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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世界残疾报告》看国际特殊教育的现状与展望①

刘巧云，赵航，卢海丹，黄昭鸣

[摘要] 《世界残疾报告》 指出，与健康儿童相比，残疾儿童入学率低，长期入学率和升学率更低。一系列障碍在教育政策、

教育体系和教育服务等方面限制了儿童接受主流教育的机会。这需要制度和学校层面上的改变，以消除各类硬件和软件上的障

碍，并且提供合理的调整和其他支持服务，这样才能够确保残疾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该报告对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启示：

完善制度建设，健全师资培养体系，促进社区接纳，从而更好地保障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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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en is lower, as well as the rate of in-school children and their chances to get further study. A series of barriers limit the opportunitie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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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system and schools have to make some changes so that we could remove all kinds of hardware and software barriers and provid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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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相关资料估计，全世界 0~14 岁的残疾儿童数量约在

9300 万[1]到 1 亿 5000 万[2]之间。许多身患残疾的儿童被排斥在

主流教育之外。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在大多数国家，对他们的

早期教育和训练通常都是通过隔离的特殊学校来完成，而且这

些学校常常是针对特殊的障碍类型，比如盲校和聋校。这些机

构只能满足一小部分学生的需求，而且往往缺乏成本效益。它

们大多是在城市地区，且趋向把学生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中隔

离出来[3]。

联合国 《残疾人权利公约》 (CRPD)确认所有的残疾儿童

都有纳入到普通教育体系中并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个别化支持

的权利。系统地消除障碍，并提供合理的环境和支持服务，这

样才可以确保残疾儿童免于被排除在主流教育机会之外。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的不断重视和加大投入，国内特殊

教育事业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为了抓住机遇实现跨越式发

展，如何从国际特殊教育的经验中取其精华、总结教训，已成

为特殊教育研究领域中的热点。本文旨在以 2011 年由世界卫

生组织与世界银行联合发布的 《世界残疾报告》 (World Report

on Disability)为蓝本，介绍国际特殊教育的现状与展望，并探

讨对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启示。

1 国际特殊教育现状

总体而言，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由于残疾因素所导致的

教育不足问题远比诸如性别、城乡、经济等其他因素严重，其

相关性更显著[4]。印度的一个调查显示，残疾儿童辍学率是全

国辍学率的 5 倍以上，即使是在最富裕的地区也是如此，即使

正常儿童的入学率可以接近甚至是超过 90%，但城市地区残疾

儿童的入学率却从未超过 74%，而农村则始终未超过 6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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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初等教育入学率很高的东欧国家，许多残疾儿童并没有

进入学校。2002 年，保加利亚 7~15 岁的残疾儿童入学率为

81%，摩尔多瓦共和国为 58%，罗马尼亚为 59%，但上述三国

各自正常儿童的入学率却高达 96%、97%和93%[6]。

在世界健康调查中，残疾人的小学完成率和平均受教育年

限都显著低于健康人群。在接受分析的 51 个国家中，男性残

疾人小学完成率为 50.6%，相比之下正常男性则达 61.3%。女

性残疾人小学完成率为 41.7%，而正常女性为 52.9%。在平均

受教育年限方面，残疾人同样低于健康人群(男性中残疾人与

普通人比值为 5.96∶7.03；女性则为 4.98∶6.26)。另外，在各个

年龄组都存在着教育完成率的差异；在低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

家的样本间还存在着统计学上的显著性差异[7]。并且，入学率

也根据残疾儿童的障碍类型而有所差异，肢体障碍儿童的情况

一般要比智力障碍、感官障碍儿童稍好[8]。

因此，尽管近几十年来情况有所改善，但残疾儿童和正常

儿童相比，入学仍比较困难。而且，他们升入更高层次教育的

转衔率也偏低。早年缺乏教育会对其成年期的贫困产生深远影

响。

2 影响特殊教育发展的因素

如上所述，现在国际特殊教育还存在许多的障碍，这些障

碍可归为制度因素和学校因素两大类。

2.1 制度因素

2.1.1 部门职责分散 在一些国家，对全部或是部分残疾儿童

的教育是由多个彼此独立的部门分管的，比如卫生部门、社会

福利部门或者社会救助部门，也有的是由地方特殊教育部门分

管。在印度，由社会司法与权力部负责特殊学校的相关事务，

而由人力资源发展部下辖的教育部门负责主流学校的事务[9]。

这种分担方式反映出一种文化观念，即残疾儿童需要的是社会

福利，而非平等的教育机会。这种模式趋向于进一步隔离特殊

儿童。

2.1.2 立法、政策、计划上的缺失 尽管在接纳残疾儿童教育

方面现在有许多积极的例子，但是立法、政策、计划上的缺失

仍然是摆在特殊教育面前的一个主要的障碍。特殊教育常常会

遭遇一些立法或政策上的空白，包括缺乏政策来保障残疾儿童

入学，缺少对残疾儿童及其家人的社会保护和支持计划等。

2.1.3 资源不足 缺乏资源是确保残疾儿童接受教育的一个重

要阻碍。一份美国的研究指出，教育一个残疾儿童的平均花费

是教育正常儿童的 1.9 倍，而且这个倍数是随着残疾类型和残

疾程度而变化的，最低的 1.6 倍，最高的 3.1 倍[10]。国家的教育

预算均存在不足的情况，而且特殊儿童家庭也经常无力支付儿

童的教育费用。此外，学校、设施、合格教师、教材等教育资

源严重匮乏。

2.2 学校因素

2.2.1 课程与教学 当课程和教法过于僵化，并且缺乏合适的

教材时，残疾儿童就可能被教育排斥在外。测量和评估系统通

常是关注学业表现而非独立性的进步，这就限制了儿童的特殊

教育需要。

2.2.2 对教师的培训、支持不足 教师可能没有足够的时间和

资源去支持残疾学生。在资源匮乏的教室中，常常人满为患，

也严重缺乏能够有效处理残疾儿童日常特殊需要的教师。例如

大多数教师不懂手语，这成为了他们与聋生交流的一大障碍。

2.2.3 硬件设施障碍 进出学校无障碍是教育残疾儿童的先决

条件。当上学路上的道路、桥梁不适于轮椅通行时，肢体残疾

学生就会面临极大困难。即使他们已经到达学校，还要面临台

阶、门廊过窄，座位不合适，厕所没有无障碍设施等问题。

2.2.4 贴标签 为了判定学生是否有特殊教育需要以及需要何

种支持服务，一般将根据残疾儿童的健康状况对其进行分类。

但是在教育系统中给儿童贴标签也会造成消极的影响，包括歧

视、同伴排斥、自尊心受挫、低期望以及机会不平等。且由于

这些消极态度，学生可能不情愿透露他们的标签，这就使得他

们错过了必要的支持服务。

2.2.5 消极态度 消极的态度也是残疾儿童教育的一个主要阻

力。在一些国家，残疾被看作是神灵的惩罚或不祥命运的征

兆[11]，结果导致本该在学校的特殊儿童被剥夺了上学的权利。

另外，负面的社会态度也常常反映在对残疾人的称谓上。教

师、学校管理者、其他儿童甚至是家庭成员的态度，都会影响

到主流学校中残疾儿童的融合。

2.2.6 暴力、恐吓以及辱骂 教师、教工、同学对残疾学生施

以暴力在教育中比较常见。残疾学生常成为暴力相向的靶子，

包括身体上的威胁、口头上的辱骂、虐待以及社交上的孤立。

由于害怕在主流学校中受到侮辱和恐吓，残疾儿童可能宁愿选

择特殊学校。

3 如何解决特殊教育中的问题

3.1 制度干预

3.1.1 国家政策 国家的特殊教育政策对于发展更加平等的教

育体系是至关重要的。国家经济的明显增长已经使多个国家进

行了较大的教育改革，包括意大利、老挝、莱索托和越南[12]。

政府创建并修正国家行动规划，对融合残疾儿童进行教育来讲

非常关键。

3.1.2 经费 国际上对特殊需要教育的经费投入主要有以下三

种：①通过国家预算形式发放；②通过向机构特殊教育专项拨

款的形式发放；③通过给个人经济援助，以满足其教育需要。

有的国家使用多种方法来划拨经费，包括中央财政拨款，这笔

款项可以在地方层面的特殊需要教育中灵活使用。

3.2 学校干预

3.2.1 认清并处理好个体差异 课程、教学方法、教材、评估

和测试体系，以及班级管理都需要实现无障碍，并且能够灵活

地支持学习模式中的差异。评估既可以促进融合，也可能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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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所以在实践时需要确保评估是促进融合。2005 年，欧洲

特殊需要教育发展组织研究了主流学校中支持融合的评估

表[13]。该研究通过分析来自 23 个国家的 50 个评测，以期解决

特殊教育如何从传统的医疗中心模式过渡到有交流的教育模

式。个别化教育方案也是帮助有特殊教育需要学生高效学习的

有效工具，使得他们可以认清其需求、学习的目标、学习的目

的，并找到合适的教学策略和必要的调整与支持。在许多国

家，例如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英国和美国，都出台了

个别化教育方案方面的政策。此外，还应该尽可能多地使用信

息技术和辅助沟通技术。

3.2.2 提供额外的支持 在学校中，除了接受正常教育，残疾

儿童也需要额外的支持服务。学校需要配备必要的专业健康和

教育专家，例如物理治疗师、作业治疗师、言语治疗师以及教

育心理人员。专业人员能提供评测，实施个别化教育方案，协

调服务，还可以对主流学校的普通教师进行指导。此外，还有

帮助残疾儿童参与到主流课堂中去的特殊需要助理，但过度使

用助理可能不利于灵活教学方法的开展，也会将班级里的残疾

儿童边缘化 [14]。在发展中国家，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尤其重

要。特殊学校可以作为培训中心和资源中心，在残疾专业知识

方面(例如早期诊断和干预)发挥重大作用。巡回教师是一种高

效利用经费的形式，可以解决教师不足的问题，帮助残疾儿童

发展比如盲文、方向感、运动能力等方面的技能，还能开发教

学资源[15]。

3.2.3 培训教师 对主流教师的适当培训会使他们在面对各类

特殊需要儿童时显得从容而自信。在教师的培训计划中，不仅

要强调知识和技能，更要重视对特殊需要儿童的态度和价值认

识。教师培训也应该得到其他方面的支持，比如提供机会让教

师分享融合教育过程中的经验；支持教师们寻找合适对策，试

验自创的教学方法。

3.2.4 建设无障碍设施 学校的通用设计原则应该考虑到教育

的无障碍。对已经存在的障碍设施可以进行改建，如改变教室

的布局，这样可以使情况大有改观。在新建筑的设计方案中融

入这些考虑比在老建筑内进行必要的改造更省钱，只需要在总

的建造费用中增加约 1%的预算[16]。

3.2.5 克服消极态度 教师的态度对于保障残疾儿童留在学校

以及融合进课堂活动来说非常重要。一份对比了海地和美国教

师对残疾学生的态度的报告显示，如果周围其他老师体现出积

极的态度，并且学校存在支持性文化与传统，那么老师们就更

易接受他们[17]。这样在教师中的恐惧、逃避以及缺乏自信等情

绪就可以被克服。

3.3 社区、家长、残疾人组织以及残疾儿童自身的角色

3.3.1 社区 以社区为中心的康复计划包括了对残疾儿童的融

合教育活动，以及对于融合目标的分享。相关活动一般包括帮

助残疾儿童进入合适的学校、游说学校接纳残疾儿童、援助教

师使其支持残疾儿童，以及在残疾家庭和社区之间牵线搭桥。

社区工作者还能为教师提供援助设备，确保医学治疗，促进学

校无障碍环境的建设，沟通联系残疾人组织，以及在这些儿童

完成学业后帮助安置工作岗位。

3.3.2 家长 家长应该介入学习过程中的方方面面。家庭是儿

童最早的教育来源，大部分能力与知识的学习都是在家里完

成。并且父母在为残疾儿童创造教育机会的过程中发挥了决定

性作用。在一些国家，家长在家长联合会的支持下，要求政府

对残疾儿童敞开普通学校的大门，并且已有获得成功的先例。

3.3.3 残疾人组织 在提升残疾儿童教育的过程中，残疾人组

织也扮演了一定角色。例如残疾人家长联合会，鼓励家长将他

们的儿童送往学校并参与儿童的教育过程，并且为融合教育而

奔走。这些组织关注对残疾儿童歧视和虐待的各个方面，也关

注学校、社会排斥特殊儿童的问题。然而，这些组织常常缺乏

资源，而且在教育中它们的地位比较尴尬。

3.3.4 残疾儿童自身 残疾儿童自己的声音也必须传递出来。

近几年，儿童越来越多地参与教育经验研究。这些研究由于儿

童的介入，其成果使教育规划者和政策制定者受益匪浅，同时

这也是教育系统的宝贵财富，能够帮助教育体系实现进一步的

融合。

4 我国特殊教育的现状及启示

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状况和 《世界残疾报告》 中介绍的国际

形势有相似之处，例如城乡差异大、社会缺乏对特殊教育的正

确认识等。为进一步发展特殊教育，我国已在制度、学校建

设、社区等方面做出了多种努力。

在制度方面，为保障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权利，教育部 2010

年正式启动了 《残疾人教育条例》 的修订工作，并于 2013 年 2

月 27 日由国务院法制办公室公开征求意见。本次条例[18]规定，

残疾人教育包括视力残疾、听力和言语残疾、智力残疾、脑

瘫、孤独症、多重残疾等残疾类型。残疾人教育以融合教育为

主，不能将残疾人排斥在普通教育之外。对有特殊需要、普通

学校难于提供教育的残疾人，再由特殊教育学校提供教育。这

些规定从制度层面保障了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利。

在学校与师资建设方面，一方面是硬件建设，“十一五”

期间(2008 年~2010 年)，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投入，在中西部

选择部分地(市、州、盟)、30 万人口以上或残疾儿童少年较多

的县(市、旗)重点建设 190 所左右独立设置的综合性或单一性

特殊教育学校，项目学校达到或基本达到国家发布的特殊教育

学校建设标准和设施配备要求，初步缓解中西部地区适龄残疾

儿童入学需求矛盾。另一方面是师资培养，“十二五”期间，

特殊教育二期建设专项加强高等特殊教育师资建设，培养特殊

教育师资。为适应我国特殊教育学校特殊儿童障碍程度加重、

残障类型增多、多重障碍儿童增多等现象，国家提出要增设教

育康复类专业，满足特殊儿童教育和康复的双重需要。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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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教育部发布文件，决定在本科专业目录中教育学一级学

科下设置教育康复学，华东师范大学成功申报了我国第一个教

育康复专业。以期培养既能从事特殊教育教学任务，又能承担

各类康复训练任务的“双师型”人才。

在社区、家长、残疾人组织以及残疾儿童自身的角色方

面，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下设中国盲人协会、中国聋人协会、中

国肢残人协会、中国智力残疾人及亲友协会、中国精神残疾人

及亲友协会，该类协会为残疾人教育平等和参与社会做出了巨

大贡献。

然而，制度的实施、教师的建设和社区的接纳由于特殊需

要人群的特殊性、特殊教师的专业成长需要时间、特殊教育相

关基础研究仍然薄弱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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