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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社会功能是什么？

• 交流功能

• 自我认识和调节功能

• 对矛盾和冲突的整合功能

• 发展功能（社会适应、自我成长）



一、与智力障碍儿童交流



智力障碍儿童语言障碍类型
及原因



语言沟通障碍类型

• 词汇发展障碍

• 语法发展障碍

• 语用发展障碍

• 非言语交际障碍



语言沟通障碍原因

• 智力障碍儿童由于大脑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语言与交往能力的发展往往比一般儿童

要迟缓，且水平比较低，显示出某些障碍。当生活与教育条件不恰当，如受到种种歧

视与冷落时，则更加重他们这方面能力发展的障碍，使智残的程度变重。如果能及时

地得到相应的教育与训练，就可能使障碍的程度减轻，促进智慧的发展。

• 一般地讲，学龄初期（6~12岁）智力障碍儿童语言水平低下的主要特征是词汇量少，

对词语涵义的理解只停留在事物的具体性上，不能真正地抽象概括，达不到掌握概念

的水平。他们讲话时词汇十分贫乏，常常用词不当、语句不连贯，很难完整地讲述一

件事或一段大意，有的甚至难以完整地讲完一句话，只能用少量的词语来表示一句话

的意思。另一方面，他们对语言的理解能力也很差，常听不懂他人讲话的意思，尽管

表面上会答“明白了”，实际上并不真懂。



语言沟通障碍原因

• 智力障碍儿童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也比一般儿童要迟缓，水平也较低。他们中的大多数，虽

然不怕陌生，乐于与人交往，但在交往时常常词不达意或语言有错误，使别人不能理解他们的

讲话意思。另一方面他们也难以正确地理解别人的讲话意思，使交往不能正常地进行。除了语

言交流方面的困难外，智力障碍儿童常有礼貌举止欠妥的现象，使家长感到难堪，有的家长就

不愿意带自己的智力障碍孩子外出参加社会活动。还有一部分智力障碍儿童十分害怕与人交往，

表现出孤独、内向的个性，终日静静地坐在教室里一言不发，问他话时也不愿回答，只是点点

头或摇摇头，在同一个班级里很少有要好的同伴。



语言沟通障碍原因

• 社会交往能力的低下与社会交往机会的欠缺，严重地影响了智力障碍儿童智慧的发展。正确的

教育就是要尽可能充分地给这些儿童提供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在交往过程中积极地加以指导，

发展他们的感知觉、动作和语言能力，使他们懂得正确的行为举止与道德规范，提高社会交往

的能力。智力障碍儿童教育的实践证明，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地训练，他们的社会交往能力就会

有很大的进步，并能正确地处理许多交往中的问题，如帮助老师与家长传递信息、完成某项工

作、接待来访者，购买物品等等，有的人离校以后参加工作时能较好地与他人相处，受到所在

单位的好评。



如何与智力障碍儿童沟通



沟通技巧

• 给予信心

对自己有信心，愿意、能够接受、教化这群特殊的小弟兄。也对智障儿童有改变的信

心  。

• 聆听技巧

耐心聆听智障儿童的说话，一方面有助理解其说话内容，同时亦使对方感受到被尊重，

加深彼此关系。

• 沉默技巧

当要求智障儿童表达或回答问题时，应保持适度时间的沉默，让对方有充足时间思考和

组织，回答问题。



沟通技巧

• 协助适应

尽量给予足够时间，切勿催促，尤其在转换一项活动时，更需要给予足够的时间适应。

• 鼓励及赞赏

应对智障儿童的正面行为给予适当的鼓励及赞赏，除令他们有成功及满足感外，更引导

他们对正面行为作确认。

• 游戏技巧

进行较复杂的活动或游戏时，应将程序或步骤分化，使他们容易吸收和学习，活动不但

能顺利进行，且能减少他们的挫败感



语言训练技巧

• 1、不断地对儿童说话：对智障儿童说话，其效果不是很明显的，必须

假以时日才会慢慢开花结果。这一点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 2、对着儿童的视线说话：跟智障儿童一起游戏、拿一些东西给他、请

他做一些事、帮他做一些事时，要注意在说话是要对着儿童的视线讲话。

例如：儿童视线不看人时，不用使用强制的方法，特地把脸靠过去，或

把他的头转过来向着他说话。只要很自然的喊他的名字，等他注意您在

叫他时再配合当时的情境与其视线持平对他说话即可。



语言训练技巧

• 3、选择切合情境的话题：眼前看得见、容易了解的自然话题。尤其是以儿童感到关

心或喜欢的事物做为话题，效果更好。也可以先以儿童的口气说给他听，让他知道这

时候他应该怎么说或回答才好。几周后，看到这种情境，他不用提示，完全可以自发

性地使用语言表达自己的这个要求。由此可见语言沟通不能离开情境，要发展语言，

必须要有适合的情境。

• 4、不必重复练习太多次：为使儿童学会说话，同样的话语叫儿童说五次、十次，有

时反而使智障儿童拒绝说话。所以对他们的语训比对一般的儿童多说一、二次左右即

可，同样的事在同一个地方不要重复两次以上。但碰到同样的事情或同样的情况发生

时，要再重复的提醒。不必刻意教学，只要在适当的环境下，不断地、自然地对他说

话，让儿童了解语言的意义，便可期待他逐渐会说出话来。



语言训练技巧

• 5、不必矫正发音：即使说不好，有表达意思的姿态即可，若刻意矫正发音，说不定

反而会抹杀好不容易培养的说话动机。只要他肯说话，发音不正确的缺陷久而久之会

改善过来。大人只要自己提供正确的说话模板即可，但千万不要学儿童说娃娃话。

• 6、只发语头或语尾音不要刻意纠正：智障的孩子经常会出现只发语头或语尾音的语

言现象，这种时候也不必特地加以矫正，下次碰到这种场合时，大人实时发出二次左

右的正确语音即可。即使只发语首或语尾音，也表示他有表达意思的动机，便要赶快

给予鼓励。



语言训练技巧

• 7、不刻意矫正重复性语言 :对于智障孩子的鹦鹉式重复性语言想矫正他也矫正不了，

不如不刻意矫正，而要在日常生活中多配合当时的情境，多制造对他说话的机会。例

如：让他帮忙拿来一个杯子，大人说：“谢谢你”。他可能会随声附和的再说一遍

“谢谢你”，这时候不要刻意矫正，大人应该再说：“不用谢”。他自然会学，有这

样的几次配合之后，儿童就会在头脑中形成这种情景定势，再有这样的情景他不自觉

就会正确对答了。

• 8、有耐心的听他说话：智障儿童表达能力虽然差，但想说话时大人要有耐心地听他

说话，并适时地做出相应的表情或动作来回应。即便孩子反复地问同样的问题时，大

人也要认真的回答。如此，当你对智障儿童说话时，他也比较愿意以语言或非语言的

姿势、表情、手势等方式来回答大人。



• 视频观看：《小杰的视频》

• 《亲子课：帮助残障儿童实现潜能》



培养智力障碍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



• 学习生活自理

• 循序渐进多示范

• 通过游戏形式培养

• 在生活中学习和锻炼

• 发挥家庭教育作用：家长要学会放手



• 《走出庇护》



提升智力障碍儿童社会功能
的活动



参观活动

• 通过参观活动，培养智力残障儿童的注意力、观察力，创造语

言交流契机

• 社工在开展参观活动时布置小任务给儿童，如至少记着一种自

己喜欢的人、事、物的名称，布置1-2题思考题，参观后要进

行汇报。社工边参观边教给他们观察的方法。由于社工要求明

确，具体可行，儿童会更容易将注意力集中。



生活能力实践活动

• 如买卖活动、饭堂服务性活动

• 儿童充当售货员、小顾客、服务员等角色，学习买卖货物，锻

炼儿童胆量，懂得买卖规则，学会礼貌用语，培养热爱劳动的

品质，增强自信心。



绘本阅读活动

• 在绘本阅读中提升语言表达能力，观察能力，学习基本安全知

识、人际交往知识等。



延伸学习，视频观看：
《关于残障儿童的五个误区》



头脑风暴：

你们促进智力残障儿童社会功能的经验有哪些？



结语《酷毙了，我生来就是与众不同的小孩》



谢谢观看
点 /击 /此 /处 /添 /加 /标 /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