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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背景
学习障碍在不同地区有着不同的定义，其中DSM-IV(美国

精神医学学会编著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五版）中，亦在
精神发育障碍一类中，有所细分：特定学习障碍包括伴阅读受
损、伴书面表达受损、伴数学受损等 1；而 ICD-10（国际疾病分类
第十版）对学习障碍的相关定义简称为SDDSS，即特定学业技巧
发展障碍症。而在下属分类就有包括特定阅读障碍症、特定拼
音障碍症等 2。

学习障碍在不同地区的定义有着些微的差别，整合多种概
念后得出定义：学习障碍并非由感官、智力、情绪等障碍因素或
文化刺激不足，教师教学方式不当等环境因素所直接造成的结
果。其具体表现为在听、说、读、写、算等能力的运用上，会与其
年龄所期待的表现有较大的差异，通过一般的教育方式、方法来
进行教学，较难有明显的改善。

在教学方面，在学习障碍群体的教学过程中，因为其特质而
伴随的情绪问题以及课堂问题行为的表现情况，一般的学校内
教师没有经过系统培训会难以处理，并且在课堂中会影响课堂
的正常教学开展。有研究表明，学习障碍群体在自我情绪识别、
表情识别能力、情绪改变能力、情绪原因理解等水平较差 3。因
此在社会交往上也会存在障碍、容易有焦虑、沮丧、愤怒等不良
情绪，导致学生长期处于高学业压力中，产生一些负面的情绪，
更易产生行为问题，有更高的抑郁风险 4。导致部分课堂问题行
为的发生，并具有一定的破坏性且直接干扰课堂纪律，影响正常
教学活动的进行。

针对学习障碍领域教学上现存问题，本文希望能够通过一
线的入校读写障碍课程开设经验分析，使用课堂志的研究方法，
通过深入到课堂当中，使用观察、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得多方参与
者的意见，对课堂现象的深度描写 5。并结合理论分析其成因以
及介绍课程中所使用有效的干预方法以及一线实践经验，以提
供给一线教师或相关研究者用作参考。
2.课程内容

读写课程小组邀请16名读写障碍学生，其筛选是通过学习
障碍相关的筛查量表挑选出来小学二年级学习障碍学生。其中
男生8名，女生 8名，皆为小学二年级学生；授课所采用的材料、
方式会较为多元，如：音乐、绘画等；教学内容与教科书相匹配，
亦有加入课外知识内容。共开设课程十二次。
3.个案分析
3.1教师教学方式影响学生学习动机

教师的教学方法与教学态度会对师生关系的建立，以及学
生对课程的参与度、积极性有着较为明显的影响。
个案1：

情景一：学生A在使用 Ipad阅读新闻，助教使用的是较为强
硬的沟通方式：“你赶紧把作业拿出来完成。”“你不仅仅是在浪费
你的时间，也在浪费我的时间。”这种命令式的方式招致了学生的
反感，得到的是学生情绪的反抗，并且继续拒绝完成课堂的任务。

情景二：在一节以音乐为导入的课程当中，学生A快速的完

成工作表1（图1）的工作内容，小D拒绝去完成工作表二的内容，
这个时候教师使用引导式的提问方法来进行沟通：“你平时有听
歌的习惯吗？”“最喜欢哪首歌？”学生开始回答老师的问题，并且
直接唱了几首歌，而后教师根据某一首歌去引导学生进行绘画，
于是产出工作表2的内容（如图2）。

图一：工作表1的绘画 图二：工作表2的绘画
案例体现出教师使用强势、强硬的方式以期让学习障碍学

生参与或完成课程内容会较为困难，大多数学习障碍学生会表
现出较强烈的反抗，而如果教师能够使用较为温和的方式进行
沟通，则学生一般会跟随教师的引导进行思考、尝试并完成课堂
内容。而这样的情况不单出现在某个个案身上，同时在教学过
程中，会多次观察到其他学生有这样的表现。
3.2学障生课堂问题行为及其行为矫正

学习障碍学生的教学之所以令一线教师觉得苦恼，其主要
原因亦与学生在课堂上表现的行为问题以及情绪问题有关。教
师缺乏专业的干预方法，而学生的特质又会影响班级教学开展，
扰乱课堂纪律。课堂行为包括多种，而产生的原因包括学习能
力落后、认知结构零散导致无法唤起相关知识记忆、自我认识和
监控能力水平较弱、注意力缺陷伴随、学习动机偏低 6；表现的方
式亦为多样，又分为内向性与外向性的问题行为。其中外向性
包括：敲桌子发出声响、与同学争吵、未经许可说话、擅自离开座
位、口出秽言等；内向性包括：上课东张西望、看其他书籍、发言
声音小、迟交作业等 7；

个案2：读写课程上，上课内容是以音乐为引入，让学生尝试
通过听来理解歌词中的含义，班上大多数学生都围坐并进行歌
曲的学习，但小月则在旁边叫道：“我不要听歌我要做作业！”老
师答应了让她写作业后，仍叫：“吵死了！我最讨厌听音乐了！”
此行为影响到了愿意参与到课程学习当中的学生。而后助理教
师进行引导，与其一对一进行沟通，问：“为什么不愿意听音乐
呢？”得到回答是姐姐经常在家放音乐十分吵闹，进而沟通了解
到家庭中的关系，父母因工作较忙，小月很多时候是和姐姐共同
生活的情况，在沟通过后，她减少了吵闹并开始完成自己的作
业。

在实践教学过程当中，学习障碍学生行为与情绪问题的不
断表现，是这类型学生普遍会伴随出现的特点，教师此时选择抱
怨或者批评并不能减少或者缓解这种类型的问题出现。案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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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小月，表现出喧哗吵闹的状态，其实是为了获得关注以及存在
感，会使用一些较为不合理的方式来引起关注。她其实在多节
课上都会存在打断、大声讲话的表现，但如果老师或者助教老师
能够根据她的自我表述，系统性的引导沟通了解其背后的原因，
她获得足够的关注以及满足表达需求，问题的出现便会减少。
3.3教师自我状态监控

在教学过程前后，任课教师以及助教老师进行访谈，普遍对
学生表现有较强的负面态度。尤其是第一次接触学习障碍学生
的助教老师：“那两个男同学经常会动手打闹，对我们也会不知
道该如何引导，感觉不太有效。”（如图三）“一个学生对老师太亲
近了，这方面可能需要有一定的提醒吧？”“感觉怎么说他们都不
愿意听。”通过观察，部分助教老师会放弃与频繁出现行为与情
绪问题的孩子交流沟通，转而协助这方面问题呈现没有那么频
繁的学生。

图三：第一次接触这类型学生的助教提出“不懂如何引导”
其实，除了各种教学方式、沟通方式、干预方式，教师自身对

学生的认知以及了解也很重要。一方面需要使用较为新颖的教
学方法把频繁注意力转移的学生吸引回课堂之中，教学语言的
选择，提出有意义的问题。另一方面教师需要调整自己的心态，
对学生的预期应该符合现实情况，并谨记学生出现这些状况或
者问题是由于其学习障碍的特质原因，并不是单单由于教师的
能力不足。而部分助教会把学生的表现归因于自身，最终给自
己的课堂表现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4.总结

对学习障碍学生而言，教师需要掌握具有共通性的课堂行
为问题干预解决方法：（1）使用合理的沟通方式。通过使用合理
的沟通方式，引导学生进行学习以及沟通交流，偶尔可以采取迂
回式的引导，先沟通学生愿意沟通的话题，而后再引入教学任
务，尽量减少使用指令式的或易引起学生反抗的交流方式。（2）
良好师生关系的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让学生获得强学习动
机的原因之一，良好的关系有助于学生增加对教师的信任以及
更加愿意参与到教师的课程教学当中。（3）教师自身状态的调
整。因学习障碍学生的特质，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会遭遇许多困
难，并且短时间内可能无法看到学生有较为明显的改变，而易产

生职业倦怠或无助感，及时调控教师自身的状态以及积极寻求
学生成长环境内各方面的支持，是协助教师度过难关，持久的提
供学生支持的方法，本文面对学习障碍学生群体的课堂情况经
验介绍及分享，亦是希望能够给一线教师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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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43页）每个信息技术教师要在自己的日常教学中对学
生进行计算思维的训练，根据不同学生不同的思维特点做到因
材施教，将计算思维贯穿于教学全过程，让学生在信息技术的学
习过程中，思维始终处于一个积极放飞的状态，从而有效激活学
生大脑，提高学习效率，发展核心素养。

二要采用多种手段。计算思维是一种需要系统培养、锻炼
的科学思维方式，可以通过方法习得、工具应用、思维迁移等三
个层面与现行的信息技术课程融合。方法习得是指信息技术课
程不能只停留在肤浅的信息技能操作上，需要帮助学生理解计
算思维所涉及的一系列概念和方法，培养学生熟练使用“流程
图”等工具清晰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工具应用注重培养学生综
合利用多种思维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如让学生参与简单的产
品研发实践，体验程序设计的实施过程，直观的感受计算思维。
思维迁移是指引导学生将计算思维迁移到日常生活与学习中，
形成一种思维习惯。能够通过问题分析、工具选择、自动化解决
方案、选择最优方案和通用解决方案等五大要素分析日常生活
中真实的问题情景。

三要提升教师素养。计算思维的引入对信息技术教师提出
了更高的能力要求，信息技术教师自己要加强学习，不断接触、
探索最新的前沿理论，跟上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步伐。课题组
一方面加大集团内信息技术教师的培训力度，一方面积极与其
他集团或者课题组进行交流学习，在课题研究、课程开发等过程
中，收获自己的专业成长，也收获学生的成长。
本文为江苏省级课题《集团化办学背景下师资均衡机制的实践
研究》（课题编号：B-b/2015/02/208）、海门市级课题教育科学
“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立项课题《计算思维融入初中信息技术
教学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142324rty）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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