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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于晓辉和九重卓主编的《发育障碍儿童的运动指导》是以发育障碍中最难指导的中重度自闭症儿童为
对象的运动指南，这也是九重卓博士四十年来经验积累的成果。
主要内容包括：一是阐述了障碍儿童运动指导的基本理念、指导者的立场和态度、指导者和孩子间的
关系；二是具体介绍了不同运动项目的教材选择指导步骤和助方法：三是重点叙述了在个人技能的基
础上如何进行集体指导，如何帮助障碍儿童在集体运动中获得集体意识。
再者，本书还着重提出了家长参与、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强调了指导的持续性和坚持不懈地努力的价
值观，环境的调整有助于提高运动训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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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临医学系，日本东京大学儿童心理系硕士，教育学士。

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教育学部，广岛大学教育学博士。

在障碍儿童的运动指导方面有着30多年的实践经验。
是日本武藏野东小学（日本著名的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学校）及其美国波士顿分校的创始人之一，在
渡士顿分校工作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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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而初期的集体指导的目的就是要组织化。
如果过于执着于个人运动技巧的获得，就难以形成集体活动。
所以指导目的要明确，孩子们只要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一定的技巧，能和同伴们一起运动就可以了。
通过运动的方式实现集体的组织化是重点。
 总结一下，初期的集体指导是：集体化，服从指导者的指令，遵守指导者制定的规则。
具体的指导方法是：明确“零”位置，随时归“零”位置，反复地练习和反馈。
指导者的态度是：值得信赖的人，动作大而夸张，指令明确而简短。
最后要强调的是运动的展开不仅限于课堂的指导，还要把这些泛化到家庭生活，日常的生活和闲暇娱
乐中。
 （4）初期集体指导中的常见问题及解决方法 实际上在集体指导的初期阶段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
在这里简单总结一些常见问题及其解决方法。
 集体中的孩子的个性、性格各异是正常的，也是很现实的。
指导者在初期的集体指导时不得不一边在某种程度上控制孩子的个性，一边尝试着实现集体化。
为此要发挥孩子的个性中有利于集体化的部分，也不得不想办法控制那些容易破坏集体化的部分。
孩子们常见的个性特点有：哭、大喊大叫、身体动个不停安静不下来、耍赖坐在地上、到处乱跑、逃
跑、恐慌害怕、呆立不动、攻击性。
我们用A、B、C、D、E、F、G、H、I来分别代表不同的 个性特点。
 初期指导的参加者大都会有这样的个性特点。
如果这9项就是9个集体成员，那么指导者就很困难了。
可是指导无论如何也必须开始。
首先，从坐椅子开始就会一片混乱。
这时最需要注意的就是I，也就是有攻击性的孩子。
因为他对于其他的孩子来说是危险的，所以要把他的椅子从集体中挪开一些以确保安全。
对于A（哭）那样的孩子，即使给予提醒，他也不会听。
不过哭虽然很吵，但是坐在椅子上不会有什么问题。
B（大叫）和A一样。
像C（多动）那样的孩子总在动，站着的时候也在动。
所以首先要立即让他坐在椅子上，减少身体的动作。
E和F是到处乱跑和试图要逃跑，即使让他们坐在椅子上也是立即就跑掉了。
所以指导者要手疾眼快，在他离开椅子之前就把他拦住，如果能坐在孩子旁边时刻注意着比较好。
像G（恐慌害怕）这样个性的孩子，只要在建立零状态时给予其最简单的固定的位置，他就不会乱动
，但是开始活动后出现的问题就最多。
H（呆立不动）的那种反应是他在了解周围的状况下的一种恐慌反应的表现，所以不要试图去安抚使
其安定下来，而是要向对待别的孩子一样来对待他。
这是指导者和H的最初的较量。
特别要注意对I的处理，因为他需要特别的对待，比较棘手，要花费指导者很多精力。
所以有时为了暂时的方便，容易出现把这样的孩子交给助手，以致于孩子最终依赖于助手辅助的情况
。
而指导者为了早日实现集体化，则忙着优先指导其他的孩子。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可取，我们要把目光放得长远些。
因为集体模式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我们重视的不仅仅是集体化的结果，还有在这个过程中学习
到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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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发育障碍儿童的运动指导》着重提出了家长参与、家庭支持的重要性，强调了指导的持续性和坚持
不懈地努力的价值观，环境的调整有助于提高运动训练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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