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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智儿童在上课时和自由活动时

的行为表现
‘’7

茅 于 燕
8中国科学院心理 研究所

,

北京
, !9 9 9 !4:

摘 要

研究了 # !名弱智儿童
。

采用时间样本的方法收集材料
,

以期从动态角度了解弱智儿童在

上课时和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现
。

按园别和智力落后程度两个方面对被试在上课时的 ; 大类

行为和自由活动时的 < 大类行为进行了分析
。

结果发现
=

班级人数
、

不同教学方法和智力落

后程度与弱智儿童的行为表现有关
。

还对收集材料的方法
、

园别和智力落后程度与弱智儿童

的行为表现的关系
、

窝频率的自娱活动等
,

进行了讨论
。

最后
>

根据研究结果对教师提出了

教学建议
。

关键词 弱智儿童
,

智力落后程度
>

时间样本
,

行为表现
。

! 前 言

我国对学龄前和学龄初期弱智儿童的集体训练教 育工作刚刚开始
,

研究工 作 还很少

见
,

对于弱智儿童在集体生活中的行为表现
,

更是没有涉及
。

国外这方面的研究尚未见到
,

只有一些与弱智儿 童和正常儿童交往和弱智儿童彼此交往的报告
〔’一 ? 〕和行为表现的生态

学方面的研究
‘ ’
等

。

但是
,

经验证明
,

弱智儿童在集体环境中的行为表现
,

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他们的学习质量和人际关系
。

而不同环境 8园另≅∃: 的教学组织
、

教学手段
、

教具使用

以及不同智力落后的程度等
,

又与儿童的行为表现有密切关系
。

为了探讨不同园另3∃8 班级 :

和不同智力落后程度与弱智儿童在上课 8集体课
、

个别训练课: 时和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

现
,

并对教学组织
、

教学手段
、

教具使用等方面提出建议
,

特进行此项研究
。

4 方 法

4
>

! 被试

北京两所弱智幼儿园8下称 甲园
、

乙园 :的全体 #! 名弱智儿童参加 了本实验
。

甲园 4�

名
,

其中男性 !< 名
、

女性 ∀ 名
Α
年龄在  一 ; 岁

,

平均 �
>

� 岁
Α 智力轻度落后者 !9 名

、

中度

落后者 � 名
、

重度落后者 !9 名8程度的划分根据入 园时的档案
,

下同此 :
。

乙园 !? 名
,

其中

男性 !9 名
、

女性 ? 名
Α
年龄在 � 一 !? 岁

,

平均 ∀
>

! 岁 Α 智力轻度落后者 � 名
、

中度落后者  

名
、

重度落后者 � 名
。

两园儿童在性别比和智力落后程度比方面
,

很匹配
。

但是在教学组

织
、

教学手段
、

玩具使用和年龄大小等方面
,

却有较大的区别
。

甲园人数较多
,

年龄较小
,

组

3: 本文修改稿于 ! ∀ ∀ #年  月 !; 日收到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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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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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教学困难较大
,

加以教师以讲为主
,

很少让儿童动手
,

教具单调
,

较难吸 引儿童注意
。

乙

园人数较少
,

年龄较大
、

组织教学较容易
,

加以教师讲解少
,

让儿童动手多
,

教具也多样
,

色

彩又鲜亮
。

这些方面两园有显著差别
。

4
>

4 设计

本研究分别在上课 8集体课
、

个别训练课 :和 自由活动时进行材料收集工作
。

为了从动

态 了解儿童在特定情 景中的行为表现
,

采用了时间样本 8∋ ΒΧ Δ 一 ΕΦ Χ Γ 3Β Η 6 2 Ι /Η ϑΔ Ι Κ Φ 3
Λ

) Φ Χ Η3Β
Η 6 :的设计 Μ “〕

。

方法是
=
将儿童在某种情景8上课或自由活动:的时间按等距离 8 

分钟:划分为若干段
,

每一段完了记录一次
。

记录时是在自制的
、

经过 49 名其他园的弱智

幼儿预试过的
“

行为核对表
”

出现的相应行为项 目栏
,

作一个记号 8
“

了
”

:
,

表示这种行为出

现了 8如敲桌子
、

推小朋友等 :
。

行为项 目虽已印制在核对表上
,

但可以按实际情况另加内

容
。

所 以项 目是开放的
。

由于出现的项 目很多 8�# 种 :
,

分析起来有困难
,

也无必要
,

因此

将这些项 目按其共性加以归类
。

上课时的行为归为 ; 大类
、

自由活动时归为 < 大类
,

每一

类有明确定义
。

实验 由一 名经过培训的实验员担任两园全部儿童的现场观察和记录工作
。

每次只观

察
、

记录一名儿童的行为
。

材料收集工作在 日常教学活动中随班进行
,

集 体上课是  9 分

钟
、

个别训练是 !? 分钟
、

自由活动 49 分钟
,

分别记
= !9 次

、

? 次和 < 次
。

 结 果

 
>

! 不同幼儿园弱智儿宜行为的差别

 
>

!
>

! 两 园弱 智儿童上集体课时的行为表现比较

两园弱智儿童上集体课时的行为表现见表 !
。

从表 ! 可见
= � 甲乙两园弱智儿童在

“

认真学习
”

方面有差异
。

乙园弱智儿童能认真

学习的人次比甲园儿童多
。

这种现象随时间推移表现得更为明显
。

在第 � 、  、 ! 、

∀# 这 �

个 ∃分钟时间段
,

差异的显著性达 #
%

# 一#
%

#∀ 水平 &用∋ ( ) ∗ +(
一 , ( − . /表检验

,

下 同此 0 ,

说

明园别与儿童能否认真学习有关
1 2 两园儿童注意分散的人次随时间推移有不 同表现

,

总

的说甲园儿童注意分散人次多
,

在第 � 、  、 3 三个年龄段差异的显著性达 #
%

# 一。
%

#∀ 水

平
。

值得注意 的是
4
注意分散人次多的时间段 & 第 、 3 段 0正是认真学习人次少的时间段

1

5 两园弱智儿 童均有较多的
“

自娱活动
” ,

并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增多
。

相对地说
,

甲园儿童

这类行为表现 更多
,

在第 � 、  两个 ∃分钟时间段
,

两园儿童出现这类行为人次的百 分 数

差异的显著性均达 #
%

# 水平
。

这种现象在自由活动时也有表现
1 6即使在上课时也有相

当部分儿童与物交往
,

这种交往在时间上与注意分散非常一致 &见表 ∀ 0
。

两园儿童在 上课

开始时虽有差 别
,

但随时间推移
,

其趋势和出现此类行为的人次基本相同
。

在第 3 个 ∃ 分

钟段都 是人次最多
。

∃
%

∀
%

7 两 园弱 智儿童 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现比较

自由活动是集体生活的一种形式
,

儿童在这种场合更容易出现 自然的行为表现
,

弱智

儿童也是如此
。

两园弱智儿童的情况见表 7 。

从表 7可见
4 � 两园弱智儿童在 自由活动时间内

, 8 个行为大类除
“

与成人交往
”

这

一类外
,

随时间推移
,

出现的人次在趋势上非常一致
,

其差异也都未达到显著性水平
。 “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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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两园弱智儿童上课时行为表现的比较

认真学习 注意分 散 自娱活 动 与物交往 与成人
交往

与儿童
交往

情绪表现 饮水排便
时 间 园 别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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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 � 认真学 习 4

学 习态度好
,

安静坐着
,

眼睛凝视老师
,

做份内的事
,

举手试图回答问题 , 2 注意分散
4
不

看老师
,

漫不经心
,

东张西望 ,

旦鱼呈立塑匕 自己完成的活动
,

与他人或事物无关
,

能从这些活动 中 得 到 愉 快
。

如
4
咬手指

、

拍手
、

站起来
、

摸头发
、

晃身体
、

玩手指
、

挖鼻孔
、

大声喧 嚷
、

打哈 欠
、

吹气
、

乱动等 1 6 与 物 交

往
4
活动要 借助于 东西

,

如
4
玩 教具

、

玩衣角
、

晃椅子
、

玩手 绢
、 9
匕室 内滑梯

、

破坏东西
、

脱鞋等 1 : 与 成 人 交

往
4
行为的对象为成人

。

如
4
向老师告状

、

找老师
、

找 阿 姨
、

楼 老 师
、

掏 老 师 口 袋 等 , ;与 儿 童 交 往
4
行为

的对象为儿童
。

如
4
打儿童

、

骂儿童
、

推 儿童
、

玩儿童的衣物
、

与儿童打闹
、

动儿童的椅子等 , < 情绪表现
4
出 现

明显的对客观事物的态度
。

如
4
哭

、

流眼泪
、

笑等 1 = 饮水排便 4
满足身体需要 的一类事件

,

如饮水排便等
,

友 ∃ 、

表 � 的行为类别说明同此
。

表 7 两园弱智儿童自由活动时行为表现的比较

时 问 园别
不友好
交往

与物交往 与成人

交往

自娱活动 情绪表现 饮水排便 备注童玩起儿与一

人 次 形 人次 终 人次 多 人 次 形 人次 多 人 次 形 人次 形

甲 > # ∃?  ∃ ∀∀
%

弓 3 7∃
%

∀ ∃ ∀ ∀
%

 7 ∀ ? #
%

∃ 7 8
%

8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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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

& ∀ 人 0

3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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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
%

∃ > 7 ? #
。

# ∃ 7#
%

# � 7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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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7 3

。

!

3 � #
%

#
8 7 3

。

!
?  ∃

。

∃
3 7∃

。

∀

 ∃∃
。

∃

# #

∀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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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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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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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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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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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8 +
#

+

0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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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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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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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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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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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1 1

+ 0 1
。

1

甲乙甲乙甲乙甲乙甲乙甲乙

注
∀ � 与儿童一起玩

4
行为 的对象为儿童

,

如
4
抱儿童

、

与 儿童玩
、

坐 在 儿 童 腿 上
、

和 儿 童一 块 看 书 等 ,

2 不友好交往
4
与儿童有不友好往来

,

如
4
与儿童打架

、

抢儿童的书
、

踢儿童
、

骂儿童等 1 5 与物交往
4
行为的对象

是事物
,

如
4
看 电视

、

拍球
、

搬椅子
、

把书往桌缝中插
、

用 纸擦桌子等 , 6 与成人交往 4
同表 ∀ 注 1 : 情绪表现 4

同

表 ∀ 注 , ;自娱 活动
4
同表 ∀ 注 , 表  的行为类别 同此

。



4 亏9 心 理 学 报 4 �卷

成人交往
”

这一类
,

一开始 乙园儿童表现的人次多些
,

与甲园儿童的这类行为有 。
>

9! 的显

著性差异
,

以后却是甲园儿童这类行为逐渐增多
,

接近乙园儿 童
,

但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
Α

2 一般来说
,

弱智儿童很少与同伴交往
,

但是在集体生活较长时间的弱智儿童也有部分能

与同伴交往
。

友好的交往的人次为 7# 肠一 �# 肠
,

不友好交往的人次为 Β 肠一∃� 肠
。

个体

之间的交往行为对他们以后回归社会有益
,

当然应防止不友好交往 1 5 自娱活动较多 , 两

园儿童的趋势一致
,

平均比在上课时多∀# 呱
。

∃
%

∀
%

∃ 甲园弱智儿童在不 同上课形 式下 的行为表现比较

甲园有两种上课形式
4

集体上课和个别训练
。

同一群体儿童在不同上课形式有什么

特点呢 Δ 作者也作了探讨
,

结果见表 ∃ 。

表 ∃ 甲园弱智儿童 73 人上课时与个别训练时行为表现的比较

时 间 情景 认真学习 注意分散 自娱活动 与物交往 与成人
交往

与儿童
交往

情绪表现 饮水排便 各注

人 次 男 人次 拓 人次 男 人 次 终 人次 多 人次 多 人 次 男 人次 男

第一个 ∃ 分钟

第二个 ∃ 分钟

第三 个 ∃ 分钟

Β舀ΒΕ六幻Φ Γ%∃#
, %Β

第四 个 ∃ 分钟

上课 ∀8 3  
%

� ∀? 3!
%

7

个别 训练 7# 8 3
%

! ∀? 3!
%

7

上课 ∀8 3  
%

� ∀8 3  
%

�

个别训练 7# 8 3
%

! ∀? 3 !
。

7

上 课 7# 8 3
%

! ∀   8
%

�

个别 训练 ∀! 8 ∃
%

∀ ∀? 3 !
%

7

∋课 ∀∃  #
。

# ∀ ! 8 ∃
%

∀

个另≅】习0Η练 7 ! 3
%

7 ∀�  ∃
%

?

上课 ! ∃�
。

3 77 ? �
。

3

个别训练 ∀! 8 ∃
%

∀ ∀  8
%

8

。

3 # # ∃ ∀∀
。

 ∃
。

 7 8
。

8 # # !

。

3 7 8
。

8 � ∀ 
%

�  
。

8 7 8
。

8 # # 8

。

7 7 8
。

8 ∃ ∀∀
。

 ∃
。

∃ ∀ ∃
。

? # # 3

? ∃#
。

?
∀∃  #

。

#
∀∀

。

 

#

7∃
。

∀  

Γ  

3! #3!3∀3!3∀?#∀? 8∃ ∃3∀∀∃∀?∀3∀?7∀∀3∀3∀!∀�

第 五个 ∃ 分钟
。

∀ ! ∃�
。

3 7 8
。

8
。

? ∀# ∃?
%

 ∀ ∃
。

?

表 ∃ 说明 4 � 在一开始上课两种教学形式各有 3 
%

 肠和 83
%

! 肠人次的儿童能认真

学习
,

差异不显著
,

但随时间推移
,

到第 �个 ∃分钟却有明显变化
4

集体上课时认真学习的

人次大幅度下降
,

而个别训练时人次却大幅度增加
4  #

%

# 肠 与 !3
%

7呱
,

差异的显著性达

#
%

#∀ 水平
,

第  个 ∃ 分钟两者的差异 &∃ �
%

3肠与 8∃
%

∀肠 0 仍达 #
%

#∀ 的显著性水平
,

说明在

个别训练时
,

弱智儿童能认真学习的人多些
1 2 两种教学形式下

,

弱智儿童都有较多的自

娱活动
,

但在集体教学时更多些
,

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
1 5 其他几类行为随时间的推移

,

基

本趋势也一致
,

说 明这些行为与上课形式的关系不大
。

∃
%

7 不同智力落后程度弱智儿宜行为的差别

为了探讨不 同智力落后程度的弱智儿童在上课时和 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 现
,

作者进

行了这部分工作
。

∃
%

7
%

∀ 轻度
、

中度
、

重 度弱智 儿 童上 集体课时的行为表现比较

这方面的情况见表 � 。

从表 � 可见
4

� 不同程度弱智儿童在上课时 ? 大行为类别出现的人次随时间推移其

趋势非常一致
,

只是中度弱智儿童在
“

认真学习
”

这一类别出现的人次有较大起伏
。

出现这

种情况可视为偶然现象
,

因这种程度的弱智儿童较少 & ! 人 0 1 2 不 同程度弱智儿童在前 �

个 ∃分钟时间段均有相 当多数 &  3
%

∃肠一 !∃
%

? 肠 0 能认真学习
,

不过
,

轻度弱智儿童自始

至终能这样做的人数最多
,

在第 ∃ 个 ∃ 分钟时间段甚至达到 Ι∃
,

? 肠
。

这说明理解力
“

较



 期 草丁燕
=
弱智儿童在 仁课时和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现 4 引

表 # 轻度
、

中度
、

重度弱智儿童上课时行为表现的比较

时 间 等级
认真学习 注意分散 自娱活动 与物交往 与成人

交往
与儿童
交往

情绪表现 饮水排便 备注

人 次 男 人次 多 人次 男 人次 拓 人次 男 人次 拓 人次 男

八Ο,轻度
8! �人 :

第一个  分钟 中度
8 ∀ 人 :

重度
8! �人 :

! ! � ;
>

; ! ! � ;
>

;

人次 拓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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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9 �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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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

9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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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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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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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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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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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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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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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曰3舀

###############

⋯⋯
八%�Χ工Π3丹5,目3八八廿,∃六八111‘几%2

廿

‘内匕内卜)ΜΧ八∃∃3Χ几�=户一的了内卜>:Μ!内!八>八己任月3.比!月竹,
#一勺�:匕%Ε=�3产3仁>

,孟

Μ月了了:%3%−#1

⋯

匕=5几%Α了‘几比八存匕八Χ几匕,∃内!�Δ八%臼%只几%:口∃∃丹Χ八>&Π&11口一了3匕&!3!&!4
, #孟��汽匕几口‘;户ΕΩ%八!3汽 匕尸Πς9���厅%八>

# #∃ !9。:口∃二:&∃主弓=−
,Κ=Ξ3&,=九ΧΡ挂

司月二∃∃∃∃上
,∃∃∃,∃

度度度度度度度度度轻中重轻重轻中中重

第八个 + 分钟

,%八Χ

第九个 + 分钟

&
∃1八曰6Ψ:1八>八“&Χ月任�Π3目:曰3八

⋯

月ϑ�!一Δ只
∃#上,土∃∃几3%目月了&月

第十个 + 分钟 ,
·

“

1 1 ∋ + ∃/
。

/ 1

强
” 、

学习动机较好与认真学习有一定相关
。

另外
,

重度弱智儿童也有 不 少 ( ∋+
#

/ 肠一

− )
#

1 肠 ∗表现 出认真学习的态度
,

可能有的是机械模仿而已
,

因为他们的学习质量很差
, 5

不 同程度弱智儿童均有高比率的
“

自娱活动
” ,

其出现 的人次随智力落后的程度而逐渐减

少
,

即轻度者最多
,
重度者最少

,

趋势也基本一致但差异不显著
1 6不 同程度弱智儿童均

有相当部分 & �∃
%

? 肠一∀## 肠0 出现注意分散的行为
,

轻度者相对来说最少
,

中度者最多
,

重

度者在两者之间
。

出现这种情况也可视为偶然
,

因为中度者人数较少 & ! 人 0 1 : 重度弱智
ϑ∋童与物交往最多

,

轻度者最少
,

但差异未达显著性水平
。

∃
%

7
%

7 轻度
、

中度
、

重度弱 智儿童 自由活动时的行为表现比较

分析记录
,

这方面的情况见表  
。

从表 可见
4

�
“

与儿童一起玩
”

这个行为类别方面
,

轻度弱智者最少
,

中度者最多
,

在

第 ∃和第 �个 ∃分钟时间段
,

差异 &∀ ?
%

? 肠与   
%

3肠
, ∀7

%

 肠与 ��
%

�肠 0 的显著性达 。
%

#∀

水平
1 2

“

不友好往来
”

这一个行为类别则正相反
,

轻度弱智儿童最多
,

中度者最少
,

在第 �

个 ∃分钟时间段差异 & ∃∀
%

∃帕与 Χ 0 的显著性达 #
%

# 水平
,

说 明 轻度弱智儿 童攻击性较

强 1 5 不同程度的弱智儿童出现的
“

自娱活动
”

都很多 & 33
%

了肠一 ∀## 帕 0
。

轻度
、

中度弱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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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轻度
、

中度
、

重度弱智儿童 自由活动时行为表现的比较

时间 等 级
不友好
交往

与物交往 与成人
交往

自娱活动 情 绪表现 饮水排便 备注

人次 拓 人次 拓 人次 拓 人 次 多 人次 形 人次 形

,目Η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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ΗΟ&ΟΗ�1

∃ #∃

119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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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内八了;翻月竹;自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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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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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人 ∗

重 度
( 飞.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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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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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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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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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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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0 ∃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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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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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0 − )
。

1

∃ − − −
。 /

∃ 0
。

)

∃ ∃
。

∃

∃0
。

)

) + ∃
。

+ 0 ? 0
。

) + ∃/
#

/ ) + ∃
。

+ ∃∋ / −
。

) 0 ∃ 0
。

) ) + ∃
#

+

≅
#

+

0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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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Η3

第五个 + 分钟
.

。

+

‘∃八%,2,=
#

⋯

1
,∃1.
,&#.

&#卫∃上,一尸%2工

⋯

1,自0八2%
&,二:

9目∃∃∃#∃

3Η;‘336&

第六个 + 分 钟

∃0
#

)

1

∃0
。

)

;乙1介‘
%雌∃上3%

第七个 + 分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川 /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8

? ? . /
。

/

? ) 8 +
。

/

/ / /
。

8

∃ + / ∃
#

+

∃ ∋ / −
。

)

8 ∃1 1
。

1

∃ ∃ . /
#

/

∃ + / ∃
。

+

/ / /
#

8

∃ + / ∃
。

+

∃ . ∃1 1
。

1

/ / /
。

8

∃ ∃ ≅ ς
。

/

度度度度度轻中度度度度重轻中重轻黄中

童各在第 − 个或第 ) 个 + 分钟时间段竟达到 ∃ 11 肠
,

说 明弱智儿童不 管 其程度如何都有

许多自我刺激的要求
, 6重度弱智儿童出现较多的与成人交往的活动

,

在第 7 、

∃个 ∃分钟

时间段与轻度和中度弱智儿 童出现该行为的人次的百分率的差异均达 #
%

#∀ 的 显 著 性水

平
,

说明重度弱智儿童独自玩和与同伴玩的能力较差
,

只能找成人 &老师
、

阿姨 0交往
。

� 讨 论

�
%

∀ 研究方法问题 本研究采用的是时间样本法
,

它是心理学常用的只种观察法 &等级

法
、

行为 出现频率法和时间样本法 0之一
。

在作动态地收集材料的研究中
,

这种方法有很大

优越性
,

可以观察到儿童 &包括弱智儿童 0在规定时间内的行为变化
。

现在看来
,

本研究采

用时间样本法是适宜的
。

至于记录的间隔
,

本研究采用的是 ∃ 分钟为一个时间段
,

相比有

的研究以 ∀# 秒钟为一个时间段
〔”’,

是太长了
。

但考虑到上课时和自由活动时儿童行为不

会 变化太快
,

所以 ∃分钟还是可以的
。

至于用录像技术收集材料当然更好
,

但限于条件
,

本

研究尚不能做到
。

�
%

7 园别与弱智儿宜行为表现的关系

从上课时的
“

认真学习
” 、 “

注意分散
” 、 “

自娱活动
” 、 “

与物交往
” 、

与成人交往
“

以及自

由活动时的与儿童一起玩
” &友好交往 0

、 “
不友好交往

”

等行为
,

都是乙园儿童较甲园儿童

表现好
4

认真听讲 的人次多
、

注意分散的人次少
1
友好交往的人次多

、

不友好交往的人次

少等
。

说明不同环境 &不 同幼儿园 0与弱智儿童的行为表现有一定关系
。

我们发现 4 班级

人数少些 & 乙 园∀ 人
,

甲园73 人 0
、

教学方式多样化
、

教具多且 色彩鲜艳
、

照顾儿 童全面
、

鼓

励儿童动手操作
,

自由活动时和儿童一起做游戏
、

引导儿童同玩等方面
,

都是甲园所不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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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

这些教学特点可以有助于弱智儿童认真学习
,

防止注意分散和建立 良好的人际关系
,

可作为教学建议
。

#
>

 智力落后程度与弱智儿宜行为表现的关系 � 总的来说
,

轻
、

中
、

重度弱智儿童均

有相当一部分人 & �# 肠以上 0有认真学习的态度 &学习质量当然是不同的0 ,

而在一定的学

习时间内 & ∃# 分钟 0 ,

轻度落后儿 童能认真学习的人数自始至终都比较多
。

这个结果对开展

弱智儿童的早期训练
,

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1 2 注意分散是认真学习的障碍

。

随时间推移
,

三

种程度的弱智儿童的这种行为都愈来愈多
。

不过
,

和
“

认真学习
”

行为相应
,

轻度弱智儿

童
“

注意分散
”

行为在 ∃# 分钟内始终是最少的
。

这提示我们
4
在教学上应尽量设法保持弱

智儿童 &特别是中度
、

重度弱智儿童 0的注意力
,

这对他们认真学习
,

从而提高学习质量
,

有

极大好处
。

在课时安排上
,

一堂课最好限定在 7# 分钟以内 1 5 无论在上课时或自由活动

时
,

轻度
、

中度
、

重度弱智儿童都有较多的人次 &  # 帕以上和 3# 肠以上 0 有自娱活动
,

而轻

度者在两种情景下都最多
。

这种高频率的自娱活动可能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弱智儿童多动

的缘由了
。

这种高频率的自娱活动的出现 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4
切神经系统有障碍

1 ;智

力低下与他人交往少
,

只有从自娱活动得到刺激产生愉快感
。

不过
,

从全面分析来看
,

这类

自娱活动并未严重影响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和与他人交往
。

轻度弱智儿童认真学习的人数

最多
,

但却有最多的自娱活动
。

因此
,

是否可以不必费很大精力去纠正这种活动
。

6重度

弱智儿童在上课时有较多的与物交往行为
,

随时间推移也愈来愈多
,

情绪变化也居三种弱

智儿童之上
,

在 自由活动时又有更多的与成人交往的活动
,

说明他们 自控能力最差
,

依赖

成人的心理较重
。

 小 结

用时间样本在一定的时间间隔条件下收集材料
,

是一个从动态角度研 究行为表现的

变化的好方法
。

不同幼儿园
、

不 同教学组织
、

不 同教学方法对弱智儿童的行为表现有不同影响
。

不同智力落后程度 的弱智幼儿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
。

总的来说轻度弱智儿童的行为

表现较好
。

高频率的自娱活动在不 同程度的智力落后儿童那里都存在
,

但以轻度 弱 智儿童为最

多
。

不过
,

这类行为并不大影响儿童的学习态度和与人交 往
,

所以可以不 必过份注意它
、

纠正它
。

根据材料
,

对弱智儿童的早期教育方式提出以下建议
4

� 班级不能过大
, ∀# 一∀ 

人一个班较合适 1 2 教学方式多变化收效好 1 5 教具多且色彩要鲜艳 1 6照顾全班儿童 1 :

鼓励动手操作
1 ;和儿童一同游戏 1 < 引导儿童互相交往

,

以促进他们的社会性的发展等
。

致谢
4

北京拥大幼儿园和北京新运弱智儿童养育院热情支持此项工作
,

杨 砚 同 志作了全

部现场观察
、

记录
,

一讲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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