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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特殊教育中,残疾学生的生活管理相对特殊。是特殊教育实践中出现的一个新生事物,其兴起的

缘由在于管理理念、管理环境和管理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以及教育者自身建设的客观需求。在特殊教

育背景下,生活老师需要具备较高的职业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本文作者通过自身多年实践,探索了盲

聋哑学生生活管理中,生活教师如何寄教于管、寄管于教、学思践行、知行合一的路径,即“腿勤、眼勤、

嘴勤、手勤、脑勤”的“五勤”工作法,全方位系统性在教育中体现管理,在管理中渗透教育。 

[关键词] 特殊教育；教师；生活管理；方法 

中图分类号：G76  文献标识码：A 

 

生活老师是特殊教育工作不可或缺

的一部分,是学生在学校生活的直接指

导者,是班主任老师日常管理工作的协

助者。因此,生活老师需要熟悉和了解特

殊孩子的生理特点和心理特点,勤字为

先,努力工作,更好地推进孩子各方面的

发展,更好地配合班主任老师做好班级

管理工作。我从事多年特殊教育学生生

活管理工作,不断总结积累,提出了特殊

教育生活老师的“五勤”工作法,供大家

参考。 

1 生活老师要做到“腿勤” 

“腿勤”指的是要多走动、多巡查,

经常深入宿舍、参与到学生的活动中去,

和孩子们在一起,这是生活老师必须长

期坚持的工作原则。生活老师要提高自

己的服务意识、教育意识,更多地为孩子

提供服务、帮助和教育,而腿勤则是所有

工作展开的基础。只有多走动才能增加

和孩子们接触的机会,才能发现和了解

孩子们的活动动向,才能把工作中的隐

患发现并处理在萌芽状态。2019年3月的

一个普通周末,我在宿舍区走动巡查时,

发现女生严某眼睛红肿疼痛而学生没敢

主动告诉老师自己的情况。在了解完情

况并请示值班领导后,我将学生及时带

到医院检查。在当天下午的巡查中,又发

现两位学生不同程度的发烧,其中一位

眩晕严重没精打采,而学生自己没有主

动告诉生活老师,经过测量体温和询问

情况后,我们又将这两位学生送到医院

检查治疗,处理完回到学校后,已经是晚

上八点。生活老师忙碌而普通的一个周

末,就是不辞辛劳的巡逻在学生活动的

各个角落,遇到生病和特殊情况还要陪

同学生奔波在学校医院之间。因为我们

的勤勤恳恳让学生的病情在第一时间得

到医治,我们也能安心的给家长和班主

任一个交代。作为生活老师,只有在工作

中勤跑腿,才有可能在第一时间发现问

题,解决问题。 

2 生活老师要做到“眼勤” 

“眼勤”指的是生活老师要具有一

定的观察能力,能及时发现事情的苗头。

要注意孩子发生的一切,把产生的消极

事物消灭在萌芽状态,久而久之会积累

一些工作经验,做到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解决问题。由于我们所接触的学生

都是视障或听障人群,本身交流就不是

很顺畅,而且孩子心理上也相对敏感,这

就需要练习我们的眼睛,善于观察他们

的动作、态度和表情。特别是在处理突

发事件时,先不要急于对某个事情下结

论,因为我们面对的孩子,他们的世界观

还没有完全形成,自身缺陷也或多或少

投射在心理上,也会导致一些不合理的

行为逻辑,所以要多观察,多分析,找到

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方法,然后对症下药,

才会起到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预料之外的

效果。听障学生张某平时就有一些轻度

的心理问题。有一天晚自习时她自己不

学习还扰乱别的学生。我把她叫到办公

室进行了批评,后来我发现这个学生并

没有回去学习而是把自己关在卫生间的

隔断里哭泣,甚至开始自残,我才意识到

我对这个孩子的批评教育,并没有取得

预期效果。后来我侧面了解到,这个孩子

从小在孤儿院长大,缺乏心灵上的抚慰,

缺乏安全感,自己刻意去影响别人,只是

想引起别人对她的注意,博得别人的关

注。我的批评反而加重了孩子心理上的

负担,适得其反。通过这件事情我也为自

己的鲁莽和不善于观察深深自责。作为

特教的生活老师,对学生既要严管同时

也要厚爱。管的时候要让学生对你心服

口服,爱的时候既要有爱的情感,又要有

爱的艺术和行为。这样,才能走进学生们

的内心,站在他们的角度去思考问题,才

会得到学生的认可。观察是一种能力,

善于观察才能得到第一手材料,有了自

己观察到的一切,才能做到胸有成竹,处

理事情才会游刃有余。 

3 生活老师要做到“嘴勤” 

“嘴勤”指的是在处理日常事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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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中,要多动口、多询问、多请教、多请

示。对工作中不了解的情况、细节要勤

问,对超越职权范围的事情要及时向领

导请示汇报。面对学生也是一样要不厌

其烦,耐心地做孩子思想上的指路人。记

得有一次周末上班巡查时看见盲生严某

一直闷闷不乐的蹲在暖气旁边,我过去

蹲下摸摸她的头和她聊了一会,才知道

原来是她爸爸答应这个周末来看她,带

她到外面吃一顿大餐,但是都到周天的

下午了,爸爸也没有来,孩子的心情糟糕

透了。我说可以帮她给爸爸打个电话,

可这位小学生却说爸爸平时很忙很辛苦

不想打扰他。当时我被孩子的懂事深深

地震撼了,我就带她到校园里走了走,聊

了聊,又到小卖部让她挑了一些自己喜

欢的零食。孩子的心情慢慢好了起来,

她对我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记忆犹新的话,

她说：老师,你太让我感动了,我妈妈都

没有这样摸过我的头对我这么好.......

孩子的欲望单纯而简单,对我们来说一

个微不足道的动作或者几句话,对孩子

来说也许就是童年温暖的回忆。在和孩

子广泛接触和交流中,生活老师的思想、

行为、仪表、感情、语言等都对孩子有

着耳糯目染、潜移默化的影响。我们面

对的是特殊孩子,要想尽一切办法得到

孩子的理解和支持,即使多“唠叨”两句,

也会起到很大的听从作用,孩子会在“接

纳”中快乐地成长。 

4 生活老师要做到“手勤” 

“手勤”指的是生活老师要在工作

中勤学手语、学好手语；积极主动,做

好各项工作的记录和交接,对看到的情

况、问题、读过的书都要根据需要做好

笔记和摘录。由于我们教育对象的特殊

性就要求我们必须熟练掌握和应用手

语,如果说语言是人与人之间沟通的桥

梁,那么手语就是我们打开听障人士心

灵的一把钥匙。唯有通过手语的交流,

才能更好地了解听障学生的心理、生

活、过去和当下,通过与他们的对话,

在具体工作中熟悉掌握各项工作动态,

我们才能进一步配合各部门以及班主

任做好管理工作。 

做好工作的各种记录,也是生活老

师的日常工作。俗语说“好记性不如烂

笔头”。手是我们工作中 有效、 灵

活、 主要的工具,常练手,勤动手,工

作才能留下痕迹,做到事无巨细。因此,

我们在平时的工作中要积极写好巡查

记录、交班记录、读书笔记等,才能有

利于我们每个班组以及各班组之间工

作的顺畅衔接。手勤也是勤奋工作 主

要的标志。 

5 生活老师要做到“脑勤” 

“脑勤”指的是要善于思考、乐于

思考、勤于思考,在工作中不断的总结和

反思。对收集的信息,要动脑分析、归纳、

比较、判断,注意摸索、积累和总结工作

经验,透过现象看本质,思考是生活老师

必须具备的素质。生活老师要注意发现

问题,养成勤于思考、善于思考的习惯,

判断出管理中哪些是经验,哪些是薄弱

环节,对于好的经验要推广,而对于存在

的问题要汲取教训,从而逐渐提高自己

的工作水平。记得一次有一位低年级的

男生偷拿了另一位学生的手机,在找他

了解情况的时候,这位学生躲藏逃避拒

不承认自己的行为,通过给他讲道理谈

危害,在耐心的说服教育引导下,这位学

生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主动认错并通

过老师向另一名同学归还了手机,为了

不伤害学生的自尊,我和他约定为其保

守秘密。生活老师是学生生活的服务者

和管理者,更是一个教育者,所以我们要

常动脑、多角度、勤思考用更好的方式

在抓好主责主业的同时,时刻记住自己

是一名教师。寄教于管、寄管于教、学

思践行、知行合一,在教育中体现管理,

在管理中渗透教育。通过自己的言传身

教给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

价值观,教会孩子们做人做事。 

特殊教育中的生活老师面对的是一

个特殊群体,需要我们用大爱去关怀他

们、温暖他们。我们从日暮到清晨,从食

堂到操场,从教室到寝室,无时无刻的陪

伴在学生前行的路上。责任重大,使命光

荣,生活老师时刻要勤用腿、眼、嘴、手

和脑,不断提升自己的工作水平,用汗水

滋润每个孩子的心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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