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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听障学生的数学教学实践中，有效的教学指导能提

高她们的数学学习兴趣，使听障学生可以感受到数学学习的

乐趣，从而引导他们对数学知识进行主动的学习和探索。因

此，在教学改革实践中，数学教师要结合听障学生的身心发

展特点以及学习需求，有意识地开发多元化的数学教学指导

活动，全面促进教学活动的改进和创新，在数学教学实践中

对学生作出积极的引导，为听障学生未来能合理应用数学知

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提供合理的支持。

听障学生在课堂学习中存在特殊性，一般无法准确地

接收到教师在教学方面的语言信息，但是他们对语言、画

面和颜色敏感度较高，教师在开展数学教学活动的过程中，

应该把握听障学生的这一特点，在教学活动中尽量借助画面

色彩情境教学引导学生对数学知识进行学习，让学生能对数

学知识留下深刻的印象，能主动针对数学知识的应用进行探

索，从而优化教学效果，辅助听障学生对数学知识产生深入

的理解和认识。

例如，在讲解“10以内加减法”相关数学知识的过程中，

为了能让听障学生对加法和减法的概念形成相对形象直观

的认识，掌握加法和减法的原则、规律和技巧，在小学数学

教学实践中，教师就可以借助多媒体课件为学生创设与 10

以内加减法相关的数学教学情境，在情境活动中采用卡通动

画的方式为学生模拟加法和减法的真实情境。再如，在讲解

“9-3=6”算式的过程中，就采用小猴子拿香蕉的情境引导

听障学生观察和思考，在情景动画中，大猴子拿来 9个香

蕉，小猴子抢走 6个，大猴子向学生展示还剩下的 6个香蕉。

在情景画面中，会重点标注标准 9-3的具体过程，使学生

在观看动画的过程中能将 9-3=6与动画中画面内容直观地

联系在一起，可以有意识地对计算公式和方法进行思考，从

而提高学生的数学学习认识能力，帮助学生掌握相应的计算

技巧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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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通过生动场景的计算，教师不仅能发挥

多媒体视频教学的辅助作用，激发听障学生学习数学知识的

兴趣，还能促使听障学生在主动思考的基础上掌握计算规则

和技巧，提高听障学生对数学知识的综合学习效果，优化教

学改革的综合发展成效。

在小学数学教学中，教学模型的演示和动手实际操作，

能辅助听障学生加深对数学知识的理解，能在学习实践中产

生对数学知识的个性化认识，进一步激活他们对数学知识进

行深入探索的欲望，切实提高教学有效性。因此，在教学活

动中，教师可以引入模型演示教学与板书教学辅助的方式，

在模型演示和板书解释中促进学生对数学知识进行探究，引

导学生有效对数学知识开展实践验证活动，在动手动脑的基

础上取得理想化的数学学习成绩 [2]。

例如，教师在指导听障学生对“长方体的体积”方面

数学知识进行学习的过程中，为了能辅助听障学生加深对课

程内容的理解，教师在教学组织活动中就可以尝试引入模

型演示类型的教学，先带领听障学生制作与长方体相关的模

型，模型可以采用单位 1的小正方体摆放而成，然后将模型

演示与板书教学结合，教师为听障学生展示模型分解为小正

方体、小正方体拼搭成为长方体的过程，有意识地组织学生

在演示的基础上对小正方体的数量进行计算，从小正方体的

数量计算整体体积，从而对长方体的体积进行计算。在学生

不断地演示和总结中，能逐渐发现小正方体与长方体体积之

间的关系，可以在演示操作过程中对这方面的内容产生形象

化的认识 [3]。在此基础上，教师通过多元化的演示引导，为

学生展示高度不同、底面积相同正方体体积的变化，然后让

学生发现计算的规律、技巧等，尝试让听障学生能在自主演

示或者小组探究的基础上，对长方体体积的计算公式进行总

结，能了解长方体体积计算的原理。在此过程中，小学数学

教师有效组织开展动手实践演示教学活动，在模型演示中能

深化思想认识，找到适合学生的学习和探索方式，听障学生

的数学实践探究能力会得到相应的训练。

在此过程中，教师针对听障学生开展教学指导时构建能

促进学生主动参与的平台，不仅可以有效加深学生对知识内容

的理解，还能让听障学生感受到动手实践操作的乐趣，促使他

们养成主动探究和深入学习的习惯，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数

学教学的优势，促进听障生数学自主学习能力不断增强 [4]。

听障学生对数学知识的学习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探索数

学知识的实践应用，只有教师能从知识应用的角度开展教学

活动，指导学生有效应用数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才能发挥

听障学生数学教学的优势，使学生的知识应用能力和数学综

合素质获得培养，真正展现小学数学教学的价值，为听障学

生的身心健康发展作出积极的引导 [5]。

例如，教师在组织学生对“认识人民币”课程知识进

行学习的过程中，基于听障学生的学习特殊性，教师可以将

提高学生的数学知识应用能力作为重点，按照听障学生的学

习需求设置生活实践类型的教学活动，辅助学生感受数学知

识的迁移运用，能基于所学知识的应用对生活中的问题进行

处理。在具体教学组织活动中，教师根据听障学生的特点，

在向学生讲解人民币的认识和换算技巧后，就可以在班级中

构建“自助超市”的模拟情景，并在任务箱中为听障学生设

置相应的任务，如要求学生借助自助超市货物识别和付款系

统，按照任务要求购买超市中的物品。在学生参与生活化

模拟实践的过程中，如果听障学生在完成任务时遇到困难，

可以寻求老师的帮助，由教师在演示后学生尝试完成自助购

物。这样教师就能全面掌握听障学生的数学学习状态和生活

实践状态，并能根据听障学生的表现作出相应的总结评价，

促使教学质量得到显著的提高 [6]。

在生活化实践引导过程中，小学数学教师为学生创设

知识实践应用的条件，能对学生的数学学习能力和生活问题

处理能力加以培养，也能强化听障学生的社会适应力，使学

生掌握数学知识迁移运用的技巧，为听障学生在未来获得良

好的发展提供相应的教学改革支持。

综上所述，在促进小学数学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按照

听障儿童的特殊性对教学活动进行组织设计和创新，形成全

新的数学教学思路，能在全新的数学课堂教学模式作用下提

高教学效果，促进学生数学学习能力的培养，为听障生未来

应用数学知识解决生活中的问题作出积极的引导。所以，数

学教学活动的开展应该突出特殊性和有效性，为听障生的学

习提供良好的支持，有效促使听障生在数学学习中保持积极

的状态，提高教学活动的整体效果。

参考文献

徐琼.浅析听障学生在学习中的困难及应对策略[J].大学

36(27):33-35.

雷丽.聚焦立德树人 促进品质养成——以聋校数学教学为例[J].

基础教育参考,2021,25(5):68-70.

时闻卓.小学一年级随班就读听障儿童学校适应的个案研究[D].

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21.

陈茂兰.运用思维导图提高听障生的数学思维能力[J].考试与评

价,2021,33(2):32-33.

邵宇.探索云课堂在聋儿小学数学集体课中的应用[J].安徽教育

科研,2021,41(3):33-34+62.

刘秀梅.如何激发听障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J].新课程教学(电子

版),2021,29(2):74-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