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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证视角下特殊儿童康复性体能训练内容与方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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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探索符合特殊儿童身体和心理发展特征的体育锻炼内容和方式，从身体素质训练的特征出发，探索适合于特殊儿童

身体和心理发展特征的体育锻炼内容和方法，并对其实施效果进行研究。运用文献资料法、视频分析法和案例研究相结合的

方式，整理、筛选并验证特殊儿童身体素质训练的内容，并据此提出基于实证的特殊幼儿身体素质训练的教学内容与方法，

以期为特教学校和事业单位的体育教师、教练员、训练师以及特殊儿童的家长开展体育锻炼活动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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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physical exercise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 children, starting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content and methods of physical exercise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 

children, and studies their implementation effects. By combining literature review, video analysis, and case studies, this study aims to 

organize, screen, and validate the content of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for special children. Based on this, empirical teaching content and 

methods for physical fitness training for special children are proposed,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ers, 

coaches, trainers, and parents of special children in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and institutions to carry out physical exercise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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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发展教育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决定性基础和历史性工程，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国家应不断完善和发展特殊教育事业，把特殊教育做

得更好，使每一个特殊儿童都能享受到平等、有意义、优

质的特殊教育。在特殊教育中，体育活动是一项十分必要

的活动，它对于促进特殊人群的身体和心理发展、改善其

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在我国实施的《特殊教育促进计

划》中，提出了实现自我价值、回馈社会的重要理念
[1]
。

“健康中国，全民健身”更是提出了全民参与、全民健身的

理念，而“特殊群体”也是全民的一分子，因此，开展适宜

的体育活动，推动其健康成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2]
。 

1 循证实践在特殊教育中的相关研究  

在国际上，关于特殊幼儿的体育干预的问题有了更加

明确的方向。而在我国，关于智能残疾和自闭症的研究开

始得比较晚，而关于“特殊幼儿”的相关研究则多是针对

特殊幼儿的体育教育现状、运动干预的作用和影响等。对

于我国当前的高校体育专业教育现状，北上广深等一二线

大城市及地区进行了比较全面的调研，但是在调研过程中，

我们发现当前高校的专业体育课程建设存在着一些不足、

教育方法比较简单、适应能力不强、成效不明显等问题，

从而制约了我国经济落后的发展。体育干预对特殊教育儿

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运动能力、交流能力、问题行为、综

合能力等方面，通过不同的内容形式和项目对特殊教育儿

童实施干预，以达到促进康复的作用。针对特殊儿童的个

体特点和学习特征，在体育教学和运动干预的内容和方法、

运动强度和时间频率以及如何进行最优化组合，是需要进

一步加强的。 

1.1 特殊儿童体育教学现状 

从目前的状况来看，近几年来，中国的专项体育一直

在不断地发展，但是发展速度却很慢，还面临着许多制约

发展的问题。目前，我国各地区的特殊儿童在开展体育课

程时，普遍存在着不同程度的问题与困难。不规范、不规

范的体育教学材料和教学大纲，缺少体育教学内容，体育

教学方法单一，适应性差，缺少适当的评估标准，还有就

是，每个区域都有一个共同而显著的问题。针对残障类型

的特点，在场地器材、师资、教学方式等方面应有所区别。

在现行的残疾儿童收容方式中，以残疾人组织为主、针对

残疾类别的儿童进行个案教育是比较普遍的做法。但是，

对于特殊教育学校和随班就读来说，因为班级规模大、残

疾学生种类多，所以体育老师在进行体育教学或运动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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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遇到了一定难度。如果不能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

精心设计，就会造成团体教学的低效，这对身心障碍儿童

的康复是不利的。因此，对于残障学生的体育教育或者是

运动介入，应当具有更高的针对性，在进行体育教学或者

是活动的过程中，要根据残疾学生的类型、年龄层次和个

体特点，制定特定的教学内容、方法和策略。其中包括智

力发育迟缓，自闭症，唐氏综合症，大脑性瘫痪，视觉障

碍，听力障碍等。鉴于智障儿童与孤独症儿童在个人方面

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在进行体育教育或进行体育活动

时，其效果可能存在较大差别。因此，在对特殊儿童的体

育介入过程中，要将其个人的不同之处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上，要更多地体现出不同的特点，满

足不同的人的不同，使其具备更好的适应能力
[3]
。 

2 特殊儿童在体育教学干预的内容与方法 

目前，对其进行的干预主要是药物治疗、心理干预以

及早期教学培训，其中运动干预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辅助干

预方法。依据前人的研究结果，可归纳为：1.基本动作：

根据人体的基本运动发展规律，促进机体的发展与健康，

主要是爬，翻滚，蹲，钻，站立，走，跑，跳，拍球，运

球，踢球，投球等，主要是培养基本活动能力和身体素质。

2.体育游戏：针对特定特殊儿童的爱好和兴趣，进行主题

的选择、内容的制定，增强他们的参与动力，在内容的选

择和规则的制定上，要考虑到特殊儿童的能力水平、个性

特点。有学者提出，在体育游戏中，除了增加体能训练外，

还应该加入交流与交流的内容，以提高儿童的人际交往能

力。3.专业技术：主要有：跑，体操，舞蹈，健美操，球

类，游泳，马术等。跑步、走路能够增强残疾幼儿的意志

和注意力，舞蹈、健美操等体育活动能够增强他们的形体

结构和协调性，通过对水中的浮力和气压的感应，改善他

们对外界的感受；而骑马锻炼，通过自然的步态和姿态，

为他们的行为和行为带来动态的刺激。4.感觉统合训练：

在器材的辅助下，以刺激前庭功能和本体感觉为主要训练

手段，是我国特殊儿童的体育锻炼方法
[4]
。 

3 特殊儿童体能训练基本内容的筛选依据 

由于特殊儿童存在着明显的社交交流障碍，认知障碍，

并且经常伴随着情绪和行为方面的问题，如按照普通学校

体育教育中的经验和教学内容对特殊儿童进行训练和干

预，那么就会产生诸多问题和教学效果较差的情况。所以，

探索符合特殊儿童身体和心理发展特征的体能训练的教

学内容和方式，对于促进特殊儿童的成长和康复具有重要

的意义和作用。本部分将体能训练专业理论和特殊儿童的

相关理论紧密结合，从宏观上梳理了特殊儿童的体能训练

基本内容以及他们的认知、运动能力、学习特征，从而为

进一步筛选出适合他们体能训练内容和方法提供依据。 

3.1 特殊儿童体能训练基本构成 

体能不是单纯的跑步，作为一位优秀的体育教师，他

的教育要全面地进行。体能的含义包括身体形态，身体机

能，运动素质三大因素决定的。身体形态包括身高，体重，

体脂百分比及身体成分等。身体机能指人整体及组成的各

器官，系统所表现的生命活动，包括生理机能和心理机能。

运动素质包括：速度、力量、耐力、协调、灵敏、平衡。体

能是反映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的关键性指标，对其体质

健康有着重要意义，是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有效手段。 

3.2 特殊儿童认知特点 

从理论上讲，认知是一种由感知，注意，记忆，语言，

思维组成的一种思维过程。 

3.2.1 智力障碍儿童的认知特点 

在知觉感觉方面，同样的信号强度能引起普通幼儿的

感觉，而对于弱智幼儿来说却未必能感受到。同时，他们

对运动的辨别和运动表达也比较差。就注意力而言，学生

很可能会被无关的新东西所分散，无法集中精力在一件事

情上。尤其是在面对较复杂的内容时，就会产生很难去执

行。在记忆力方面，智障幼儿的记忆力、记忆保留等方面

均存在缺陷，且记忆的抽取存在着不完整、缺少目的性等

问题。在语言发展上，智障儿童的智能与其智能程度相关

联，其损伤程度愈高，语言发展程度愈低。它体现在对语

言的理解与表达上。相对来说，具体词汇更容易理解，抽

象词汇就比较难理解，在表现形式方面，语言发展速度相

对较慢，对上下文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偏差，往往会出现不

恰当的回答，以及主题频繁变化等情况。智障幼儿在思想

方面，以抽象思维为主，但缺乏分析、归纳、概括等方面

的能力。他们的大脑发育与普通儿童相同，只是发育缓慢，

难以达到正常儿童的水平。 

3.2.2 孤独症儿童认知特点 

在感知觉方面，自闭症儿童存在多种感觉异常，视、

听和触觉同时存在敏感和迟钝。有些对普通光照不适应；

有些对微小的声响表现得格外剧烈，而对他人的呼叫则充

耳不闻；有的对摔伤、疼痛反应迟钝，甚至还会做一些自

残的行为，比如挠手臂、拍打脑袋、咬手指等等。从知觉

角度看，更多是对局部的处理。在专注力上，不能持续地

专注于某一事物。并且对新鲜的东西有一种抗拒的心理，

对新事物的不情愿。就记忆能力而言，短期记忆与机械性

记忆表现得更佳，而对于自主记忆与回想事件则存在记忆

损伤。孤独症患者具有重复刻板能力，例如：刚说的话可

以准确地重复，就像充当一个复读机的角色
[5]
。在语言上，

孤独症儿童常表现不与人交流。在思考能力方面，存在着

明显的执行功能缺失，其中包括缺乏规划和组织，顽固和

易冲动，很难调节自己，对不相关的信息的干扰也不能进

行有效的抑制。 

3.3 特殊儿童运动能力特点 

3.3.1 智障儿童的运动能力发展特点 

其特点是：力量，速度，柔韧，灵敏，协调性和耐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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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相对滞后，与其他年龄段的儿童相比有较大差异。

相对于正常儿童，智障儿童的主要临床症状是：肌无力、

运动功能受到限制、骨骼发育异常、运动技能低下、动作

技术水平低下、四肢不协调等。智障儿童虽然具有一定的

运动基础，但是他们的基础动作发展速度却比普通儿童慢

了 2～4 年，动作技术发展滞后 5～6 年，这是一个值得关

注的问题。还有一些研究表明，轻度智障儿童的粗、细动

作发育要迟 3～5 年，而在精细动作方面，则表现出较大

的滞后，表现为：智障儿童的串珠能力一般较低，而姿态

稳定性则与普通儿童相同。已有研究显示，50%～73%的孤

独症患者具有显著的运动技能发育迟滞
[6]
。 

3.3.2 自闭症儿童在运动能力发展特点 

在动作的协调性方面，存在着对动作不协调，对动作

的平衡性的控制不够充分，对动作的精细控制也很有限。

其中，运动障碍特点是孤独症儿童的重要临床症状，主要

包括：步态异常，经常出现脚趾或脚跟走路，同时出现双

侧性活动协调能力减弱等情况。有些自闭症儿童会表现为

浑身的肌肉放松和虚弱。如：动作稳定差，对细微动作的

控制力差，以及更多的冲动行为，如：左、右、左、右的

交互控制不够充分。 

3.4 特殊儿童学习行为特点 

3.4.1 智障儿童学习行为特点 

智障幼儿因其智能发展滞后，其认知发展速度相对较

慢，需要反复进行多次的教育。给智障儿童发任务时，大

部分智障儿童会说出“知道”“是”“好”等肯定的字眼，

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往往做不到。 

3.4.2 自闭症儿童学习行为特点 

因为孤独症儿童不愿与人沟通，所以在学习行为方面，

他们会出现厌学，对从未见过的人产生排斥。 

4 特殊儿童体能训练基本教学内容的构成和方

法的确立 

4.1 特殊儿童体能训练基本教学内容的确定 

在体育康复的过程中，以康复为中心，以训练为魂。

在运动训练中，要重视运动员的个人差异性，充分认识损

伤对运动员机体功能的作用，及时进行针对性的训练。以

纠正身体姿势不良，纠正肢体功能异常，弱链桥连接，提

高身体素质为目的的恢复性身体锻炼；以激活训练、肌肉

力量训练、心肺训练、动作模式训练和牵拉训练为主；以

纠正性训练和专项康复训练为主，暖身的活化和复原是根

本保证；以筛选和检测为主要手段。对于特殊儿童的康复

性体能训练，首先，通过知网检索与特殊教育教育、体育

运动对特殊儿童的影响以及特殊儿童体育教育的有关信

息。一方面，搜集有关特殊儿童体育教学的内容，并对其

进行整理，以供参考。同时收集有关特殊教育，智力落后，

孤独症等方面的数据。在制定特殊儿童体能训练的教学内

容时，先确定体能训练动作技术的内容，以此筛选出适合

于每个动作技术的练习方法。检索并确认文献证据。从特

殊儿童需求出发，特殊儿童体能训练的内容应重点包括身

体形态的塑造、基本动作技能、姿态稳定性、协调能力等

方面。从而最大限度地修复和重塑失去的功能，让他们回

到正常人生和社会中去。 

4.2 特殊儿童体能训练教学方法的形成 

以个案研究与循证实务相配合之方式，以检验前述之

课程及相关习题之适切性。即包括可视化日程表的制定、

社会故事的编排、代币制的确定和视频示范技术的应用。 

即使对特殊儿童体能训练的基本技术和训练方法进

行了优选，其适用性如何，也要在实际的教学中得到验证。

在实践中，要实现目标，获得良好的学习结果，就要从各

个角度进行精心的备课。这一阶段的学习过程，就是要对

学生有一个整体的认识，对教学设备进行合理的选择。由

于特殊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老师按一般学生的身体锻炼

的方式和策略是不可行的，一般的学生在进行身体锻炼时，

都希望能够尽可能地提高他们的身体素质，而对一些特殊

的儿童来说，我们要通过这种运动技巧来获得更好的恢复，

不仅要提高他们的能力，还要提高他们的认知能力，提高

他们的社交能力和他们的刻板行为。因此，我们要根据他

们的残疾特点乃至他们的个人特点来设计他们的身体锻

炼，才能取得更好的教育结果。所以，将下列四种较为适

合和高效的循证实习方法与特殊儿童康复锻炼的教学内

容相联系，可视化日程表、社交故事、代币制和视频示范

技术。 

4.2.1 可视化日程表制定 

因为特殊儿童的注意力很容易被打散，而且有些孩子

不喜欢与同伴进行沟通，而且他们还会使用可视化的日历

来进行学习，而视觉时间表也被很多特教学院认可为一种

高效的教育方法，利用幼儿的“视觉优势”，将所学的知

识直观地展现出来，使幼儿能直观地了解到所要学习的内

容。在课堂开始前，教师要把这节课的培训内容分成几个

小块，把这些小块的任务卡做成透明的彩卡，把这节课的

各个环节的任务卡放在一块黑板上，在教学过程中，老师

要让同学们把卡上的每一块牌都做好，等同学做完一件事，

老师就把一张牌拿走，等全部摘下来，表示同学已经全部

学习完毕，可以离开教室了。将身体锻炼的技巧与实践方

式相融合，制作出数份视觉化的进度表，包括蹲姿，跑步，

双足跳跃，冲刺蹲等基础运动方式的教授。 

4.2.2 社交故事的编排 

社会小说是由美国自闭症学家卡罗尔-格雷于 1991

年创立的一种教育战略。它已经得到美国自闭症研究中心

的认可，并且作为一种已经得到了实验资料的证明。社交

故事是针对自闭症幼儿社交交流困难问题的一种有效的

辅助手段，它根据特定的幼儿的社会认知特征，通过讲故

事的方式进行干预，通过讲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从自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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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幼儿的角度出发，对自闭症幼儿在各种社交场景中的

行为和态度进行描写，并通过对其他行为的反应来指导

自闭症幼儿的社交行为、态度和应对
[7]
。在课前，老师

可以根据自己所学的知识，给同学们讲一个社会小故事，

让他们有一个大概的情况，这样他们就可以在课上有所

准备，而不会被所学的东西吓到。例如，蹲姿训练。我

是某某。我在上康复体能训练课。孩子们最爱和老师一

起上体育课，一起玩耍，一起跑步，一起走路，一起打

球。在这次的课程中，我会使用一种新的姿势，叫作箭

步蹲，下面是他们的图片。 

4.2.3 代币制 

货币制度是一种以货币、证书、奖品等符号或奖赏行

动为激励工具的一种行为疗法。它是一种行为纠正体系，

它利用令牌来改进个人的各种行为
[8]
。在对特殊幼儿进行

教育时，其纠正动作的频度增加，加强的时间也随之增加。

但是，太多的奖励，反而会影响到课程的学习，所以，教

师要做的，就是逐步减少训练的次数。在这个阶段，回合

式教学法的弊端开始显露，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强化或者

强化不足，使得学生的目标行为数量不断下降。尤其是对

于悟性差的学生来说，延迟满足是一种很难理解的观念。

因此，钱就成了一个不错的载体，可以融入到食物和玩具

之中。整体货币制度包括三个方面：（1）目标行为：使用

货币制度是为了提高被试的目标行为；（2）货币：由有条

件的加合物构成，可以积累，兑换辅助装备。（3）辅助强

化物品：辅助物品的使用，是因为辅助物品可以辅助物品，

比如食物，玩具，游戏，录像等等。 

4.2.4 视频示范技术 

通过视频示范技术，能够将所要学的东西直接地展示

给学生，并事先设定好情境，这也是将特殊幼儿的“视觉

优势”，通过对个别的教育内容进行形象化的展示，使其

能够更好地了解和接受，其作用要远远大于口头命令的教

育。例如，这一节是要学习下肢力量的基础技巧，在上课

之前，教师会把深蹲、箭步蹲、侧弓步蹲等技术动作录制

成录像，在课堂上进行下肢力量的教学时，让他们看到，

同时还可以进行一些演示和简单的说明，增强他们对肢体

力量的理解，从而让他们能够更好地掌握下肢力量的技巧。 

5 结语 

筛选确定的特殊儿童体能训练教学内容具有普遍性，

但是，由于残疾幼儿在身体素质方面具有较强的个人特点，

因此，对其身体素质的培养应考虑到其自身特点。对于特

殊幼儿的身体素质培训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是探索适合于

不同类型的体育活动的内容和方法的一次有益的探索，但

是不管是什么运动项目，什么教学内容和方法，都要经过

仔细地考虑，才能按照特定幼儿的实际情况，设计出适合

他们的身心发展特点的教育计划。对动作技术的教学，应

从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制定出最优化、最便捷和适用性高

度匹配的动作技术课的内容和方式。运动训练作为一种促

进残疾幼儿康复发展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残疾幼

儿的恢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现有的特定的活动项目

及其内容手段都非常的局限，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和完善

适合于特殊幼儿的各种活动及其内容和方式。特殊教育幼

儿身体锻炼的教学内容和方式，是以身体锻炼项目为基础，

以个人外在行为为基础，以客观的方式表述，不能以医疗

手段加以说明。将体育学、医学和教育学等多个专业相结

合，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将成为今后开展专项活动教学

内容和方式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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