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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健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使视力障碍学生在功

能补偿方面取得了更大的进步，获得了更多的成果。

功能补偿在生理代偿的基础上，通过主观努力和社会帮助而实现，这种帮

助包括教育、科技的帮助，例如读屏软件。读屏软件可以把网络信息转化为音频，

视力障碍学生通过听觉功能发挥作用，补偿视觉不足的功能，可以流畅的通过计

算机或手机浏览网络信息，也可以使用有关信息软件与社会互动交流，极大地拓

展了盲生的视野和社交空间。在学校，视力障碍学生也可以借助读屏软件，通过

计算机或手机，与老师同学一起，在学习、生活等多方面进行有效沟通。特别是

2020 年疫情至今，学校多次组织线上教学，中医康复技术专业 53 个班次近 1200

人次的残健学生参加了思政课线上教学。视力障碍学生能够借助信息技术的力量，

实现线上学习。

在使用现代化技术进行教学的背景下，在“残健融合”的教学中，视力障



碍学生更容易得到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帮助，这会使得他们在功能补偿方面获得更

多的训练，取得更大的成果。

在思政课程教学中，教师用学习通来辅助教学，这就需要每个同学能够使

用学习通。视力障碍学生因为各种原因，不能较好地掌握和使用电子设备和软件。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教师、健全学生、其他会操作的盲生组成了“帮忙小组”，

共同帮助这些盲生学会了使用学习通软件。疫情期间，思政课通过学习通进行线

上授课，盲生同学基本都能够完成线上学习各项任务，能够按时签到，通过扫码

或者点击链接进入直播间，完成作业，上课过程中还能通过聊天公屏、连麦等方

式和老师进行交流。这个过程充分体现了残健融合教育中“帮助”对身体障碍学

生在功能补偿方面的促进作用。

下面是盲生利用学习通线上上课的图片及简要说明。

中康专业周同学和马同学最初不会使用学习通，在各方帮助下已学会基本操

作并能举一反三，掌握他以前没用过的新功能。在线上课堂中，老师要求周同学

连麦回答问题，周同学表示不会，老师口头提示后，周同学成功完成连麦。如下

图。

马同学已能够使用学习通上课。下图为马同学迅速完成签到：



盲生在公屏上与老师交流。下图：



学生在学习通上完成作业。下图：

师生在学习通“教”与“学”的互动。下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