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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内外 /

孩子计数脑子里有算盘
董李凤美健康学校三（!）班的珠算课，黑

板上贴着算盘图，带孩子们复习珠算手指操
后，授课老师杨健打开投影仪，告诉孩子们今
天要去康健乐园探险。乐园大门上的密码需
要大家动脑来解开，几个孩子纷纷举手，计算
出算盘上两行六个数字密码，乐园大门打开
一瞬，听课的孩子雀跃起来。

杨健告诉记者，中重度智障儿童建立
数概念很难，珠算的特点是将思维过程形
象化，计算时脑子里有拨算珠的画面，帮助
他完成数的计算。这是通过反复练习达到
的效果。

董李凤美康健学校是上海市珠心算协会
授予的弘扬珠算文化的基地学校。校长叶朝
晖介绍，学校十多年来坚持开展以“生活珠心
算”为载体、培养特殊儿童社会适应能力为目
的的教学实验，积累了成熟的教材、教案，根
据对象心智发展和实际状况设立阶段性的教
学目标，帮助他们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化解实
际障碍。

摸熟摸透每个孩子情况
在四（"）班的珠算课上，授课老师奚娇设

置的场景是给爸爸买礼物。每个孩子手里有 #

元，从礼物目录中挑选两件购买，然后计算剩
余多少钱。听完奚老师的布置，孩子们马上动
起手来。奚娇介绍，这堂课锻炼孩子 #以内的
直加直减，情景题分两步计算。

课上孩子被分成三组，每组设立了不同
任务。奚娇解释，一个班里的孩子智力也存在
差距，像 $组的两个孩子可以独立用算盘完
成两步计算，%组的孩子除了积极性的引导，
拨珠动作上也要指导，&组点数还存在困难。

董李凤美康健学校的珠算课教案由授课
老师根据教学实践编写、完善。奚娇介绍，作

为授课老师，还要注意到其他细节对孩子的
影响，比如春天气压低，上课时孩子就比较兴
奋，让他们拨弄算盘，更容易集中精力。记者
看到，每个班里都有一些孩子需要家长陪在
身边辅读才能听完一堂课。

授课老师对每个孩子的情况摸熟摸透。
比如唐氏综合征的孩子爱说爱模仿，有时会
学老师的口吻，就安排他辅导其他同学；自闭
症的孩子刻板，但珠算的口诀和拨算珠的动
作适合他；脑瘫的孩子则通过手眼口的不断
练习锻炼脑与手的配合、协调。

孩子会自己买粽子饮料
目前担任董李凤美康健学校教研组长的

杨健入校已十六个年头，她告诉记者，学校施
行珠算教学实验后发现，突破了智障儿童物
品管理能力有限的障碍。“你把两瓶水放在他
面前，他能认识到计数是 "，如果换一类物品
再问他，会发现 "的计数概念并没有在他脑
子里形成。”杨健举例解释，“而教孩子拨打算
盘，通过具象的锻炼，提供了他们认数、计算
的新方法。”她说，按照阶段性教学计划，'至
(年级的孩子要求掌握 !))以内加减，*至 #

年级的孩子要求具有心算能力，并把运算能
力用到实际生活中。为此，教研室编写了“生
活珠心算”教材。
“生活珠心算”的教学目的是通过情境化

的体验教学帮助孩子学以致用，融入社会。课
堂之外，学校设立“快乐活动日”，有计划带着
孩子去超市、菜场、公园、社区等进行实践。比
如在麦德龙卖场，要求孩子去找四样商品，记
下标价，计算总额后付款。端午节前，杨健带
着孩子去五芳斋买粽子，看着琳琅满目的价
目表，孩子们每人花 ")元钱买到想要的粽子
和饮料，得到了营业员叔叔阿姨的赞许。

生活自理能力显著提高
孩子生活适应能力上的提高，让他们父

母印象深刻。杨女士说，自己以前不敢想象孩
子能进行两位数的运算，而且，一整堂珠算
课，现在孩子能完全坐下来听完，完成老师布
置的任务。

宋女士的儿子读四年级，长期辅读，孩子
的成长让她对珠心算的教学有了深切体会：
“现在，我让他去奶奶床上拿两个衣服夹子，
他可以做到了。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因为我
给他的指令里包含了地点、数量多个信息，他
一次没法全部接受。”

董李凤美康健学校教导主任杨红松告诉
记者，珠算教学在建立智障儿童的条理性和
秩序感上效果突出，珠算有统一的规则，拨算
珠计算时有固定的顺序，而且，整个计算过程
包含了清盘、拨珠等程序，长期的锻炼，培养
孩子会听指令，提高语言理解力；同时，珠算

通过手指拨珠的反复练习，提高手与脑的协
调性，锻炼精细动作能力。宋女士提到，儿子
现在收纳衣服时都会翻好正面，穿衣时也会
分辨前后面。

学会打算盘增强自信心
")!'年开始，在上海市残疾人就业服务

中心的大力支持下，“生活珠心算”的教学实
验向年长的智障人群推广。董李凤美康健学
校发挥辐射作用，在徐汇区天平街道、长宁仙
霞街道的“阳光之家”对 ")到 ')岁成年智障
人士开展教学实验。一年的学习，学员们已经
能看数拨珠、看珠报数、听拨计算，使用算盘
结合一定的生活经验进行购物，生活适应能
力得到提高。

")!+年 "月，市残联通过专题研讨后，
教学实验扩展到 +( 个街道培训师资、!' 个
示范点进行教学，学员达到 ,))人。杨红松
负责专题项目工作组的教学管理，董李凤美
康健学校数学教研组老师全员参加教学实
验活动。

记者从市珠心算协会了解到，珠心算课
程受到智障学员的喜爱。有趣味的学习，加之
不断地手脑之间的协调、眼耳并用的刺激锻
炼，提高了学员的自信心，以前上课很少和老
师有呼应，现在积极发言，学习态度有了改
变，变得想学、要学。通过反复训练，学员们记
起电话号码来游刃有余，并应用于人民币的
使用，比如了解 !-元可以有多种组合。

教员队伍的扩大给进一步推动生活珠心
算教学实验提供了有力保障。长宁、普陀、虹
口、宝山等五个教学实验点的教员在实践中
不断创新，根据各自学员的特点开发相应的
手指练习。大家在教研中积极交流，取长补
短，同时也了解了每个阳光之家的发展特色，
对整体发展起了促进作用。

本报记者 金雷

“生活珠心算”助智障儿童适应社会
珠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它却是一项活态的文化遗产。记者从上海市珠心算协
会和上海市董李凤美康健学校了解到，珠算为语言区受损而无
法形成数概念和掌握简单计算的智障儿童开辟了一个通道，促
进他们形成并发展数概念，掌握计算能力，提高日常生活能力
和社会适应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