

足我们康复教学活动的需要。因此，我们在1+X+Y聋

儿康复教育模式的实施过程中适时地引入了生成课程

的研究。

"  目前，生成课程主要体现在集体教学中的主题教

育、区角活动、运动活动和生活活动等环节。在确保

基本康复教学目标达成的同时，我们要求教师善于发

现聋儿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所隐含的康

复教育价值，适时地调整康复教学的内容和难度，并

将这些内容转化为聋儿的知识和能力。一年多的研究

表明，生成课程可以很好地拓展“新概念学说话”教

材的应用范围，使“新概念学说话”教材成为一套不

断更新的“动态”资源库。本文将对一年来在1+X+Y

模式下所进行的生成课程的实践研究进行总结。

""2 聋儿康复教育中生成课程的内涵与特点

"  2.1 聋儿康复教育中生成课程的含义

"  现代课程观认为，课程是由教师、学生、教材和

环境四者相互作用形成的。所谓生成课程就是强调在

课程形成过程中，教师根据具体的教学情景，结合学生

的兴趣和需要，在合理的情况下对教材内容进行适当

的修改，以师生互动的方式使儿童获得知识和能力
[10]

。

然而，在聋儿康复教育的实践中，生成课程的最终目标

是：在集体教学的环境中，创设一种能让聋儿自主、自

由学习的课程，寻求一种能适应聋儿康复的最佳方式，

在现行的以视觉、听觉为主的学习中进一步地增加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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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体验为主的自主式学习内容。要强调生成的指向

性，特别是有意识地指向个别化康复（听觉功能、言语

技能以及认知能力）的生成。

"  2.2 聋儿康复教育中生成课程的特点

"  2.2.1 目标与活动相统一

"　预成课程的目标先于活动，目标和活动相对分离；

生成课程则强调目标在活动中形成，目标与活动统一。

美国现代著名教育家多尔认为，目标由成人先于活动

预先制定出来，随后的经验选择、活动组织以及教育

评价都围绕这个预先设定的目标展开，这使得目标与

儿童的活动分离了，使教育与儿童的经验脱离了。生

成课程的目标产生于活动之中，强调在活动的过程中

不断地组织和转变目标，把目标与儿童的活动紧密联

系起来。这些观点已越来越得到广泛的认同。

"  2.2.2 师生共同建构知识

"　预成课程强调教师传递“确定的知识”，而生成课

程则重视师生共同建构“不确定的知识”。预成课程把

儿童视为“容器”，把课堂看成是封闭的系统，从而忽

视了儿童的主体作用。现代教育理论提出
[7]
：强调知识

是不确定的，课堂是开放的，即各种突发事件、外部

干扰、错误都有可能转化为教育契机，最终形成有价

值的知识；知识增长方式不是线性的累积，而是非线

性的转化，即儿童在与混沌、不确定、困惑和错误的

相互作用中，通过探究、合作和对话把自己的直接经

验转变成新的知识。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生成课程

强调师生共同建构知识，这样的观点遵循了当前进步

的教育思想，因而具有广为推崇的现代价值。

"  3 聋儿康复教育中生成课程的实施方法

"  HSL 理论和1+X+Y 操作模式提出
[6]
：聋儿康复的

内容可分为听觉康复（H）、言语矫治（S）和语言教育

（L）三大板块，其主要途径是集体教学、个别化康复

和家庭康复。由于课程主要涉及到集体教学这一块，

所以生成课程在聋儿康复实践中的应用主要是在集体

教学的主题教育、区角活动、生活活动以及运动活动

中进行的，同时指向听觉康复、言语矫治以及语言教

育这三大康复目标。下面，我们通过6个例子来说明

聋儿康复教育中生成课程的实施方法。

"  3.1 蛤蟆来了——运动活动时

"  每天早晨安排一个小时的户外运动时间。在这段

时间里，既有教师组织的早操、基本训练操，也有聋

儿自由的体育锻炼活动。夜里下过雨，会有小蛤蟆从

周围的草丛跳到活动场地里来，一下子就把正在玩耍

的孩子吸引住了。他们骑着小车追赶着⋯⋯

"  这时，一位教师捕捉到了这个场景，她结合聋儿

已有的语言能力，将“蛤蟆”作为内容进行语言教育。

教师引导聋儿观察（有的聋儿会主动提问老师）：“这

是什么？”“蛤蟆是什么颜色的？”“蛤蟆有几条腿（几

只眼睛、几张嘴⋯⋯）？”“蛤蟆在做什么？”“还有

什么动物会跳？”“你会跳吗？”等等。同时这位教师

又进一步引导聋儿学说“蛤蟆”这个词，并将声音拉

长和夸张，对聋儿进行“哈欠－叹息法”和“减少硬

起音”的言语技能训练
[4,5]

。这种利用特定情境巧妙生

成的言语矫治，大大激发了孩子们的兴趣和积极性，

他们一下子被吸引了，兴致极高地、不厌其烦地和老

师一遍一遍地练习⋯⋯

  "3.2 我是小鱼——主题教学活动时

"  在活动中，某些问题、内容会引起聋儿的积极反

应，会激发他们相关经验的联想
[8]
。例如，在主题教学

中，教师正在教聋儿说儿歌：“我是小鱼，小鱼游游；

我是小虫，小虫爬爬⋯⋯”其中一名聋儿突然对玩具

鱼（教具之一）的尾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其他聋儿

也被吸引⋯⋯。

"  是按照原来的计划进行下去，还是抓住这个聋儿

学习过程中转瞬即逝的教育机会进行发挥呢？聪明的

教师就会根据聋儿的兴趣，将儿歌进行改编，生成新

的儿歌，如“我是小鱼，小鱼游游；小鱼游游，摇摇

尾巴；我是小虫，小虫爬爬；小虫爬爬，没有尾巴⋯⋯”

教师还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的生成，将这段话变成

对聋儿进行韵律、节奏和重读训练的素材。通过这一

系列的作法，既捕捉了聋儿此时的兴趣，保护了他们

的积极性，也使得原有的教学内容得以拓展，在语言

发展的同时，促进了聋儿言语技能的提高。

 " 3.3 咀嚼训练——生活活动时

"  西方著名的言语治疗师曾感叹：食物是最有效的

治疗工具。事实上，通过精心设计，教师可以在聋儿

进食过程中渗透大量言语矫治的内容，咀嚼训练就是

一种既简单又有效的方法。咀嚼训练是一种发音放松

训练，一般在课间或午餐时间进行。经过一个上午的

学习，聋儿的声带可能有所紧张，具体表现为：说话

时牙关紧咬，嘴张得很小，音调开始变化。一旦发现

康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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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情况，教师可利用下课时间，给聋儿提供饼干、QQ

糖等需要用力咀嚼的食物。聋儿在咀嚼食物的同时，

下颚、咽腔和口腔都会自然放松，声带的紧张感下降，

音质也随之好转。需要注意的是，咀嚼的同时应该伴

随发音，才能使发音器官放松的同时提高发音功能。

教师可以根据聋儿语言发展的程度选择发音的内容。

对于发展较慢的聋儿，可以引导他们在咀嚼的同时发

一些简单的音节，如/wa,wa/。对于发展较快的聋儿，

可以引导他们发一些以/u/开头的词组和句子，如“娃

娃爱妈妈”等、或者与之对话和交谈。咀嚼训练的最

大优点是操作简便，教师可以根据需要随时进行。

  "3.4 今天是我的生日——生活活动时（家长配合

进行的生成课程）

"  每个孩子的生日，我们都会买个蛋糕让所有的孩

子一起庆祝。2005年5月8日是天天小朋友的三岁生

日，孩子们一起开心地吹蜡烛、吃蛋糕⋯⋯结合这样

的活动，我们进行了呼吸练习——吹蜡烛，认知教育

——数一数有几支生日蜡烛，故事教学——“今天是

5月8日，是天天小朋友的生日，天天三岁了”。

"  过了几天，陈杰小朋友的妈妈告诉我们，连着三

天陈杰回家都不高兴地说：“天天过生日，吃蛋糕，陈

杰没有。”我们马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生成课程拓展：

“5月8日是天天小朋友的生日，7月28日是陈杰小朋

友的生日，每个小朋友都有生日，过生日时都会吃蛋

糕。每个小朋友和老师都有生日，我们的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也都有自己的生日，我们回家问一问爸爸、

妈妈、爷爷、奶奶，他们的生日是几月几日好不好？”

家长们积极响应，密切配合，使我们的生成活动搞得

红红火火。通过这样的生成活动，孩子们对生日有了

更为清楚的了解。他们不仅知道了自己的生日，而且

还知道了很多长辈的生日。无形中加深了他们和长辈

的感情，促进了与他人的沟通。

 " 3.5 张家爷爷的小狗——音乐活动时

"  聋儿与健听儿童相比，同样需要音乐的陪伴。每

天进行的“音乐角”活动都会受到聋儿的热烈欢迎。一

次，聋儿正在音乐角中学习关于“名字”的内容。歌

曲的名字是《张家爷爷的小狗》，歌词是这样的：“张

家爷爷有只小狗，名字叫小花，名字叫小花，它的名

字叫做小花。”

"  在聋儿已经掌握了这首歌之后，对这首歌的兴趣

有所减退。这时一位教师灵机一动，进行了这样的教

学设计：她引导聋儿将歌曲中的名字部分替换，新编

出许多不一样的歌曲，如“幼儿园里有个小孩，名字

叫宝宝，名字叫宝宝，他的名字叫做宝宝。”因为有自

己的亲身参与，并将身边的小朋友甚至是自己的名字

放到歌曲中由大家一起表演，聋儿觉得特别开心。在

此基础上，教师还融入了“超音段感知”（听觉康复）、

“口部运动”（言语矫治）
[4,5]

、“XXX叫什么”（语言教

育）
[8]
等内容，聋儿们感到趣味盎然。

 " 3.6 台风“麦莎”——突发事件时

"  2005年 8月，上海地区遭遇了强台风“麦莎”的

袭击。我们从网上下载台风过境的图片及拍摄的录像

片给聋儿看，在“生成园地”中，用“台风来了，我

看见⋯⋯”引导聋儿根据自己的语言水平说一说图片

上的情景，或者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教师又进一

步对课程进行生成、拓展，引导学生模仿台风“呼呼

呼”吹来的情形，对聋儿进行呼吸功能的训练，孩子

们兴致极高。

"  通过以上这些例子我们看到：1+X+Y是一个动态

的、开放的模式，而不是一个僵化的、封闭的模式，在

模式的实施过程中，不管是在主题教育、区角活动中，

还是在生活活动、运动活动中，我们都因时、因地地

开展了生成课程的研究。另外，偶然因素如季节、天

气、活动场所的变化对课程设置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

古人云：“落花水面皆文章，好鸟枝头亦朋友。”突发

事件往往能吸引聋儿的眼球，激发起他们探究的兴趣，

可能为聋儿康复教育提供一些新鲜的素材。另外，教

学中的变式也是十分重要的，教师可以引导聋儿对同

一个游戏换一种玩法，对同一首歌曲换一些歌词
[8]

。通

过生成活动，不仅能够促进聋儿的听觉、言语和语言

康复，还能促进聋儿认知的发展和良好性格的培养。

 "  4 聋儿康复教育中生成课程的实施原则

"  有人说：“既然生成课程具有自发性的特点，那

么，课程实施的过程中还需要有计划吗？”也有人问：

“在生成课程实施的过程中，要看重聋儿的主动性，那

如何看待老师的作用？”为了正确处理以上两个问题，

我们提出了生成课程在聋儿康复中的实施原则。

 " 4.1 教学自发性与计划性的统一

"  卡络科贝尔在《生成课程》一书的前言中精辟地

写到
[8]
：“生成，就是强调课程计划必须是从儿童和成

康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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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生活中、特别是从儿童自身的兴趣中生长出来，

它提醒我们儿童的自发性需要一个他们能够自由游戏

和学习的空间；而课程则表明教师的存在，计划的存

在。自发性和计划性是生成课程的两个侧面。”

"  中国第一本教育专著《学记》中谈到：杂施而不

顺，但坏乱而不修。这说明教学是要有计划性的。但

计划性太强往往使教学陷入一种封闭的状态，不利于

教学目标的达成。我们认为聋儿康复中课程设置的自

发性与计划性是有机统一的。生成课程既不是教育者

预先设计好的、在教育过程中不可改变的计划，也不

是聋儿无目的、随意的、自发的活动。它是在师生互

动过程中，通过教育者对聋儿的需要和感兴趣的事物

进行价值判断，不断调整活动，以促进他们更加有效

学习的课程发展过程，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师生

共同学习、共同建构的过程。所以说，生成课程在实

施的过程中，必须把教学的自发性与计划性统一起来。

 " 4.2 聋儿主体性与老师主导性的统一

"  在生成课程中，聋儿会不断提出各种问题，再由

问题生成新的主题内容，这与传统课程是有本质区别

的
[7]
。在传统的课程中，教师往往想当然地来设计课程

内容，习惯把聋儿引入自己设计的“美好”计划之中，

这样做挤压了聋儿生成活动的时间和空间，使得聋儿

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中，从而扼杀了他们好奇、探究

的天性。生成课程强调聋儿的作用，强调从聋儿的兴

趣点和关注的问题出发来设计课程，尊重了聋儿的主

体性
[1,2]

。

"  在生成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我们将聋儿当做演员，

将教师当做导演。作为导演，教师的职责是把生成课

程这个舞台搭建起来，组织聋儿（这些演员）上去唱

戏。我们不能走进“生成课程中所有的东西都是从聋

儿那里生成出来的”的误区。聋儿的想法是生成课程

的重要来源，但它只是反映了他们生活中许许多多可

能性来源中的一个。我们也不能走进“生成课程中所

有的东西都是从教师本身生成出来的”的误区，因为

聋儿才是康复的主体。因此，教师要充分发挥自己的

主导作用，同时尊重聋儿的主体作用，避免从“指导

聋儿的一切”的极端走向盲目地“跟着聋儿走”的另

一个极端。

"  综上所述，生成课程给聋儿康复教育带来的启示

有以下几点：①教师在备课时，应多做几种假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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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几种课程发展的可能性，以便在实施过程中能够

对聋儿的不同反应有所应对；②教师应细心观察聋儿

在活动中的表现，及时发现聋儿当前的需要和兴趣，

捕捉各种能使聋儿产生兴趣的情境，使他们在探索与

交流中生成有价值的内容；③当教师发现聋儿真正感

兴趣且有价值的内容时，不要拘泥于原来定好的康复

内容，应因势利导，在保证基本康复教学目标完成的

同时，大胆调整康复内容；④教师要经常对实际进行

的康复活动的目标、内容以及结构进行反思，如果发

现明显的缺陷，应该及时调整。

"  总之，“教学有法，教无定法”，作为一名在一线

从事聋儿康复教育工作的教师，即要有康复智慧，也

要有教育智慧，让聋儿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都闪耀出

康复和教育的光辉，使聋儿快乐成长、快快康复，这

是生成课程带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康复教育

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