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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了提高对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的认识，进一步发展特殊教育学校体育，以普通

学校体育为参照系，分析了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特点：特殊教育的对象是身心发展方面有缺陷

和残疾的少年儿童，其身体和心理有别于正常儿童少年；身心缺陷的补偿与康复是特殊教育

学校体育目标的重要内容；体育教学内容的选择更具针对性，追求体育课程的缺陷补偿和康

复功能；个别指导是体育教学组织应遵循的重要原则、直观手段的补偿与综合运用是体育教

学方法的显著特点；掌握系统的特殊教育理论和实际技能是体育教师的职业素质；场地器材

应符合残疾儿童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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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ing his reference system on common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the author analyzed the character-

istics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speci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education subject, objective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tent, teaching organization,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 playground and equip-

ment: The subject of special education is teenagers with physical or mental defects or deformities, whose body and 

psychology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of normal teenagers; the compensation and recovery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

fects are important contents in the objectives of scholastic physical education in special education; the selection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contents is more action specific, and the defect compensating and recovering functions 

of physical curriculum are pursued; individual guidance is an important principle that should be followed by physi-

cal education organizations, the compensation 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intuitive means are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methods; it is the professional making of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to master systematic special education theories and practical skills; the playground and equipment should be in con-

formity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andicappe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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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教育对象性质的不同，学校体育一般分为普

通学校体育和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特殊教育是使用

一般或特别设计的课程、教材、教法、组织形式和设

备对特殊儿童（少年）所进行的达到一般和特殊的培

养目标的教育”[1]7。特殊教育的对象是身心发展上有

缺陷或残疾的少年儿童。与普通教育一样，特殊教育

也要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自不待言，体育也是

特殊教育的重要内容。目前，随着素质教育的全面推

进，学校体育改革也异常活跃。特别是小学、中学体

育（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颁布，使学校体育改革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可是，相对普通教育，特殊

教育的学校体育有些滞后。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的理论

研究不够，特教学校体育实践缺乏理论支持是一个重

要原因。如对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特点缺乏认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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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特殊教育学校体育课程、教学方法等等，照搬普通

学校，甚至以普通教育来代替特殊教育。其结果，违

背了特殊教育的规律，阻碍了特教学校体育的发展。

为此，本文以普通学校体育为参照系，从教育对象、

学校体育目标、课程设置、教学组织、体育师资、场

地设备等分析了特教学校体育特点。目的在于科学地

认识特殊教育的学校体育，为特教学校体育改革提供

理论支持。 
 

1  特殊教育学校体育对象的身心特征 
特殊教育的对象是身心发展有缺陷或残疾的少

年儿童，即智力、听觉、视觉、肢体、语言、情绪等

方面发展障碍的儿童少年。因此，不少的特殊教育学

校视不同的对象称为“盲人学校”、“聋人学校”、“启

智学校”等。特殊教育对象与普通教育对象在身心等

方面存在着很大差别，这种差别在学校体育实施过程

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身体活动是体育的主要手段和形式。教师传播知

识、技术、技能和学生掌握体育知识、技术和技能，

首先要借助一定的直观手段（视觉、听觉、本体感觉

等），使学生建立正确的动作表象；然后通过表象的

再现和无数次的模仿练习，学生才能掌握知识、技术、

技能。而这些，对于视觉、听觉等方面残疾的学生来

说，要比正常学生困难得多。如智力落后的学生，其

身体发育随智力落后程度的加重而越来越差，生理和

健康问题越来越多。中度以上智力落后儿童在肺活

量、肌肉力量、身体平衡能力、身体协调性等指标明

显落后于正常生。 

听力残疾的学生主要依靠视觉、触觉、味觉、嗅

觉等途径感知外界事物。因此，限制了感知觉活动的

范围和深度。因为他们听不到声音，许多信息他们就

不了解。他们的感知觉活动缺少语言活动的参与，使

第一信号系统（客观事物）与第二信号系统（语言）

出现脱节，造成他们虽接触的东西多，但会说（表达）

的不多。由于思维活动要借助语言才能进行，因此，

听力的残疾又影响了学生的思维能力。我国的心理学

工作者研究发现，聋生在完成智力测验的试题上存在

着比同龄健全学生更多的困难（除语言理解方面的困

难外），即思维的深度和广度上都与健全学生有一定

的差距。 

盲生由于视觉丧失，因此缺乏视觉表象。他们的

语言缺乏感性做基础，导致语言与实物脱节，不仅如

此，由于丧失视觉，空间定向能力差，往往依靠听觉

注意来补偿。由于缺乏视觉表象，对事物感知受到局

限，通过其它感觉获得的感性材料往往只反映事物的

局部特征，以此作依据进行分析、推理，很容易产生

错误判断。 

不同的生理缺陷，又影响了残疾儿童的个性健康

发展。他们普遍存在着自卑心理、意志薄弱、缺乏主

动性、兴趣单一、稳定性差等弱点。由于特教学校体

育对象的上述身心特点，特教学校体育的目标、课程、

教学组织、教学器材设备等，都有别于普通教育。 
 

2  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的目标 
在我国，特殊教育按其学段属义务教育阶段。特

殊教育学校体育目标与九年义务教育的体育目标是

一致的。但由于学校体育对象的特殊性，特教学校体

育目标又有别于普通教育，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特殊教育学校把功能缺陷补偿与康复作为

学校体育目标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教育部颁布的

《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在培养目标中明确指出，

特殊教育学校要培养学生“⋯⋯掌握锻炼身体的基本

方法，具有较好的个人卫生习惯，身体素质和健康水

平得到提高；具有健康的审美情趣；掌握一定的日常

生活、劳动、生产的知识和技能；初步掌握补偿自身

缺陷的基本方法，身心缺陷得到一定程度的康复。”[2]

所谓补偿，“是指机体失去某种器官或某种机能受到

损害时的一种适应，是一种与正常人发展过程不同的

有特殊性的发展过程。在这种有特殊性的适应和发展

过程中被损害的机能可以被不同程度地恢复、弥补、

改善或替代”[1]67。体育在这种补偿过程中具有积极的

意义，是功能缺陷补偿和康复的积极、有效的手段。

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教学校体育较之普通学校更重

要。 

其二，特教学校体育更突出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

能力。特殊教育理论认为，残疾学生的生理缺陷为第

一性的缺陷，如盲、聋、哑、智障等。而盲、聋、哑

等生理缺陷导致的认识活动和情感意志等方面的缺

陷为第二性缺陷。体育以其独有的功能在改善和矫正

残疾学生第二性缺陷方面同样具有重要作用。体育又

可以培养人勇敢顽强、团结协作的精神和竞争意识。

而这些，都是残疾学生将来走向社会成为自食其力的

创造财富的劳动者所必需的。残疾学生更需要通过学

校体育培养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提高其适应社

会的能力。 
 

3  特殊教育学校体育课程 
在教育改革不断深化的今天，学校体育课程更强

调，“坚持‘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促进学生健康

成长；激发运动兴趣，培养终身体育意识；以学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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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中心，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关注个体差异与不

同需求，确保每一个学生受益”[3]。自不待言，特教

学校体育课程概莫能外。但与普通学校相比，特殊教

育学校体育课程内容更要体现残疾儿童（少年）的身

心特点。 

第一，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在满足学生对体育

知识、技能等需求的同时，更追求其缺陷补偿与康复

的功能，使教学过程与缺陷补偿相统一。我国的特殊

教育理论认为，残疾儿童的第一性缺陷是其心理和教

育特殊性产生的物质基础，是应由医生来诊断和鉴定

或通过医疗措施加以治疗的；而由第一性缺陷派生出

来的第二性缺陷要由教育工作者通过有计划、有目的

的教学活动来加以训练和补偿。因此，特殊教育学校

体育课程内容的选择，要追求缺陷补偿与功能康复的

实效性，使传播知识、技能的教学过程与缺陷补偿统

一起来。这也是“健康第一”思想在特教学校体育中

的具体体现。 

第二，特教学校体育课程内容针对性更强。同是

特教学校，盲生、聋生、智力落后学生的体育课程内

容差别也非常大。在保证残疾学生掌握基本的体育科

学文化知识、发展基本运动能力的同时，对盲生，应

突出培养正确的定向和运动能力、坐立行走正确姿势

的课程内容；对聋生，锻炼其视觉、触觉、运动觉和

残余听觉能力，集音乐、舞蹈、体操、游戏等为一体

的律动内容的比重要大；对智力落后的学生，则要发

展其大肌肉群的活动能力、反应能力的协调平衡能

力，自然，与这方面相关的课程内容相对要多。对竞

技项目进行“教材化”加工时也应该充分体现上述特

点。 
 

4  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的教学组织与教法 
目前，基础教育正面临着由统一规格教育向差异

性教育的转变。就差异性教育而言，特教学校较之普

通学校更为突出。如智力落后儿童既有智力落后程度

和性质的差异、神经活动类型的差异，同时又有需要

的差异、兴趣爱好的差异和学习能力、学习风格、学

习习惯的差异。即便是智力缺陷程度完全一样，也可

能由于不同原因而表现出对体育的不同需求。而对视

觉和听觉缺陷的学生，除了有低视力和全盲的差异，

重听与聋生的差异外，还都交织着其它身体与心理的

差异。因此，实施个别指导是特教学校体育教学组织

教法运用应遵循的重要原则。如对盲生，教师不可能

像对待正常学生那样，通过教师示范让学生建立动作

表象，而要逐一指导。通过用手的触摸帮助其将姿势

做正确，或摸对位置，或让其逐一触摸教师的正确姿

势。 

直观手段的补偿与综合运用，是特教体育教学方

法的显著特点。直观是体育教学方法的重要特征，信

息传递是体育教育方法的本质功能。因此，有人将体

育教学方法分为视觉信息类、听觉悟信息类、触觉及

本体感觉信息类等。对残疾学生，体育教学方法的运

用，即直观手段的选择较正常学生局限性大，必须充

分发挥各种直观手段的补偿作用，综合运用各种方法

使学生获取更多的信息。如对盲生，宜采用听觉、触

觉信息类方法以弥补其视觉丧失而不能通过视觉获

取直观信息的缺陷；对于聋生，只能以形象的视觉和

本体感觉信息类方法，来补偿其不能通过听觉获取直

观信息的缺陷。 
 

5  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师资 
普通学校的体育教师从事的是一般体育教育工

作，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教师从事的是特殊体育教育

工作。面对特殊的学生、实施特殊的体育课程、采用

特殊的体育教学组织与方法，为实现特殊的学校体育

目标，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教师不仅具备普通学校体

育教师所具备的体育专业素质，还要掌握系统的特殊

教育理论和实际技能。如学习和掌握特殊儿童心理

学、特殊儿童教育学、有关盲、聋、哑残疾儿童的病

理学基础、康复医学基础，特殊体育教育教学组织与

方法，以及盲文、手语等。只有这样，才能了解残疾

儿童的身心特点，满足残疾儿童的特殊体育教育需

求。在特殊教育十分发达的美国，必须大学毕业并取

得特殊教育专业资格才能担任特教教师。因此，只具

备一般的体育专业素质，是很难高质量的完成特殊教

育学校体育教育教学任务的。我国国务院颁布的《残

疾人教育条例》中指出：“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和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有计划地举办特殊教育

师范院校、专业，或在普通师范院校附设特殊教育师

资班，培养残疾人教育教师。”[4] 我国有特教学校近

2 000 所，每年都需要补充一定数量的特教体育教师。

为满足特殊体育教育的长远发展对师资的需求，应增

设特殊体育教育专业，培养特教体育教师。 

 
6  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的场地设备 
学生体质健康水平的提高，学校体育目标的实

现，有赖于必要的符合教育对象特点的物质条件，特

别是体育场地设备。体育教学的场所，除了包括不同

功能的教室外，还包括体育馆（房）和各种体育场地

如田径场、篮球场、排球场等。体育教学设备有两大

类：一类是常规性设备，如桌椅、图书资料、电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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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设备等；另一类是专门的体育器材设备，如体操垫、

健身器械、篮球、排球、足球等。由于教育对象不同，

体育课程有别、教学组织和教学方法异样，特殊教育

学校的体育场地设备也有别于普通学校。如，原国家

教委颁布的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中规定，9 个班规

模的学校活动场地，弱智和盲校应不少于 3 570 ㎡，

聋校应不少于 5 394 ㎡；学校应设体育康复训练室，

面积不少于 56 ㎡；盲校体育活动场地设置以适宜视

力残疾学生使用的环形跑道和直跑道。除少部分作硬

地外，大部分场地宜铺设草坪，并在适宜地位布置沙

坑等适合残疾学生活动的体育设施和游戏场地[5]。国

家有关部门也曾颁布过特殊教育学校教学仪器设备

配备目录，涉及到体育的有聋校 29 种、盲校 33 种、

弱智学校 41 种[6]。目前，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场地设

备“常人化”、“竞技化”的问题较为突出，不符合残

疾儿童特点[7]，满足不了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的基本需

要。应该组织体育、教育、医学等有关方面的专家，

就特教学校体育物质条件的配备问题进行深入研究，

根据不同残疾儿童的体育活动、康复训练的实际需

要，编制特教学校体育场地设备配备目录及标准。 

 

特殊教育学校体育的研究还是一个新课题。随着

素质教育的全面推进，学校体育改革异常活跃。可特

教学校体育却相对滞后。目前对特教学校体育研究不

够，特教学校体育实践缺少理论支持是一个重要原

因。其中，科学地认识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特点，是

非常重要的，它是对特殊教育的学校体育研究的逻辑

起点。只有对其深入研究，才能促进特教学校体育各

方面的研究。本文只是初步探讨，愿与同行们交流，

推动该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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