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第 7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 刊号（ISSN）：2630-4686 /（中图刊号）：380GL020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Education Research

1

融合教育模式对小学阶段特殊学生适应性的研究

冉利

昆山市城北中心小学

DOI:10.12238/er.v7i12.5613

摘 要：在融合教育模式的背景下，体感游戏对小学低年级阶段的特殊学生在适应性需求方面

所产生的影响进行研究，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课题。融合教育模式强调将特殊学生与普通学

生放在同一教育环境中共同学习，旨在促进特殊学生的社会融入和全面发展。体感游戏作为一

种新兴的互动娱乐方式，通过身体动作来控制游戏进程，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兴趣，还能在一

定程度上促进他们的身体协调性和认知能力的发展。本文旨在探讨融合教育模式下体感游戏对

小学低年级阶段特殊学生适应性需求的影响。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分析了体感游戏在提升特殊

学生社交能力、自我管理能力及问题解决能力等方面的作用，并结合具体案例讨论了其在实际

教学中的应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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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somatic games on
special students at the lower elementary school level in terms of their adaptive needs is a topic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emphasizes the co-learning of special students and ordinary
students in the same educational environment, aiming to promote the social integration and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pecial students. As an emerging form of interactive entertainment, somatic games
control the process of the game through body movements, which can not only stimulate students' interest,
but als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body coordination and cognitive abilit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explore the impact of somatic games on the adaptive needs of special
students at the lower elementary school level under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Through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somatosensory games in enhancing special students' social skills,
self-management skills and problem-solving skills, and discusses the effects of its application in actual
teaching with specific cases.
Keywords: Integrated education model; Somatic games; Lower primary stage; Special students; Adaptive
needs

引言

在多元化的社会背景下，特殊学生面临着与普通学生不

同的挑战和困难。由于身体、认知或情感等方面的差异，他

们在社交互动、自我管理以及问题解决等方面可能存在较大

的障碍。融合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教育理念和模式，旨在将

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纳入同一学习环境，并通过个性化的支

持和服务，促进他们的全面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体感游戏，

作为一种结合了视觉动态性、情境互动性和自主设计性的游

戏疗法，逐渐在特殊教育领域受到关注和应用。

一、融合教育模式与体感游戏概述

（一）融合教育模式的内涵与特点

融合教育模式是一种将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放在同一

教育环境中，共同接受教育的模式。它强调特殊学生与普通

学生之间的融合，旨在促进特殊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学业

发展。融合教育模式的特点包括：强调个体差异，尊重特殊

学生的个性和需求；提供多样化的教育资源和支持，满足特

殊学生的学习需求；促进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之间的互动和

交流，培养他们的社交能力和合作精神。

（二）体感游戏的定义与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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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感游戏，顾名思义，是一种通过身体动作来控制游戏

进程的电子游戏类型。这类游戏通常需要玩家借助特定的体

感设备，例如手柄、摄像头或传感器等，来捕捉玩家的身体

动作，并将这些动作转化为游戏中的具体操作。体感游戏的

定义可以从技术和体验两个维度来深入理解。从技术层面来

看，体感游戏是一种利用先进的体感技术来实现玩家与游戏

之间互动的新型游戏形式。而从体验的角度来看，体感游戏

则是一种让玩家通过身体动作直接参与游戏进程的游戏，它

特别强调玩家的身体参与感和互动体验感。

体感游戏的种类繁多，根据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有不

同的分类方式。以下是一些常见的体感游戏类型，它们各自

具有独特的特点和玩法：

1.运动类体感游戏：这类游戏通常模拟各种体育运动项

目，如足球、篮球、网球等。玩家需要通过模仿真实运动中

的身体动作来控制游戏中的角色进行相应的运动。这类游戏

不仅能够带来娱乐体验，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锻炼玩家的身体

素质。

2.舞蹈类体感游戏：这类游戏通常模拟各种舞蹈表演，

如街舞、拉丁舞、芭蕾舞等。玩家需要通过模仿游戏中的舞

蹈动作来进行舞蹈。这类游戏不仅能够提供舞蹈训练的机会，

还能让玩家在享受音乐和舞蹈乐趣的同时，锻炼身体协调性

和节奏感。

3.健身类体感游戏：这类游戏通常结合了健身和游戏的

元素，玩家需要通过完成各种健身任务来推进游戏进程，如

跑步、跳跃、举重等。这类游戏不仅能够提供有趣的健身方

式，还能帮助玩家在不知不觉中达到锻炼身体的目的。

4.冒险类体感游戏：这类游戏通常模拟各种冒险场景，

如探险、解谜、战斗等。玩家需要通过身体动作来控制游戏

中的角色进行冒险。这类游戏不仅能够提供紧张刺激的游戏

体验，还能让玩家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锻炼反应能力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

5.音乐类体感游戏：这类游戏通常结合了音乐和游戏的

元素，玩家需要通过跟随游戏中的音乐节奏来进行各种身体

动作。这类游戏不仅能够提供音乐欣赏和演奏的乐趣，还能

让玩家在享受音乐的同时，锻炼身体的节奏感和协调性。

（三）体感游戏在特殊教育中的应用现状

体感游戏，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工具，已经在特殊教育

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和应用。近年来的研究表明，体感游

戏在提升特殊学生的注意力、反应能力和身体协调性方面具

有显著的效果。通过互动式的体感游戏，特殊学生可以在轻

松愉快的氛围中进行各种身体活动，从而有效地锻炼他们的

身体机能和反应速度。此外，体感游戏还能够为特殊学生提

供一种有趣且富有吸引力的学习方式，极大地增强他们的学

习动力和自信心，帮助他们在学习过程中取得更好的成绩。

然而，尽管体感游戏在特殊教育中具有诸多优势，其应用仍

然面临一些挑战。首先，现有的体感游戏往往缺乏对特殊学

生需求的充分考虑，导致游戏的适应性不足。许多游戏在设

计时并未充分考虑到特殊学生的身体条件和认知特点，使得

他们在使用过程中感到困难和挫败。其次，体感游戏的可访

问性也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许多特殊教育机构由于经费

和技术的限制，难以获得先进的体感游戏设备和软件，这在

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体感游戏在特殊教育中的普及和应用。

因此，为了更好地发挥体感游戏在特殊教育中的潜力，

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研究人员和开发者应当深入

探讨特殊学生的具体需求，设计和开发出更加适合他们的体

感游戏。这包括在游戏设计中融入更多的个性化元素，确保

游戏内容能够适应不同类型的特殊学生。同时，还需要开发

出更加经济实惠的体感游戏设备和软件，以提高其在特殊教

育机构中的可访问性。通过这些努力，体感游戏在特殊教育

中的应用效果将得到显著提升，从而更好地服务于特殊学生

的学习和发展。

二、小学低年级阶段特殊学生的适应性需求分析

（一）特殊学生的类型与特点

特殊学生是指在身体、智力、情感或其他方面存在特殊

需求的学生。在小学低年级阶段，特殊学生的类型和特点各

不相同。有些学生可能存在身体上的残疾，如视力障碍、听

力障碍或肢体残疾，需要特殊的辅助设备来支持参与学习和

生活。有些学生可能存在智力上的障碍，如学习困难、注意

力缺陷多动障碍或自闭症谱系障碍，需要特殊的教育策略和

支持来提高学习效果和适应能力。还有些学生可能存在情感

上的问题，如焦虑、抑郁或行为问题，需要特殊的心理支持

和干预来帮助他们调节情绪和行为。了解特殊学生的类型和

特点是为他们提供适应性教育和支持的基础。

（二）小学低年级阶段特殊学生的适应性需求

小学低年级阶段的特殊学生在适应学校环境和学习方

面可能面临各种挑战。他们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支持来适

应新的学习环境、社交互动和日常生活规律。对于一些特殊

学生来说，身体协调和运动能力的发展可能较为困难，这会

影响他们参与体育活动和其他课程的能力。此外，特殊学生

可能在注意力、集中力和自我调节方面存在困难，需要特殊

的教育策略和支持来帮助他们保持专注和参与学习。了解这

些适应性需求对于设计适合他们的教育方案和提供支持至

关重要。

（三）影响特殊学生适应性需求的因素

小学低年级阶段特殊学生的适应性需求受到多种因素

的影响。首先，学生的个体差异是一个重要因素，包括特殊

学生的身体状况、认知水平、情感状态等方面的差异。其次，

家庭环境对特殊学生的适应性需求也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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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的支持、教育方式等。此外，学校环境也是影响特殊学生

适应性需求的重要因素，包括学校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

师资力量等方面。最后，社会环境也会对特殊学生的适应性

需求产生影响，例如社会对特殊学生的认知和态度、社会支

持等。

三、体感游戏对小学低年级阶段特殊学生适应性

需求的影响

（一）体感游戏对特殊学生身体发展的影响

体感游戏通过身体动作与虚拟环境的互动，为小学低年

级阶段的特殊学生提供了一种全新的体验。这种游戏形式对

特殊学生的身体发展具有积极影响。首先，体感游戏可以促

进特殊学生的身体协调性和平衡能力的发展。通过参与游戏

中的各种动作和挑战，特殊学生需要不断调整身体姿势和动

作，从而提高身体的协调性和平衡感。其次，体感游戏可以

增强特殊学生的肌肉力量和耐力。在游戏中，特殊学生需要

进行各种身体动作，如跳跃、奔跑、伸展等，这些动作可以

锻炼他们的肌肉，提高肌肉力量和耐力。此外，体感游戏还

可以促进特殊学生的身体感知和运动控制能力的发展。通过

与虚拟环境的互动，特殊学生可以更好地感知自己的身体位

置和运动状态，从而提高运动控制能力。

（二）体感游戏对特殊学生认知能力的影响

体感游戏，作为一种新兴的游戏形式，对于小学低年级

阶段的特殊学生来说，其认知能力的发展具有显著的积极影

响。通过身体动作与游戏内容的互动，这些特殊学生能够更

加直观地感受和理解游戏中的各种信息，从而有效地提高他

们的感知能力。与此同时，体感游戏通常设计有一定的规则

和任务，这些规则和任务要求学生进行思考和决策，这不仅

有助于培养他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还能够锻炼他们的思维

能力。此外，游戏中的挑战和反馈机制能够激发特殊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促使他们更加主动地参与学习过程，从

而提高学习效果。因此，体感游戏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

工具，帮助特殊学生提高认知能力，更好地适应学习和生活。

这种游戏形式不仅能够为特殊学生提供一个充满乐趣的学

习环境，还能够通过游戏中的互动和挑战，帮助他们建立自

信，增强社交能力。体感游戏的互动性和趣味性，使得学习

过程变得更加生动和有趣，从而有效地吸引特殊学生的注意

力，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通过这种方

式，体感游戏不仅能够帮助特殊学生在学习上取得进步，还

能够在情感和社交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使他们能够更好地

融入社会，享受更加丰富多彩的生活。

（三）体感游戏对特殊学生社会情感发展的影响

体感游戏为小学低年级阶段的特殊学生带来了一种全

新的社交体验方式。通过积极参与体感游戏，这些特殊学生

能够与其他学生进行互动和合作，从而显著增强他们的社交

技能和人际交往能力。体感游戏不仅提供了一个互动的平台，

还帮助特殊学生更好地理解和表达自己的情感，提高他们的

情感认知和情感管理能力。在游戏中，通过角色扮演和情境

模拟，特殊学生可以体验到各种不同的情感和情境，这有助

于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他人的情感。此外，体感游戏还为

特殊学生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情感表达方式，让他们可以在游

戏的过程中释放自己的情感，从而减轻压力和焦虑。这种游

戏方式不仅有助于特殊学生在情感上的成长，还能让他们在

轻松愉快的环境中学习和进步。

四、结论

本研究通过对小学低年级阶段特殊学生进行体感游戏

干预，探讨了融合教育模式下体感游戏对特殊学生适应性需

求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体感游戏能够提高特殊学生的身

体协调性、注意力和社交能力，同时也能够增强他们的自信

心和学习兴趣。此外，体感游戏还能够促进特殊学生与普通

学生之间的交流和合作，提高融合教育的效果。因此，体感

游戏可以作为一种有效的教育手段，为特殊学生提供更好的

教育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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