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聋儿早期康复教育指南 

康复教育的方法 

1、直观教学法：主要通过实物或标本、模型、图象、视听手段或形

象语言手段让孩子看一看，摸一摸、听一听、闻一闻甚至尝一尝。 

2、多种感觉法：引导孩子看话摸话，多方位感觉 

3、游览汇报法：游览归来让孩子谈谈看到什么？听到什么？作了什

么？喜欢什么？ 

4、小步子程序法：第一步，先交单韵母和声调。第二步，教声母。

第三步，教拼音。第四步，拼音带字。 

5、游戏法：边表演，边唱儿歌，有利于提高聋儿的语言表达能力。 

6、即兴教学法：不放过任何有利于的机会使孩子天天处于语言环境

中。 

听力训练的基本方法 

听觉的唤醒 

        助听器是听力损失 60 分贝以上的聋儿不可缺少的听力补偿

设备，除了在晚上睡眠时卸下外，其余时间要坚持戴不要间断。 

1、 声音刺激：让声音刺激聋儿残余的听觉。 

示例 

例1、 用录音机一台训练磁带一盘，用声级计把音量调到 70

分贝为宜，放悦耳轻快的乐音，风声或自然声均可，

给聋儿戴好助听器调好音量，距离聋儿一米远打开录

音机，放磁带几秒钟后关上录音机，停几秒钟后在打



开录音机，多次反复，让聋儿通过听和看感受声刺激。 

例2、 大声说话大声交谈，使聋儿能意识到语言的声刺激，

可随时调整声音的大小。谈话时还可以加些适当的动

作或表情让聋儿通过看和感受声刺激。 

2、 声意识的建立 

① 判断有无声音，建立声意识 

例3、 用具：鼓、收音机、积木、笔和纸等。 

让聋儿佩带好助听器，调好音量，背对老师敲鼓让聋儿走，鼓

停聋儿停。教师可示范给聋儿，看明白后让聋儿做，每个聋儿对这

种训练的理解过程长短不一，通过多次反复的训练，让聋儿感觉声

音并能跟声音同步，具体步骤（掌握听力程度）：先用力敲鼓然后慢

慢降低鼓声，反复进行，大约什么声强聋儿可意识到声音，教师就

可据此进行有的放矢的训练，安排好下一步的训练内容。 

② 巩固声意识 

这种训练可根据聋儿听到声音的大小，把录音机音量调节好，让   

聋儿听到声音后跑圈，听不见声时停止。此外还可以拿些积木，听到

了拿起来，听不到时放下或不拿，另外拿笔和纸听到了让聋儿在纸上

随意写画。听不到就把笔和纸放下，以引起聋儿的学习兴趣。 

3、 声音的强弱，声调高低的训练 

① 声音强弱大小的训练 

  例 4：用具大皮球一个，小皮球一个录音机一台，鼓等。 

     给聋儿戴好助听器，调好音量、教师先示范把录音机音量放大，



听到大声表情要演示出来，拿大皮球，把录音机音量放小。听到小声，

做出表情，拿小皮球。经过反复训练让聋儿理解，然后让他们自己去

做。敲敲声音大拿大皮球。敲敲声音小拿小皮球。也可以其他可区分

大小的东西来教。 

② 音频高低的训练 

 例 5：用具 哨子、鼓、风琴；哨子、鼓、风琴的实物画。 

给聋儿戴好助听器，调好音量让聋儿背对教师把三种卡片放在聋

儿面前，先敲鼓让聋儿看鼓的画片。让他们知道是鼓声。然后吹哨子，

让聋儿看哨子的实物和卡片，让他们知道是哨子声。拿哨子卡片多次

让聋儿熟悉（因为哨子音频较高，属高音频声）。用鼓声和哨声交替

出现让聋儿来辨别鼓声（属低频声）和哨声，掌握高音频声和低音频

声的差别。掌握后，再弹奏风琴（风琴的部分音属于中高频声音）让

这三种声音交替循环出现，使聋儿掌握、巩固、辨别高、中、低声的

能力。 

③ 对聋儿进行声音长短的训练。 

例六：用具 六个小凳子。 

把六个小凳子排成两排，一排两个（短凳），另一排四个（长凳），

凳子与凳子之间距离相等（凳子做站牌），让聋儿戴好助听器，调好

音量，看教师示范。教师模仿飞机的声音，站在任意一排，如果发长

音，聋儿要站在长排；如果发短音，聋儿要站在短排。让聋儿体会声

音的长短（长的比短的长一倍），然后让聋儿做飞机飞的动作，体会

声音的长短。类似的还可以用火车声、汽车声、拖拉机声等，让聋儿



根据不同的声音，做不同的动作。 

⑷听力在游戏中得到建立、巩固和应用。 

① 定量的训练。 

例一：用具 四条绳子、空心珠子四十个（算盘珠子大小为宜），

鼓、击鼓穿珠 

戴好助听器，调好音量，每个聋儿面前放一条绳子十个珠子，

四个聋儿分别面向东西南北坐下，教师背对聋儿敲鼓，要求敲一

下穿一个珠子，敲几下穿几个珠子，不打乱数字顺序，要注意刚

开始时数目不应该偏多，待到聋儿对数量有一定概念后再增加，

每次聋儿做对后要有适当的奖励。比如让聋儿站起，其他聋儿给

他鼓掌奖励，教师也可口头表扬，还可用小食品奖励。 

② 定位训练 

例二：用具 可发出声音的玩具一个，录音机一台，模仿动物叫

声的磁带，动物卡片或头饰若干。 

这个游戏可让两个聋儿一起做，聋儿戴好助听器，调好音量，

教师分别给聋儿指定玩具猫和狗，把猫和狗分别放在不同的方

向，让聋儿记住自己玩具发出的声响，然后蒙上聋儿的双眼，教

师让猫先发出声响，然后狗发出声响，让聋儿朝玩具狗猫的方向

走，以至拿到玩具。教师先示范，让聋儿理解后再做，然后变换

不同的方向反复进行这个游戏，聋儿对这个游戏做的准确后，可

让四个聋儿分别戴上猫狗鸡鸭的头饰，让他们分别记清记准自己

所戴头饰和各自代表动物叫声，教师打开录音机，先放一种动物



的叫声，戴这种头饰的聋儿听到声响后站起来模仿动物的动作和

叫声，再放另一种动物叫声，饰这种动物的聋儿再进行模仿，这

样循环放音和交叉放音，以至每种动物都可以表演一遍。然后聋

儿把所戴的头饰和卡片猫狗鸡鸭相对应，认准四种动物的外形和

文字，教师可将卡片放在不同的位置，根据四种动物的叫声让聋

儿去拿相应的卡片，聋儿先看卡片，听懂声音，辨清方向才能拿

准卡片，卡片的方向位置不变动，反复训练。 

进行双耳的平衡训练，要求聋儿最好佩带两个助听器实现双

耳听力平衡。 

③ 节奏训练 

例三： 用具电子琴和风琴 

聋儿戴好助听器，调好音量，让聋儿站成横排，距琴一米远。

教师打开电子节拍键，让聋儿听到电子节拍声并做洗头、洗脸、

梳头、拍手等动作，节拍可调慢，训练聋儿的节奏感。教师拍手

×××聋儿也拍手×××，教师奏舞曲做动作，××（快快），

××（慢慢），聋儿做动作××（快快），××（慢慢）等各种形

式。 

④ 音素字音训练。 

例四： 用具 学说话教材、小红花数朵，几张聋儿熟悉的人的照

片、拼音卡片一套。 

检查助听器的音量是否在最佳位置上，先用五张音素卡片

a、i、u、o和 r，教师在聋儿背后掌握好五个音素做到能叫，能



辨、能认。把拼音卡片分出元音、辅音，先发好元音，因为元音

是发音和拼音的关键。发音正确者给予一朵小红花的奖励，最后

看谁得到的小红花最多，辅音的训练要和元音一起形成音节训

练，如：ba、ba、ma、ma，然后让聋儿听准后拿相应的照片，在

这两项训练的基础上，把聋儿语训教材第三册《学说话》教材上

的简单故事，分别用一句话、一个篇幅，让聋儿看图听话，每幅

图都听明白后，教师可不按照顺序说出一幅图画，让聋儿听清并

指出来，在这个训练中配上音乐或嘈杂声，让聋儿识别，辨别有

意义的声音和无意义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