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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智学校义务教育生活适应课程标准（2016 年

版）》中强调，培智学校生活适应课程是一门帮助培智

学生学会生活、融入社会的一般性课程，旨在帮助学

生了解基本的生活常识，掌握必备的适应性技能，养

成良好的行为习惯，形成基本的生活适应能力及良好

的品德，成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公民。如今，培智学校

使用的生活适应教材是教育部于 2017 年统一编制的

《培智学校义务教育实验教科书·生活适应》。

一、看懂插图，深入领会编者意图

培智学校的学生在生理、心理和智力发展方面可

能会面临一些困难。他们的注意力、思维和语言能力

等方面通常弱于普通学生，且对事物的感知和记忆速

度较慢。他们的思维方式通常停留在直观形象的阶段，

抽象概括能力较低且容易陷入刻板的思维模式。因此，

该教材针对低龄段学生的身心特点，采用了图文并茂

的形式。

教材中的插图丰富多样、色彩鲜艳、形象具体，

并配以少量必要的文字。插图中的主要人物角色是天

天、贝贝、乐乐和兰兰四位家庭成员，以及学校的部

分教师，呈现了学生熟悉的教室、操场、家庭客厅、

卧室、卫生间、社区公园、超市等生活场景，展示了

人物在学校、家庭和社区中的真实活动情境。这些具

体情境的插图使学生能够身临其境，不断增强学习的

趣味性和积极性，从而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 [1]。

（一）插图渗透德育元素

教材中的插图有助于激励和引导学生自觉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和社会

责任感，进而促进其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例如，在

二年级上册的第 1 课《我升班了》的第 2 页插图中，

贝贝、兰兰、天天和乐乐背着书包来到教室门口和老

师互相挥手问早，这是文明礼仪教育的体现；在第 4

页和第 5 页的插图中，同学们在课堂上端正坐好、认

真听讲、遵守要求、举手发言，这是遵守课堂纪律的

教育；在第 7 页的插图中，乐乐在图书馆里大声说话，

贝贝则示意他安静，这是遵守公共秩序的教育；在第

14 页的插图中，展现了分享和合作玩游戏的场景，以

培养学生的分享与合作意识。

（二）插图渗透劳动教 育元素

教育部在 2020 年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

纲要（试行）》中指出，要在学科教育中有机渗透劳动

教育。在培智学生的教育中，学会简单的家务劳动能

力和自我生活照顾能力对于提高他们的生活质量至关

重要。因此，教材的插图在多处呈现了人物的劳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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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和劳动场景，并配以文字说明，对学生有效进行劳

动教育，如表 1 所示。

（三）插图渗透社交元素

在培智学生中，普遍存在着社交障碍这一核心

问题。根据《培智学校义务教育生活适应课程标准

（2016 年版）》的指导，教育工作者应立足学生的生活

实际，帮助他们处理好与他人和社会的关系，提高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促进他们融入社会。其中，与他

人的关系是与他人进行社会交往的人际关系，如表 2

所示。

二、读懂人物图，准确把握人物特征

每册教材的首页都会展示天天、兰兰、贝贝和乐

乐这四个小主人公的人物图，其中，上册还会有四个

小主人公的家庭成员和一些学校教师的人物图。每篇

课文都围绕着四个小主人公及其家庭成员、学校老师

展开，通过在校园、家庭和社区等场景中的各种情境

来进行教学。通过教材中的人物图，学生可以通过观

察人物的服饰、发型、道具和动作等细节，清晰区分

出天天、兰兰、贝贝和乐乐，并展示他们明显的性别

和性格特征。

三、读懂单元主题图，精准确定主题重点

在每个单元的起始页，都会有对开页的单元主题

图，其中包含了该单元的课程内容和重点。通过对主

题图的解读，学生可以初步建立起该单元学习领域、

学习内容、环境、人物、事件的框架，准确找到教学

的重点。例如，乐乐背着书包走出校门与《我是好学

生》中描述的好学生形象相符；贝贝与语文老师打招

呼说再见与《学校工作人员》中描述的老师和学生互

动的情节相符；保安在校门口执勤与《校园安全》中

强调的校园安全意识相符 [2]。

四、读懂范例图，开展立体多元教学

（一）“知识与技能”掌握核心知识

这是每课的主要学习内容，也是课标规定学生需

要掌握的核心知识和技能。这个版块的插图排列整齐、

主体明确，并配有适当大小的文字，简洁明了，让学

生一目了然。课文左上角还有一个彩色底纹的五角星

和相关文字，能帮助学生精准掌握本课的知识点，同

时也为教师提供了分课时教学的依据。例如，在一年

级上册第 9 课《常见的主食》中，知识与技能版块的

 年 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社交
元素
课文

《我和爸爸妈妈》
《我的家人》
《我是听话的孩子》
《我的老师和同学》
《我是好学生》
《学校的工作人员》

《我的大家庭》
《我升班了》
《我的好朋友》
《我的邻居》

《好奇的我》
《这里是我家》
《尊老敬老过重阳》
《我们一起玩》
《分担家务活》
《我不乱花钱》
《远离居家安全隐患》

 册数 一上 一下 二上 二下 三上 三下

劳动
元素

第 84 页左下图“帮
爸爸拿拖鞋”

第 16 页 图“ 包 书
皮”

第 12 页 左 下 图
“扫地、擦地”

第 2 课《今天我
值日》

第 6 页左上图“我为老师
做件事”

第 5 课《分担家务活》

第 86 页左下图“帮
妈妈拿簸箕”

第 91 页左上图“整
理鞋柜”

第 18 页 左 下 图
“校园大扫除”

第 42 页 上、 下
图“分类整理自
己的餐具”

第 25 页“我愿参与”

第 97 页上图“给客
人端水果”

第 95 页 图“ 收 拾
自己的书桌”

第 7 课《学穿鞋》
第 84 页上图“扫
地”

第 57 页右上、第 60 页图“爱
护社区环境”

第 70 页下图“张贴海报”

表 2   低学段教材中渗透人际交往的课文情况

表 1   低学段教材中插图蕴含的劳动元素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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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例图展示了学生需要认识的四种常见主食，分别是

米饭、包子、馒头和面条。范例图使用了实物图，图

片很大，而文字相对较小。米饭被装在饭碗里、包子

放在蒸屉里、馒头放在餐盘里、面条盛在面碗里，这

四张图排列整齐，其中，米饭放置于第一位，因为它

是南方最常见的主食。这个版块的插图经过精心设计，

考虑了教学目标、内容的选择和次序的排列等细节，

能帮助学生掌握基本的生活知识和技能，以达到相应

的教学目标。

（二）“我再学一学”满足差异需求

主要以“基础”为主、“拓展”为辅，旨在对所学

知识进行维度和难度上的拓展与提升。这个版块既有

共性目标，又照顾到了学生的差异需求，促进了学生

的个性化发展。参照核心知识的教学，该版块呈现出

分类的雏形，旨在培养学生思维的灵活性。

例如，二年级上册第 4 课《餐桌上的肉蛋奶》的

范例图中，核心知识是认识猪肉、牛肉、羊肉、鸡肉、

鱼肉和虾这六种常见的肉类食物。在“我再学一学”

版块中，呈现了鸭肉、螃蟹和腊肠的插图，这些是餐

桌上的其他肉类，可以说是横向广度的延伸与拓展。

同时，还展示了羊肉不同吃法的插图，如爆炒羊肉、

羊肉炖汤、羊肉串、涮羊肉等，这是羊肉类产品纵向

深度的延伸和拓展。插图选择了北京烤鸭、四川腊肠、

新疆羊肉串以及阳澄湖的螃蟹，也是充分考虑了与当

地和本区域实际生活的紧密结合，突出了区域特色。

（三）“我来做一做”实操助学内化

特需学生的主要学习方式还处于动作表征阶段。

他们的认知大多是通过行为产生的，也就是通过实践

操作来认知事物。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充分

考虑学生的思维特点，引导他们在具体的活动中进行

实际操作，调动他们的视觉、听觉、触觉、运动觉等

多感官参与学习。在“我来做一做”版块中，通过让

学生观察、选择、判断、识别等方式，开展连一连、

选一选、指一指、画一画、贴一贴、说一说、做一做

等实践操作，不断加深他们对知识的理解与掌握，进

而提高学习效率。

例如，三年级上册第 2 课《校园的安全标识》的

“我来做一做”版块中，要求学生运用本课所学知识进

行看图判断，判断谁做得对、谁做得不对以及为什么。

同时，还将练习活动延展到课堂之外，要求学生在校

园中寻找安全标识。这样的学习从课堂内延展到课堂

之外的日常生活中的其他环节，甚至是延展到家庭、

社区、社会等其他区域，能够帮助学生将所学知识进

行泛化与运用，从而提升他们的生活能力 [3]。

（四）“都来评一评”注重多元评价

每一课的最后都有一个名为“都来评一评”的版

块，其中的插图设计成了表格形式，包括评价内容、

学生自评、教师评价和家长寄语四个部分。这个版块

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呈现，既有简要的文字描述，也有

可爱的笑脸图案。评价内容主要针对本课的“知识与

技能”核心知识和重要技能进行评价，评价的主体包

括学生、教师和家长。在评价方式中，学生自评和教

师评价主要采用标签式的选勾评价方式，而家长寄语

则主要采用描述性的评价方式。这三方互相补充，能

充分发挥评价的诊断和激励作用。

目前，统编版生活适应教材已经在培智学校的六

个年级使用。培智学校的每位教师都需要按照《培智

学校义务教育生活适应课程标准（2016 年版）》的要

求，认真研读教材，充分理解和掌握教材插图的含义。

此外，教师们还可以通过深刻理解和运用教材，充分

发挥出教材中插图的积极作用，且能够在关注学生身

心特点和不同兴趣爱好的同时，也能关注学生当前和

未来的实际生活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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