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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融合性教育成为教育界热议的话题，在普通中小学上学患有阅读障碍的学生也受到了广泛

关注。文章分析了案例中的读写障碍学生在学习英语中表现出的学术以及情感问题，探讨了针对小学英

语课堂中读写障碍儿童的教学策略。文章提出了四个策略，包括将阅读文本与音频材料紧密结合、采用

多感官教学法、利用绘画元素设计单词闪卡和关注学生的情感需求。这些策略旨在满足包括读写障碍学

生在内的所有学生的学习需求，确保教育的公平性和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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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s inclusive education has become a hotly debated topic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students with dyslexia attending ordinar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have also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The article analyses the academic as well as emotional problems shown b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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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yslexic students in the case study in learning English, and discusses teaching strategies for 
children with dyslexia in the primary English classroom. The article proposes four strategies, in-
cluding closely integrating reading texts with audio materials, adopting a multi-sensory approach 
to teaching and learning, designing word flashcards using pictorial elements, and focusing on stu-
dents’ emotional needs. These strategies aim to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all students, including 
dyslexic students, and to ensure equity and inclusion in education. 

 
Keywords 
Inclusive Classroom, Dyslexia, Specialised Educati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研究背景 

小学阶段是语言学习的关键期，对英语这一类外语而言尤为如此。读写障碍是一种特殊的学习障碍，

其原因并非在于学生学习不努力，而是源于先天性神经系统因素[1]。众多研究揭示，相较于同龄儿童，

阅读障碍患者在课堂上的学习积极性相对较低[2]。这些儿童智力正常，但在阅读和写作方面往往面临困

难，导致学习成绩相对落后[3]。 
在全球化社会背景下，发展融合性教育成为时代所需[4]。尽管我国教育改革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果，

但对读写障碍儿童群体的关注和投入仍待加强。有学者表明，我国关于读写障碍的研究大多在医学和心

理学领域，教育学界对读写障碍的关注较少[5]。因此，针对这部分学生的研究尚显不足，深入探讨读写

障碍学生的教学策略，制定针对性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读写障碍儿童更好地融入英语课堂，从而克

服学习英语的难题，更是对我国教育公平和教育质量的有力提升。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致力于探讨小学英语课堂中读写障碍儿童的教学策略。通过深入研究和分析，

希望能为这部分学生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同时也为我国的教育公平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

鉴。 

2. 案例学生分析 

本研究以笔者在任教过程中遇到的一名学生为例，深入探讨其英语学习困境。在本案例中，笔者针

对该生的英语学习情况，采取了系统方法对其进行分析。首先，通过交流的方式笔者对这名学生的基本

情况有初步的了解。该生名为小雨，现年 10 岁，就读于成都市某公立小学四年级。近期，小雨的英语学

习进度明显滞后，作业完成情况欠佳，其母对此深感忧虑。据小雨所述，一、二年级期间，学校主要通

过阅读绘本教授英语，而三年级起换用新教材，内容难度显著提升。小雨对英语学习存在困惑，认为日

常生活中鲜少有机会运用英语。他深信自己无法学好英语，甚至觉得自己是英语老师眼中的“差生”，

因为总是惹老师生气。其次笔者对这名学生进行个性化的评估，旨在了解该生在小学英语学习中的现有

知识、技能和弱点。即借用小雨所在小学对应年级、教材内容的练习试卷全面地考察了小雨的英语水平。

在评估过程中，笔者发现对于 26 个英文字母，小雨觉得相当复杂，难以准确记忆书写。此外，在朗读课

文时，他经常出现跳行现象，单词发音也仅能给出模糊答案。然而，在听配对单词或句子的练习中，他

的表现却颇为出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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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助力读写障碍儿童适应小学英语课堂的策略 

根据以上案例分析的结果，笔者从读写障碍儿童对英语学习的需求出发，探索能够助力案例学生以

及其他读写障碍儿童适应小学英语课堂的策略。 

3.1. 灵活结合“听”与“读” 

在本研究中，第一个有效策略是英语教师在学生学习英语时需要将阅读文本与音频材料紧密结合。

有些儿童即使在其他学习领域表现良好，但识字能力却掌握得极其缓慢。根据研究表明，这些孩子在阅

读和拼写方面有特殊的障碍，而阅读和拼写一直是英语学习的关键部分，这就要求英语教师利用各种多

媒体信息帮助学生将信息融入英语课本[6]。因此，音频辅助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学生在英语学习中的认

知困难，降低了学生的阅读难度。英语教师并不局限于要求学生朗读课文。英语教师可以让学生听课文

的音频，然后跟读课文的音频。这是学生提高词汇学习和课文理解能力的有效方法。相关研究显示，这

种方法不仅能提高学生的词汇掌握程度，还有助于加深他们对课文的理解。在实验中，研究者要求学生

录制朗读课文的视频，几周后发现大部分学生不仅能够熟练背诵课文，而且在英语发音和语调方面也有

显著进步[7]。 
对于小学阶段的英语教学，教师应当充分利用语音材料来辅助学生学习。特别是对于存在阅读障碍

的学生，他们在口语和书面语的音位分析上可能存在细微缺陷。除了课堂上的朗读练习，教师还应设计

家庭作业，如听写和阅读理解练习，要求学生利用课文音频进行练习。在教授新课时，教师可以播放课

文音频，并要求学生模仿音频的发音，同时注意体会课文中带有不同情感的句子，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

解课文主旨。这样的教学方法不仅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还有助于培养他们的语音意识和情

感理解能力。 
在笔者所研究的案例中，针对小雨学习英语的过程，笔者亦对其进行了相应的调整。重视“听”“读”

相结合，使得小雨在发音和朗读课文方面进行了更多的基础训练。在课堂之上，作为教师，笔者更加关

注小雨的听力和阅读准确性，因此着重强调单词拆分后的辅音与元音。同时，要求小雨每周运用线上英

语学习软件进行练习，跟读句子，并通过软件识别评分以纠正自身的读音。经过两个月的授课，小雨对

课文音频产生了深刻印象，他能在熟读课文内容的基础上保证了句子的停顿和语调准确，这在很大程度

上证明了“听”“读”结合训练的有效性。 

3.2. 巧妙运用视觉辅助 

第二个策略是英语教师可以用图片来表示字母以及用醒目的荧光笔标记重点单词，利用视觉辅助工

具帮助学生发挥想象力记忆单词，让学生在图片、含义和拼写之间建立联系。研究表明，直观教具可以

提高阅读障碍儿童的阅读能力[8]，图片主要对单词识别能力较弱的学生产生积极影响，图片和字母的结

合可以使儿童发展视觉感知和注意力技能[9]。学生通过具体、真实的信息、动手演示、观察真实世界中

的因果关系、直观教具和操作来学习英语。换句话说，许多学生可以通过直观教具形成自己的适应性单

词记忆方法。他们可以通过看单词卡片结合图片、通过显著的荧光笔标记，找出自己不熟悉的单词，也

可以根据图片的提示说出单词字母和图形的意思，记住单词的内容。当教师再让学生辨认单词时，学生

会回忆闪卡上的图片和教师的提示准确记住单词[10]。 
在日常的英语教学中，教师可以根据一些单词的具体含义设计单词闪卡，并在单词闪卡中加入绘画

元素，激发学生对单词的理解和记忆。例如，很多学生会将“head”和“hand”这两个单词混淆，因为

这两个单词的字母个数相同，构成相似，读音相近。因此，英语教师在设计闪卡时需要结合这两个单词

的图片。对于“head”，教师可以画出手指来代表字母“h”和字母“a”。对于“head”的闪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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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加入一些头部的绘画元素，将字母“h”画成长颈鹿，并在绘画中强调长颈鹿的头部。字母“e”可

以在中间空白处画成大脑。字母“a”可以让教师画出人的头部侧面。根据相关研究设计[11]，本研究中

关于“head”的这一策略的练习过程如下：第一步，教师将手中的单词卡片结合图形展示给全班学生；

第二步，当教师用一边手指向“h”一边对学生提问“这是什么？这个字母读什么？”，学生需要用英文

回答“这是长颈鹿的头，字母 h”；第三步，教师指向字母“e”，问学生“这是什么？这个字母读什么？”

要求学生用英语回答：“这是大脑，字母 e”。当学生读闪卡时，他们对“head”的印象就加深了。 
在针对小雨的教学中，他在一个单元中总是记不住“book”这个单词的读音和意思。结合以上策略，

笔者在教这个单词时则通过绘制闪卡的方式让小雨印象深刻。根据单词的发音和联想，笔者把“b”画成

了一个板凳，中间的两个字母“o”画成了有一双大眼睛的乌鸦并给学生解释这是乌鸦的眼睛所以发“/ʊ
/”，旁边的“k”则画一个书架，整幅图的意思则表示“乌鸦靠在凳子上正在看书，傍边还有一个书架”。

同时在学完每课的重点单词后，笔者会要求小雨用黄色的荧光笔将词汇进行勾画，所以在听写单词时，

小雨能够通过回忆闪卡的内容写出单词以及对应的中文意思。他的听写正确有了极大地提高。由此可见，

结合视觉辅助的学习方法有效地帮助了小雨学习、记忆英语单词。 

3.3. 大力采用多感官教学法 

第三个策略是英语教师采用多感官教学法。在当今的英语教学中，越来越多的教师和有经验的学者

已经意识到，多感官教学法可以帮助有阅读障碍的儿童[12]。多感官教学是指通过眼睛看、耳朵听、嘴巴

说、鼻子闻和手触摸等方式，将学生与学习联系起来的教学方法。这种教学方法可以让学生尽可能多地

利用自己的感官来学习。更重要的是，有阅读障碍的儿童在这方面似乎更加敏感，因此可以利用多感官

教学法帮助学生标注学习事件[13]。英语中的“读”和“写”是多种感官同时运作的组合。在小学生学习

英语的过程中，教师可以利用多感官教学法让学生深入理解学习内容[14]。 
结合以上教学策略，笔者根据小雨所学的英语教材单元主题也做出了相对的教学调整。在教授“food”

这个单元时，笔者采用了实物教学。让小雨通过观察、触摸、闻食物来加深对食物单词的印象。在继续

教学过程中，笔者发现小雨对于食物的认知和兴趣逐渐提高，于是在讲解“fruits”这个单元时，笔者准

备了各种水果，让小雨先感知水果再进行分类和搭配的游戏。这样一来，小雨不仅学会了单词，还掌握

了词汇的用法和实际情境中的运用。 

3.4. 悉心关注学生的心灵 

以上策略都是从学生英语学习成绩的角度出发设计的。在本研究的第四条建议中，笔者希望设计一

种策略，以满足学生在英语课堂上的情感需求。英语教师要善于发现学生的优点，因材施教，鼓励学生。

在当今社会，很多小学生因为从小受到父母的溺爱而变得敏感脆弱。有阅读障碍的孩子需要同学的宽容，

需要家人和老师的支持。小学阶段的孩子一旦学习停滞不前，很可能被他人忽视，被社会抛弃，给孩子

造成无法弥补的心理创伤[15]。因此，教师要主动关心学生，学习相关专业知识，因材施教，这样才能帮

助学生学习和生活，甚至在今后的工作中发挥作用。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如果发现有学生不愿意主动参

与回答问题，却对绘画表现出浓厚兴趣，教师可巧妙地将绘画融入到英语学习中。课后，邀请这些学生

共同制作英语卡片，并在制作过程中引导他们理解单词或句子的含义。通过他们所擅长和喜爱的绘画方

式，使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加深对英语知识点的掌握。此外，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鼓励，以增强

其学习英语的自信心。 
针对案例学生小雨的基本情况，笔者作为英语教师也结合相应策略，在教学过程中给予了小雨更多

的鼓励和正面反馈，增强了他的学习动力。小雨把自己英语成绩差的原因归结为“天生不会学习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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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教学过程中每当小雨能够独立低、正确地回答问题，笔者多以“太棒了，小雨，你真的很擅长学

习英语！”、“小雨，你读得让我非常惊喜！”等赞美之词，及时给予他正面的肯定和鼓励。此外，笔

者还发现小雨对拼积木十分感兴趣，所以笔者在课堂上特意设计了一些用积木拼凑单词的游戏，让小雨

能够积极参与其中。在笔者的关爱和引导下，小雨逐渐摆脱了低落的情绪，对英语学习充满了信心。在

一段时间的努力后，小雨发现自己并不是“天生不会学习英语”，而是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和途径。这

一变化让小雨在学习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也让小雨的妈妈倍感欣慰。 

4. 结论 

综上所述，经过一段时间的教学调整，小雨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逐渐减少了阅读障碍，取得了明显

的进步，脸上也有了更自信的笑。这说明针对有阅读障碍的学生，教师在英语课堂中采用满足读写障碍

儿童个性化需求的教学策略来助力读写障碍儿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在英语授课过程中，教师会接触到

各种各样的学生，我们要关注每一个学生，尤其是像小雨这样的案例。要用心去了解他们，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为他们的成长提供有力的支持。这些学生就如同独特的宝藏。作为教师，我们的角色就是那

把解锁宝藏的钥匙，需要用积极、宽容的态度和专业的知识去深入挖掘每一个学生的潜能。让我们共同

努力，为培养出更多优秀的英语人才，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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