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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个人对智力落后儿童早期干预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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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作者根据从事智力落后 儿童的早期于预教学研 究的实践经验对 当今在

我 国开展早期干预的必要性以及早期干预的目的
、

设置 的理 由
、

内容
、

方 式
、

对

象
、

教师的条件
、

效 果的评价 以及 开展的步骤等 9 个问题
,

提出 了自己 的看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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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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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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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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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对学龄前智力落后儿童的早期干预 (即教育
、

训练)还刚刚开始
。

因此它对于 当

今中国的教育
、

心理
、

医护和社会学等部门的工作者来说
,

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

为了在我国尽快地开展学龄前智力落后儿童的早期干预
,

根据自己的实践
,

对以下九

个问题谈一点看法
。

,

一
、

为什么在我国很铸要开展早期千预 ?

智力落后是我国当今的一个很严重的社会
、

教育
、

医护
、

心理等方面的问题
。

根据卫

生部组织的全国出生缺陷监测调查和全国 。一14 岁儿童智力落后抽样调 查
:
全 国 出生

缺陷总发生率为 13
.

07 编
,

最高省份达 20 编 ; O一 14 岁儿童智力低下患病率为 1
.

07 帕
。

若

以此推算
, “

七
·

五
”

期间全国一亿新生儿中
,

出生缺陷儿至少 20 0 万
,

而在全国 三亿三千

万儿童中
,

智力落后患儿至少 3 50 万
,

这是多么严峻的现实啊 !

自从 1 9 8 0 年以来
,

我国政府和社会对于学习能力低下的学龄儿童的补偿教育 (或辅

读教育)
,

倾往了极大的关怀
。

许多省市
,

如北京
、

上海
、

山东
、

南京
、

天津
、

四川
、

黑龙江
、

江

西和辽宁等地
,

开办了一些特殊教育学校
,

并在正常小学附设了一些特殊班级
,

到 1 9 9 1 年

为止
,

全国已有 2 35 所弱智儿童的培智学校
,

在校学生 2 9 3 81 名和 1 2 3 5 个辅读班 (即智力

落后儿童或学习能力低下儿童的特殊教育学校和班级)
,

在校学生 1 5 4 7 3 名〔‘]
。

这样
,

与

以前那种不让这些学习困难儿童与正常儿童在同一教室上课
,

并将他们排除在校外的 小

学教育政策相比
,

的确有了很大的改进
。

但是
,

政府的教育部门对学龄前的智力落后儿童

的早期训练
,

却还没有做什么工作
。

这种冷漠的态度有历史原因
:

我国教育部门认为 普

及教育从小学开始
,

智力落后儿童的特殊教育也应从小学开始 ; 正常的
、

学龄前儿童 的幼

儿教育还没有普及
,

更谈不上为智力落后的
、

学龄前儿童提供特殊教育 (即早期 于预 ) 了 ;

有智力落后孩子的许多家长一直抱着有罪或羞耻的态度
,

不敢公开为孩子争取受教)育 的

机会等
。

但是
,

近年来
,

许多西方书本或杂志都提到
:
早期是智力发展的关键期

,

即 使对

智力落后儿童来说
,

也是如此 (B la t七
,
1 9 5 1 [ 2 ] ; G o ld e n 和B ir n 。

,
1 9 7 6 [ “] ; R o b in o o n 和

井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 目
。

工)本文于 1 9 9 1 年 1 1 月 2 0 日收到
。



2 2 6 心 理 学 报 凌9乡z年

R o b in s o n , 1 9 7 6 [ 4 , 以及 S a r a o o n , 19 6 9 [5 ]等)
。

也有的人提到
:
如果在智力落后儿童 6 岁

以前就给以早期刃11练的话
,

是非常有益的 (B r a n fe n b r e n n e r , 1 9 74 t6 ’; C a ld w e ll和 S七e d -

m a n , 1 9 7 7 [ 7 ] ; H o r o w it z
, 1 9 7 8 [ 8 ] ; L e v e n s七e in

, 1 9 7 5 [ 9 ] 以及 R a m ey 和 G o w a n , 1 9 8 6

[‘。〕等)
。

同时
,

有不少年龄小的智力落后儿童的家长也敢子公开地为孩子早期能受 到 教

育而呼吁了
。

为此
,

对智力落后的学龄前几童给以早期干预在我国是很 必 要 的
。

我国一项

临床研究 [川还提出了对智力落后儿童的早期诊断
、

早期教育和训练应该给 予重视
。

此外
,

一些西方的早期干预大纲 (如 H e b e r 的 密尔 瓦 基多M ilw a u k e e p r o je e t》
, 1 9 7 5 年 [ ’2 1

、

K a r n e s 的家庭干预大纲《H o m e In te r v e n tio n P r o je e t》
, 1 9 7 0 [

‘3 ]
、

Sh a e r e r 等人的波

太奇大纲《P o r ta g e P r o je e七》
,
1 9 7 0 〔“ , 等)的报道

,

也给 T 我们很大的启发
。

二
、

在当今之中国哪一种早期千预方式最好 ?

一般来说
,

对幼小智力落后儿童所给予的早期干预有三种方式
: ¹ 家庭方式 ; º 训练

学校方式
; » 家庭和学校相结合的方式

。

从个人经验看
,

训练学校 (或训练中心
、

训练幼儿

园
、

养育院等)方式对当今中国是较为合适的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¹ 绝大多数智力落后儿童

的家长都是双职工
,

他们自己的工作
、

学习和
“

额外的
”

家务已使他们疲于奔命了
,

根本不

可能做为孩子的主要训练员
,

于是这个教学任务就会 由祖辈或保姆担当
,

而他们又由于传

统观念和文化程度
,

往往不能担负起这个任务
; º 没有足够的训练家长的教师去教家长如

何教育孩子 ; » 学习对于智力落后幼儿来说是一项
“

艰苦的工作
” ,

因此就需要有耐心来做

训练
,

可是许多这类儿童的家长对训练又没有这种态度
,

有时他们还会不忍看到孩子因为

学习而那么
“

受罪
” ,

很容易停止这类训练
; ¼在训练学校里由教师进行教学 ,

质量比 较有

保证 ; ¾可以节省人力
,

两三名教师和保育员可以担负 15 一20 个儿童的全部生活
、

教学的

事
; ¾有同伴在身边

,

且集体学习的气氛能增强儿童学习的积极性
,

也可以促进儿童的交

往
,

对儿童回归正常社会有裨益
; ¿ 孩子上学以后

,

家长还可以从照顾这个智力落后 孩子

的烦恼中暂时解脱一下 (这一点很重要 )
,

并且有机会和其他家长交往
,

互相交谈共同关心

的事
。

但是
,

为了消除由学校所带来的缺点 (如隔离
、

没有正常的同伴等)
,

就必须为智力落

后儿童提供与正常儿童交往的机会
,

这种交往使正常儿童的心灵深处会同情这些
“

特殊的

小伙伴
” ,

他们长大了
,

就不会歧视智残人了
。

如果有很多正常儿童与
“

特殊小伙伴
”

交往
,

就会在正常人与智残人的关系上产生一种
“

革命
” ,

把歧视智残人的观念从小铲除
,

这比我

们天天说
: “

要建设精神文明
,

不要歧视智残人
”

有效得多!

虽然训练学校的方式较好
,

但是
,

在当今之中国
,

这种方式的教学机构是不是足够让

绝大多数幼小的智力落后儿童都入学了呢 ? 不是的
,

远远不是的
。

各地的社区在开办早
期训练学校上应起主要作用

,

教育
、

民政部门要给一些帮助
,

家长也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

可

以聘请退休教师 (经过短期培训 )来教这些孩子们
。

在当今之中国
,

这是为智力落后 幼 儿

提供早期干预的可行性方式
。

‘

三
、

在当今之中国能否实行
“

一体化教学
” ?

所谓
“

一体化教学
”

是让智力落后儿童回归教育主流
,

与正常儿童在同一个班里学习
,

在一起生活
。

现实情况告诉我们
,

在当今之中国还不可能做到
。

据 K a u fm a n (1 97 5) [15 ] 的看法
,

成功的
“

一体化教学
”

必须包括 3 个主要成份
: ¹ 必

须有智力落后儿童与正常儿童在时间与地点上的结合
,

即在同时
、

同一个教室里学习
,
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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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的教学环境
,

并与正常儿童有社交上的结合
,

不受孤立和歧视
; º 必须有适合于这个

或 这几个 )智力落后儿童的个别教学
,

以补充他 (或他们 )坐在课堂里听不懂教师面对大多

数正常儿童的讲解的不足
; » 必须明确管理人员

、

教师
、

个别辅导教师和工作人员的职责
,

做到不推诱责任又协调工作
。

好的一体化教学绝不是把智力落后儿童放到正常儿童的班

上就算完了
。

有人说
: “

一体化教学省老师
、

省人力
、

省钱
,

因为不用为他们单独设班了
” 。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
。

试想
:
为每个智力落后儿童要单独设置教学计划

、

单独辅导
,

这又要

花费多少钱去培训许许多多这样的特殊教学辅导教师呢 ? 再说社交上的结合也不是很容

易马上做到的
。

传统的轻视智残人的习惯绝不会在一天早上就完全消失了
。

所以
, “

一体

化教学
”

的教育思想虽然很好
,

它体现了人人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思想
,

但是
,

如果把它

看得过于简单
,

并不做适当的准备 (包括教师思想的准备
、

社会舆论的准备 )
,

也 没有培训

足够的特殊教育的辅导老师的资金
,

骤然要全面开展这种教学
,

让智力落后儿童 回归教育

主流
,

恐怕是不明智的
。

当然
,

这样说
,

并不否定开展
“

随班就读
”

(即
“

一体化教学
”

) 的小

型实验
,

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

为以后使用
。

四
、

早期千预大纲的教育目的
、

设置的理由和内容是什么 ?

一个有效的早期干预大纲的教育 目的是促进那些由于有某种能力上的缺陷 (盲
、

聋)

或智力落后而很可能导致未来发展迟缓的儿童的学习能力
。

但是
,

早期干预的 目的 绝对

不是治好每一个有能力缺陷或智力障碍儿童的缺陷或障碍
,

使他们成为正常儿童
,

而是为

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去发展他们的潜在能力
,

使这种能力发挥到最大限度
。

早期于预大纲设置的理由有
: ¹ 人类确有学习的关键期

,

这是在生命早期
。

这时儿童

对教育训练和环境影响最有反应
。

智力和人类其他能力在生命早期还不固定
,

通过学习
、

训练可以被塑造到一定的程度 ; º 凡是可以使儿童早期的发展偏离正常的智力障碍 和 其

它一些因素
,

也会干扰这个儿童 以后的发展
,

因此
,

原发的那种智力缺陷和因素如不 加 以

于预
、

纠正的话
,

二级缺陷又会出现 ; » 通过对省力落后儿童的早期教育和训练
,

儿童的智

力和能力有提高
,

对于社会来说
,

也是好事
,

因为可以减少一些严重的智力低下患者
,

等于

减少福利开支 ; ¼智力落后的小年龄儿童的家长也需要特殊的关怀和帮助
,

以使他们能在

孩子的关键期期间
,

提供给孩子最适当的照顾
、

刺激和训练
,

俘使孩子发展得更快
、

更好
。

早期干预的内容也是重要的方面
。

W 。。d 和 H u rl e y ( 19 77 )[ ‘”J提出有五种 课 程安

排的途径
:

按改善 (纠正 )儿童的缺陷来安排内容
;
按教育课目的要求来安排内容

;
按基本

技能的训练程序来安排内容
;
按发展顺序来安排内容和按心理结构的特点来安排内容

。

在

作者编写的于预教材中
,

使用 了其中两种途径相结合的方式
:
按

“

教育课目的要求
”

和按
“

发展顺序
” 。

在集体训练中用的是前者
,

内容包括
, 阅读前准备

、

儿歌
、

故事
、

手工
、

常识
、

活动游戏
、

体操
、

音乐
、

律动等
;
在个别训练时用的是后者

,

内容包括五大行为领域中人 类

发展的正常序列的一些项目
。

这五大行为领域是
:
大运动

、

精细动作
、

说话和语言
、

适应

性行为和个人
—

社会行为 (包括生活自理)
。

五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这种结合使用方式是

适宜的
,

它能最大限度地促进智力落后的学龄前儿童的发展
。

五
、

哪些儿童是当今之中国的早期千预的对象 ?

在决定谁应该是当今的早期干预对象时
,

有三个问题必演考虑到
: ¹ 儿童落后 的类

型 ; º 接受早期于预的起始年龄 ; » 智力落后的程度
.

实践表明
:
那些由于染色体畸变

、

代谢障碍等先天因素所造成的智力落后儿童
、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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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出生后某些生物学原因 (或生理原因)所造成的智力落后儿童以及由环境不良造成的

智力落后儿童三者都需要
、

而且都可以接受早期干预
,

他们所有人都会获得进步
。

由于环

境不良因素造成的智力落后儿童进步最大
。

接受早期干预的起始年龄
,

目前在发达国家也

无定论 [ ‘7 ’
。

一般来说在智力落后一经发现
,

就应该马上开始
。

可是在当今之中国还做不

到
。

原因是
:

¹ 绝大多数 有一个 3 岁以下的智力落后的儿童的家长往往不能接受这个事

实
,

也可以说他们存在着侥幸心理
,

认为孩子只是暂时落后而已
,

以后会赶上来的
,

不需要

这么早就给他们特殊训练
; º 早 期 评价智力发展水平的工作在许多省市

,

甚至在大城市
,

也未普遍开展
,

因此轻度
、

甚至中度智力落后儿童在早期 (三岁以前) 不容易被确诊 ; » 教

育部门对早期教育重视不足
,

即使对正常儿童的学前教育也还不是 很 普遍的 ; ¼经 济困

难
,

无力培养足够的特殊教育的幼儿 教师
,

同时也没有办学的校舍
; ½ 三岁以下儿童还有

很大的保育任务
。

智力落后的三岁以下儿童患病多
,

保健更需要
,

家长舍不得送这么小的

孩子去住宿幼儿园接受教育
;
而每天送孩子去学习

,

又由于距离远
,

受不了挤车之苦
。

从

现实情况看
,

主要应该 以 3一 6 岁这个年龄段为起始年龄
,

最重要的是不要超过 6 岁
。

但

是
,

这种特殊训练一开始
,

就不要停下来
,

一直继续到他们上了特殊学校或辅读班为止
。

至于智力落后的程度
,

放宽一点也是可以的
。

不能只接受那些智商在 50 以上的
“

可教育
”

的儿童
,

还可以接受那些智商在 35 以上的
“

可训练
”

的儿童
。

事实证明
,

这部分儿童也可

以从早期干预中获得很大的益处
。

六
、

早期干预教师要什么条件?

教师是担任训练任务的主要人物
。

家长可以做辅助教师
,

但不是主要教师
。

在家庭

训练方式里
,

家长主要负责训练‘但他先要接受教师 (或训练员) 的培训
,

这时
,

他就有了双

重身份 ; 教师和家长
,

还是以教师名义担任主要训练责任
。

一位合格的早期干预教师必须

具备以下几个条件 (按重要性的顺序列出) : ¹ 对智力落后儿童有强烈的同情心 ; º 决心

为此高尚的事业而献身 ; » 心地极善良和极有耐心 ; ¼接受过一定的特殊教育的 培训
,

成

绩优良 ; ½ 最好是女性
。

七
、

如何评价早期千预的效果 ?

人们往往说早期干预的效果可以从儿童接受这种干预所取得的进步来评价
。

但 是
,

如何来评价 ? 用什么指标 ? 是很复杂的事
。

在个人的早期干预教学实验中
,

用的是
“

训前

和训后
”

相比较的设计
,

没有用
“

实验组和控制组
”

相比较的设计
,

这是因为样本非 常小

(2 o人) ,

被试的病类很不同
,

落后的领域也不同
,

年龄 ( 3 一 6 岁)差别也很大
,

无法把他们

分为相匹配的对比组
。

在评价效果方面
,

本研究用了 4 个指标
,

以求全面
: ¹ 几童的健康

状况
; º 在心理研究所 19 7 8 年制定的代智力落后儿童疗前疗后行为变化等级量表

”

上的得

分
; » 儿童在格赛尔发展量表上的发育商 (智商) 分数

; ¼家长的评价
。

干预教学实验结果

表明
, ( 1)

、

(2)
、

(4) 这三个指标比较灵敏
,

而第 (3 ) 个指标不大灵敏
,

因为事实上儿童进步

很大
,

可是发育商分数却变化不大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¹ 智力主要是先天察赋的一种能力

,

通过二三年的教育
、

训练
,

不可能变化很大
; º 智力测验是以正常儿童为常模制定的

,

智商

(发育商)又是与生理年龄有关
,

而智力落后儿童的智力虽与年龄增长也有一定关系
,

但总

的来说
,

年龄愈大
,

与同龄儿童的差距也就愈大
。

早期干预虽可纠正一定的偏离正 常
,

但

不能完全纠正偏离
,

所以智商难以表现进步
,

这一点与杨晓玲等人 (1 98 9) [‘8 ] 的结论 是一

致的 ; » 智力测验只议五个行为领域的表现来计分
,

而智力落后儿童其他方面
,

如情绪
、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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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指导语的水平
、

完成任务的速度
、

与陌生的测查员的交往等
,

就不能表现了
,

而经过早期

干预的儿童在这些方面倒有很大的进步 ; ¼智力落后儿童的许多行为都是经过艰苦
、

反复

的教学
、

训练才学会的
,

他们很难从生活中自发地学习
,

而学习迁移又很差
,

所以即使学会

许多知识和技能
,

也完全可能不会智力测验上的测查项 目
,

因而发育商分改变不 大 ;
·

½ 本

早期干预大纲以语言和精细动作为主要训练领域
。

可是格赛尔发展量表上却没有足够的
、

能测量出这两方面能力进步的项 目
。

打个比方
: 一个学生学地理的成绩应该用测量地理

知识的量表来评定他的地理知识
,

而不是用智力测验来测查他的智力 (当然
,

这二者可能

有一点关系)
。

综上所言
,

评价早期干预的效果
,

可以用综合指标
: ¹ 身体健康状况 ; º 行为变化 ; »

家长反映
; ¼学会的知识总量 ; ½ 学习的过程 (对新知识的理解

、

需重复的次数
、

遗忘 的 情

况等)
。

发育商 (智商)仪作参考
。

八
、

智力落后幼儿完成早期千预 中的学习内容以后
,

将到何处去 ?

这个问题看似简单
,

实际比较复杂
: ¹ 早期干预大纲为一个儿童基 本 安排 3 一 5 年

的学习内容
。

他学完之后
,

有两种情况
,

一是进步很大
,

学习成绩较好
,

可以称他们是
“

完成

早期训练的小知识分子
” ; 另一是有一定进步但不能进入培智学校学习的

“

小识知分子
” 。

这两类儿童就要分别到两个地方去
:
学校 (培智学校或正常学校) ;家里

,

不能再长久地呆

在原有的智力落后幼儿园了
; º 培智学校招收的智力落后儿童的起始年龄为 8 岁一 9 岁

(有时还要收更大一点年龄的儿童
,

而从早期干预大纲毕业的学生有一些是 7 岁的
,

甚至

是 6 岁的 (这正是早期训练的目的 )
。

教师辛辛苦苦 把孩子
“

提早
”

教会了入学的知识
,

但

是又没有用上
,

还要白白浪费一两年 ; » 而回家 的孩 子又让家庭背上了包袱
, “

小 知 识 分

子
”

的包袱 (他们虽然不能上学
,

但比原来强多了 ) ; ¼我们国家经济还有困难
,

不可能一

下子开办这么多特殊教育学校
。

但是接受过早期干预的智力落后儿童如果又回 到 家 里
,

会使人们对早期干预的信心减少很多
。

孩子本人 从 早 期干预中得到的益处也会被 时 间
“

冲刷
”

干净
,

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

对在我国开展早期干预极为不利
。

怎样来解决这些
“

小知识分子
”

的出路问题呢 ? 实践表明
,

以下几个办法可以考虑
:

¹

一小部分儿童可以在原幼儿 园或训练学校再呆一两年
,

学习一点培智 小 学一年 级 的 课

程
,

算作小学预备班 ; º 社区可以在办学方面起主要作用
。

这些学校或辅读班级
,

不 必 是

非常正规的
,

但它们可以提供教育
、

训练的机会
,

对那些
“

小知识分子
”

是有益的 ; » 中国残

疾人联合会
、

全国妇联
、

中国儿童活动中心和社会各界
,

包括智力落后儿童家长
,

可以一起

集资办学或办福利机构
,

为从早期干预大纲毕业出来的智力落后儿童继续受教育作 出努

力 ; ¼师范院校的教育系有责任来开办培养合格的特殊教师的短训班
,

学员可以来自退休

教养员
、

退休小学教师和高考未录取的高中生
、 ’

高中未录取的初中生和志愿者
; ½ 政府的

教育部门也有责任建立几所特殊学校或辅读班级
,

以适应这些
“

毕业生
”

的需要 ; ¾民政部

门也开办几所康复中心来接受不能入学
、

但已经受过训练并有不少进步的智力落后儿童

入学 ; ¿ 政府部门应提供一部分经费来支持民办的特殊教育学校
、

特殊教育幼儿园运营
。

总之
,

在当前
,

巩固早期干预的成果非常重要
。

九
、

当今如何扩展学龄前智力落后儿童的早期千预 ?

从 1 9 8 0 年代起
,

我国政府和社会开始关心学龄阶段智力落后儿童的补偿教育
,
这是

大好事
。

但对于学龄前阶段智力落后儿童的早期训练
,

却还没有作什么努力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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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当今中国的经济情况还有困难
,

人们传统的观念 (不重视智力落后儿童的早期训

练等)还不能很快改变
,

所以应该采取一种稳步发展的方式来扩展对幼小年龄的智力落后

儿童的特殊教育
。

下面一张表格描绘了扩展的设想
:

199 0一2 0 00 年发展幼儿特殊教育三步骤 (设想)

步步骤骤 时间间 提供服务务 服务对象象 入学年龄龄 提供内容容 干预大纲纲 服务方式式 执行人员员
的的的的单位位位位位 地 点点点点

IIIII 1 9 9 000 民办办 学前儿童童 3 一 6 岁岁 干预大纲纲 中心方式式 集体的和和 教师师

!!!!!!! 群众团体体体体体 或游戏小小 个别的大大 知识宵年年

11111 9 9 222 办办办办办 组组 纲纲 退休教师师

社社社社区办办办办办办 (隔离的*))) (短期培训 )))

lllll 19 9 222 民办办 学前儿童童 3 一 6 岁岁 筛选服务务 中心方式式 集体的和和 教师师

!!!!!!! 群众团体体 婴幼儿儿 1
。

5一 888 诊断服务务 的的 个别的大大 辅助人员员

111119 9 555 办
-----

岁岁 教学大纲纲 保健临床床 纲纲 多重学科科

社社社社 区办办办办办 游戏小组组 (隔离的))) 人员小组组

政政政政府教育育育育育育育 社会工作作

部部部部门办办办办办办办 人员员

lllll 1 9 9 555 政府教育育 学前儿童童 8 一 6 岁岁 筛选服务务 家庭
、

中中 集体的和和 教师师

lllllll 部 门办办 婴幼儿儿 1
。

5一 888 诊断服务务 心结合方方 个别的大大 辅助人员员

22222 0 0 000 社 区办办 乳婴儿儿 岁岁 教学大纲纲 式式 纲纲 多种学科科

群群群群众团体体 母亲亲 0 一 1 岁岁 婴儿大纲纲 保健临床床 (隔离的和和 人员小组组

办办办办办办 成人人 父 母培训训 家庭方式式 结 合的* *))) 社会工作作

民民民民办办办办 课课 中心方式式 短期或较较 人员员

学学学学学学学学校校 长期培训训训

课课课课课课课课课程程程

指智力 落后儿童与正常儿童 分开学 习
。

指智力落后儿童 与正常儿童在一起学 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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