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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十四五”期间乃至到 2035 年，高质量将成为我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表针，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基础

性支撑。高质量特殊教育是高质量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包括作为现代化结果体现出来的静态目标的达成

表现，也包括作为现代化进程体现出来的动态演进历程。其基本特征包括: 定位的公益普惠性、发展结果的优

质均衡性、教育安置的动态适应性和学生培养的全面发展性。促进高质量特殊教育发展，要进一步提高特殊教

育普及程度，推进融合教育不断发展，加强特教师资队伍建设，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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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现代化是我国社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基石与基础性支撑。我国有 8500 万残障人士［1］，涉及近

五分之一的家庭，其中有 387 万 0－14 岁残疾儿童，占残疾总人数的 4．66%; 有 6－14 岁义务教育阶段残

疾儿童 246 万，占残疾总人数的 2．96%［2］。庞大的残疾儿童群体意味着以优质均衡为特征的高质量特

殊教育发展是教育现代化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本文在分析高质量特殊教育发展必然性的基础上，梳

理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基本内涵与基本特征，提出促进特殊教育质量提升的策略建议，为我国特殊教育的

优质均衡发展提供基本参考。

一、高质量是新时代特殊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

根据党中央的部署，到 2035 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将教

育事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让每个孩子都能够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3］。第

十四个五年规划提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深化教育改革，促进教育公平［4］。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基本策略。在整个教育体系之中，特殊教育无疑是教育现代

化进程中的短板与弱项。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是办好特殊教育的主体战略，也是办好特殊教育的基本

路径和主要策略。加快推进特殊教育现代化已成为新时代我国特殊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大而紧迫的战

略任务［5］。发展高质量特殊教育是特殊教育领域积极应对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表现。“十四五”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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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到 2025 年初步建立高质量的特殊教育体系［6］。

十八大以来，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发展目标的顺利达成使得我国特殊教育普及水平和教育质量

得到显著提升。但从整体上看，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特殊教育依然是各级各类教育

的薄弱环节，面临着新的困难和挑战［7］。一是特殊教育普及工作进入攻坚克难阶段。在两期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实施的七年时间里，特殊儿童入学率稳步提高。“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

到 2025 年，特殊儿童入学率及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要达到 97%。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2020 年全国送教上门在校生 20．26 万人，占特殊教育在校生的 23．00%［8］。在缺少专业支持和规范

制度的情况下，仅靠每月一到两次的送教上门，对残疾儿童是很难有发展可言的［9］。保证这部分特殊儿

童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成为特殊教育普及工作的重难点，即提高特殊儿童入学率进入攻坚克难阶段。

二是提高在校特殊学生受教育水平刻不容缓。在入学率得到保证，特殊儿童有学可上的基础上，如何让

在校特殊学生上好学、学得好成为特殊教育发展的关键。当前特殊教育学校存在的突出问题之一就是

教育质量不高，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人才培养的新要求［10］。三是特殊教育师资供给问题。特殊教育学

校师资队伍整体素养及能力不足是影响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1］。对于有特殊教育需求

的残疾儿童而言，特教教师的各方面条件不能满足当前的需求［12］。四是特殊教育保障机制有待进一步

完善。在校特殊学生经费保障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学生的资助问题仍需大力推进。

由于我国在特殊教育发展保障机制方面不够完善，残疾人接受教育的程度远远低于正常人［13］。五是特

殊教育法律体系的完善不容忽视。从全球特殊教育发展趋势以及人权发展的立场来看，通过立法来实

施特殊教育已是各国教育决策的重要内容［14］。我国特殊教育事业起步较晚，相关法律比较零散，法律

效果未能得到全部发挥［15］。六是特殊教育各学段发展不均衡，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较薄

弱。当前，学前残疾儿童的入园率较低，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幼儿园接纳残疾儿童的数量较少［16］。残

疾人职业教育规模小、专业窄，硬件条件、保障水平和办学水平仍有待提高［17］。

二、高质量特殊教育发展的基本内涵

随着人类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提高，教育消费者的教育需求开始由过程性发展均等转向更高一级的

优质教育发展均衡［18］。质量成为受教育权保障的实质内核［19］。所谓“高质量教育体系”是指能够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需要的更高质量、更加公平、更有效率，以及更加完备、更加丰富多样、更可持续发展、

更为安全可靠的教育体系［20］。在残疾儿童入学问题基本解决，义务教育获得基本保障的起点上，优质

均衡成为高质量特殊教育的重要表征。我国现阶段特殊教育发展正处于从规模扩大向质量提升转变的

关键时期［21］，特殊教育对象的扩展和教育水平的提升都是优质均衡的特殊教育的外延表达。优质均衡

的特殊教育发展首先是政府“办好特殊教育”和“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的内在需要，同时也是特殊教

育需要的儿童受教育权利充分实现的内在要求。高质量特殊教育是特殊教育在质量层面上的更高表现

形式，高质量特殊教育以底线对标为基础，以适应差异为原则，以动态均衡为标准，以实现特殊教育发展

地区间、特殊个体间、以及个体内部不同学段间的优质均衡为目标。持续提质是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发展

原则，优质均衡是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发展特点和目标。高质量特殊教育发展所追求的优质均衡既是一

个作为发展结果的静态目标，更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
( 一) 作为静态结果的特殊教育优质均衡目标

“均衡”关注更多的是学生有学可上，“优质均衡”则强调在有学可上的基础上，要“上好学，学得

好”。推进特殊教育质量公平是帮助残疾人全面发展和更好融入社会的根本途径［22］。作为静态结果的

高质量特殊教育主要体现在特殊教育发展目标所要达成的以优质均衡为特征的最终结果。包括特殊教

育事业发展的地区间的优质均衡，不同个体之间所要实现的发展水平间的优质均衡，以及个体内部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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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间的优质均衡。

我国现行基础教育的教育治理实行的是县级统筹，因此在多数场域下，人们关注的优质均衡都是县

域的优质均衡，这无可厚非。但是，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

盾”上升为我国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一样，我国的特殊教育事业发展同样存在着东中西部、不同省

市、不同地市、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失衡。如，西部地区整体经济发展水平不高，

特殊教育发展缺少经济保障，最终导致整个西部地区特殊教育发展缓慢［23］。高质量的特殊教育需要在

西部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村地区加大资源注入、政策保障以及经费投入，使之获得跨越式发展，从而形

成城乡一体化优质均衡发展的特殊教育格局。

教育公平的内涵一般分为三类，即教育起点的公平、教育过程的公平以及教育结果的公平［24］。不

同个体间发展水平的优质均衡内含特殊学生的教育公平问题，包括作为发展起点的同等入学机会、作为

发展过程享受同等的优质教育资源支持、最终达成发展水平和程度的优质均衡。高质量特殊教育发展

所追求的个体间发展水平和程度的优质均衡绝对不是违背个体发展规律和教育规律，要求所有个体都

达到同一水平，而是通过优质课程资源的有效供给，帮助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原有基础上最大程度补偿

缺陷，开发潜能，通过核心素养的养成，增强学生文明素养、社会责任意识和实践本领，充分融入社会，有

效达成自我适应、社会适应和职业适应，并在此基础上恰当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从而发展成为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个体内不同学段之间的优质均衡表现为遵循个体生涯发展规律，实现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早期教育、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义务后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不同学段之间的相互贯通与衔接，从而形成以

生涯发展和生活质量为导向的从学前到高等教育的一体化教育体系。当前特殊幼儿的教育主要由家

庭、康复机构和医院承担，但由于不同主体存在的差异较大，难以保证教育质量，特殊教育应逐步向学前

教育阶段延伸，保证学前特殊儿童的受教育质量。随着社会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逐步提高，九年义务教

育毕业后的残疾儿童追求更高层次教育的需求逐步增加，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高职教育、本科教育甚

至研究生教育应扩大对残疾人的招收，使得残疾人接受义务教育阶段后的受教育机会均等。
( 二) 作为动态演进过程的特殊教育优质均衡发展

动态演进的高质量特殊教育包括特殊教育发展过程中的底线对标、适应差异、动态均衡、持续提质。

底线思维是指在底线范围内把控事物发展的最低限度，同时又积极主动向最好的方向争取最大期望值

的一种科学主动的思维方式，本质上是一种忧患意识［25］。底线对标强调基本的政策兜底，既要给予特

殊教育入学率和巩固率的最低水平要求，也要给予特殊教育质量提升的各方面资源投入底线，包括经费

投入，园校数量，师资力量和师生比，以及课程资源即国家课程标准的达成。这需要从保障机制上下功

夫，从政策上保证残疾儿童受教育的权利，通过政策的强制性以实现保障所有残疾儿童能够顺利接受学

校教育的目的。

适应差异就是针对不同个体，在底线保障基础上给予差异化支持。由于遗传素质、家庭背景、文化

氛围、资源富足、教育资源、发展进程等方面的不同，差异是特殊教育所必须面对的基本主题。特殊教育

需要儿童与普通儿童、不同障碍类型之间的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同一障碍类型不同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个

体之间、以及同一个体内部的各种能力侧面都必然存在差异。差异的客观存在要求我们承认差异、尊重

差异、适应差异。特殊学生作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统一体，进行教育时既要根据他们身心发展的生理

基础，又要采取适合他们特点的不同于一般的方式方法［26］。针对不同孩子的特殊教育需要，根据个体

不同方面的能力水平制定个别化的发展计划，给予相应的学习与教育支持，满足不同个体的特殊教育需

求，寻求个体能力的更高发展水平，是优质均衡的本真意涵。

高质量特殊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是一个动态均衡的过程。严格意义上讲，优质均衡永远都不可能

有一个最佳状态。优质均衡的标准是随着人们认识的演进和观念的进步持续深化调整的。教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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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衡和结果均衡都并非一蹴而就，教育优质均衡目标的达成是一个螺旋上升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

优质均衡是一个动态的实现过程。特殊教育优质均衡的动态均衡需要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持续发力，是

一个“差异－失衡－支持－发展－相对均衡－更高标准下的差异－失衡－支持－发展－均衡”的不断循环往复，

螺旋上升的过程。

持续提质意味着优质均衡发展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27］。特殊教育的优质均衡是一种理想境

界，是特殊教育发展的方向。社会的不断进步发展内含对人的素质要求不断提高，没有一个绝对的优质

均衡的标准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社会。社会进步催生对特殊教育的更高质量的要求，实现更高质量的

特殊教育是为了更好地推动社会进步发展，二者相辅相成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所以绝对的优质均衡很

难实现，要将优质均衡看做过程性的目标，在相对的基础上实现更高标准下的优质均衡。从这个意义上

来说，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发展需要持续提质，要在整个发展过程中持续发力，从而促使特殊教育向更高

质量的台阶不断迈进。
( 三) 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基本特征

质变建立在量变基础上。特殊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建立在特殊儿童入学机会均等的基础上。特殊教

育作为社会基本公共服务产品，基本原则就是保证所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和普通儿童一样享有接受学

校教育的权利，构建囊括所有适龄残疾儿童的零拒绝特殊需要儿童入学体系，实现特殊需要儿童接受学

校教育全覆盖，因而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定位具有公益普惠性。特殊教育入学率和巩固率得到提升的下

一步发展目标是实现特殊教育整体的质变，即在保证入学机会均衡的基础上提高特殊教育的教育教学

质量，追求量变基础上的质变，实现特殊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优质均衡既是高质量特殊教育发展要实

现的目标，也是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发展过程。均衡发展是特殊教育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其中，起点均衡

是基础，过程均衡是保证，结果均衡是方向; 优质是均衡的发展目标，因而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发展带有优

质均衡性。此外，过程的均衡需要实现特殊需要儿童的动态安置，因而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安置形式带有

动态适应性。特殊教育人才培养适应教育现代化发展对人的素质要求，注重特殊儿童个体的发展全面

性，因而高质量特殊教育下的特殊教育个体具有全面发展性。
1．特殊教育定位的公益普惠性

新中国成立后特殊教育成为了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原有的社会救济、慈善的福利性质

得到改变［28］。随着特殊教育事业不断发展，在保障特殊教育公益性基本底色的基础上，特殊教育普惠

性特征逐步明显。从关心、支持到办好特殊教育，从完善保障机制到完善普惠性保障机制，特殊教育的

公益性愈加突出。在特殊教育公益性特征彰显之余，特殊教育对象逐步扩展，零拒绝、全覆盖的教育服

务体系也逐步建立，包括特殊需要儿童入学机会均等在内的特殊教育普惠性水平逐步提高。新中国成

立之初，聋哑和盲是我国特殊教育的主要对象; 1978 年以后我国特殊教育对象从传统的聋哑和盲开始

转向盲、聋哑和智力障碍三大类; 随着儿童受教育权益的法定要求不断落实，各级各类学校已经开始大

量接触到三类残障之外的学生［29］，特殊教育的对象从传统三类走向发展性障碍儿童; 融合教育的发展

进一步将特殊教育的对象从特殊儿童扩展到特殊需要儿童。政策、理念倡导的教育对象扩大的落地需

要国家保障机制的“保驾护航”，需要在全国范围内构建一个全覆盖、零拒绝的特殊教育教育服务体系

以保证特殊需要儿童受教育权利。以义务教育为突破口，逐步实现零拒绝，所有残疾儿童都能够实名制

登记，拥有学籍，相关部门落实一人一案，解决教育机会问题，提高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30］。
在保障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特殊教育普及逐步向学前和高中阶段推进，争取实现“到 2030 年全国残疾人

儿童享有从义务教育到高中阶段的 12 年免费教育”的特殊教育现代化目标。
2．特殊教育发展的优质均衡性

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部署，教育现代化要在实现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优质均衡。优质均衡是中国高质量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的基本表征和价值导向，普、特融合的一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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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发展使得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间的界限被打破，二者的教育目标趋向一致，优质均衡也将成为特殊需

要儿童受教育的目标。特殊教育发展要在保证均衡的基础上促进质量更上一层台阶。实现优质均衡又

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其“地基”是保证起点均衡，过程均衡则为目标达成“保驾护航”，最终抵达优质

均衡的彼岸。首先，起点均衡是基础。实现所有特殊需要儿童全面发展目标的前提是保证所有特殊需

要儿童在特殊教育的对象范围之内，要真正将特殊需要儿童受教育全覆盖、入学零拒绝落到实处，消除

特殊需要儿童入学机会在东中西部、不同省市、不同地市、城市与乡村、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的失

衡，确保所有适龄特殊需要学生能够有学可上，同时要通过保证残疾儿童升学机会均等实现特殊教育学

段发展的连续性和均衡性。其次，过程均衡是保证。在入学机会均等的基础上要保证特殊需要儿童在

受教育过程中的均衡，营造融洽、接纳、可参与的无障碍校园环境，提供多样化、个性化的辅助技术，构建

多学科、合作型的教师团队。为特殊需要儿童进入学校环境的生活和学习提供最少受限制环境，学校要

主动适应、接纳特殊需要儿童，给予在校特殊需要儿童多样化的支持以满足其个性化的需求，帮助特殊

儿童在“有学可上”同时能够“上好学”，争取个体发展可能的最大化，通过学段内的过程均衡实现学段

间特殊教育的连续发展。最后，结果均衡是方向，要让特殊需要学生在进入学校、适应环境的基础上实

现个体在不同学段里的全面发展，真正“学得好”。以残疾儿童社会融入和终身生涯发展为目标，实现

特殊教育学段间教学结果的均衡发展。特殊需要学生“学得好”，既要补偿缺陷，更要开发潜能，持续不

断地填补和拓展特殊需要儿童的最近发展区，通过个体能力水平的纵向对比，追求特殊需要儿童个体在

自身原有基础上的最大进步，通过个体能力的螺旋上升最终实现个体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从而推动

特殊教育整体的高质量发展，实现特殊教育的优质均衡。
3．特殊教育安置的动态适应性

所谓教育安置 ( placement) ，是指根据个体在教育情况中学习的特殊性与本身的障碍程度，将学生

安置在最适当的受教环境中学习［31］。普通教育优先的安置原则和融合教育的发展促进特殊需要儿童

安置形式的多元化和动态化发展。特殊需要儿童安置形式的多元化主要体现在根据其障碍类型、障碍

程度、学习需求、现有能力水平、家庭因素和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为其选择最适合的安置环境。隔离

环境对残疾人适应生活和融入社会等各方面都有不可避免的限制，因此优先采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

教育安置方式成为近年来我国特殊需要儿童安置的原则; 同时特殊教育学校也并非完全被取缔，对障碍

类别多、程度重的特殊需要儿童来说，特殊教育学校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更适合这部分特殊需要儿童的

发展需求。值得注意的是，实现特殊教育的地区均衡需要一定的时间。就当前来说，仍有部分偏远地区

的残疾儿童在入学上存在一定的交通不便问题，以及部分残疾儿童由于障碍程度较重或存在生活自理

困难无法到校学习。对于这部分残疾儿童来说，安置形式更多以居家安置为主，通过学校教师的送教上

门为其提供一定的教育机会，如重度脑瘫儿童可能需要居家或在医院为主。国家、社会和相关部门要尽

可能为特殊需要儿童提供条件，满足其不同安置形式的需求，力求给予每个特殊需要儿童最适合其自身

需求的安置形式。同时，多元的安置形式并不意味着特殊需要儿童安置环境的不可变，避免“一安置定

终身”的僵化安置，各安置主体间要主动打破彼此间的制度藩篱，保证沟通机制畅通，实现特殊需要儿

童安置动态化。如，部分随班就读自闭症儿童在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机构各半天的安置方式，在特殊教

育学校就读的学生在达到融合的入学条件后也能够进入普通学校。因此，要依据个体能力水平和需求

变化安置形式，找到当前阶段最适应学生的安置形式，实现特殊儿童安置动态化，做到不同安置主体的

衔接，发扬特教特办精神，满足个体的高质量发展需求。
4．特殊教育个体的全面发展性

在国家的教育发展大计中，特殊教育的目的本质上与普通教育是一样的，同样是促进学生的发展，

使他们能够成为自力更生、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才［32］。特殊教育个体的全面发展包括学生发展目标

的全面性、课程内容的育人性和教育评价的多元化。一是学生发展目标的全面性。特殊需要儿童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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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要贯彻“教育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人才培养的政治方向，将特殊需要儿童培养为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残疾人也是社会公民的组成部分，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以德

为先、立德树人是我国教育的本质特征。培养有道德、有能力、有知识、有良好身体素质的全面发展的残

疾人是未来高质量特殊教育发展的目标追求。高质量特殊教育要实现特殊教育医学治疗、康复训练、德
育浸润、智力开发、体育健康、美育养成、劳动教育融合发展，协同育人。二是课程内容的育人性。普教

优先的安置原则和融合教育的不断推进要求随班就读学生的课程与教学紧跟普通教育。特殊教育课程

与教学要坚持教育课程教学的通用标准，优先采用普通教育相关标准，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要根据特殊

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做适当调整，坚持特殊教育的个别化培养，培养特殊儿童融入社会、参与社会所需要

的基本的素质能力，实现课程育人的社会性。同时，特殊教育课程与教学也要注重特殊需要儿童育人的

特殊性，要根据特殊需要儿童的不同需求进行适当的课程调整以做到面向特殊需要儿童的个别化教学，

实现课程的个别育人。三是教育评价的多元化。《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教学

评价要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33］。特殊教育的教学评价要坚持

发展取向的评价理念和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发展取向的评价理念要求评价主体将促进学生个体的

发展作为评价理念，而不以评价为目的。不仅要关注特殊学生目前各方面能力的发展水平，更要能

够借助评价发现其未来的发展机会和可能，初步评定下一步教学内容，给予相关教学方法的建议。

其次，教育评价要采用多元化的评价方式。在阶段性结果评价的同时要提高过程性评价在个体评价

中的比重，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在个体发展中起到的作用同样重要，要综合使用过程性评价与

结果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动态评价学生，以教学评价为指挥棒促进特殊需要儿童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

、高质量特殊教育的发展路径

( 一) 提高特殊教育普及程度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特殊教育普及程度的显著提高。在保

证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的基础上，提高非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青少年入学的可能性，包括义

务教育阶段入学率的进一步增长，从义务教育阶段向学前和高中阶段延伸，以及学生入学需求增长带来

的特教学校建设。首先，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的进一步增长既体现在向更多障碍类型的拓展，也包括重

视解决更高障碍程度儿童的入学问题。我国特殊教育对象从传统的老三类走向视力、听力、言语、肢体、

智力、精神、多重残疾的基础上，要进一步拓展到自闭症、学习障碍、情绪与行为障碍及其他有特殊教育

需求的儿童上来。进一步扩大特殊儿童的招生规模，扩展特殊儿童类型将成为特殊教育发展的重

点［34］。同时，目前仍有部分障碍程度较高的儿童以送教上门的形式接受教育。在规范送教上门制度和

标准的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支持系统的构建应用和保障机制的作用帮助其进入到学校环境接受教育。

其次，拓展特殊教育学段服务，推动特殊教育学前和高中阶段教育不断发展。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对

特殊儿童个体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社会发展对人的要求的逐步提高也使得义务教育阶段后的特殊儿童

受教育问题日益凸显。同时，通过特殊教育向两端拓展，建立起纵向、贯通的特殊教育体系，保证特殊学

生在不同年龄阶段都能享受到合适的、有针对性的教育，满足其自身发展需求和社会发展进步需要。随

着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增高和特殊教育向两端拓展而来的即是特殊教育的学校建设问题。专门的特教

学校的建设和转型发展、融合教育学校的发展和完善，能够为特殊儿童获得入学机会和享受入学便利提

供更多的可能。特殊儿童未来走向社会生活的终身发展需要要求在受教育阶段获得相应的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地位而分属不同教育类型，其在特殊教育不同学段的发展也应当予以重

视。推动特殊教育学校职教部、普通中职学校特教班和特殊教育高职教育的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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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推进融合教育不断发展

融合教育全面发展是高质量特殊教育的重要特征之一。在当前阶段，融合教育的全面推进表现在

数量和质量的同步发展两方面。首先，融合教育发展的数量推进既包括学生数量的增长，也包括融合教

育学校数量的增加。融合的教育环境有利于特殊学生学习主流社会的行为规范，有利于特殊学生与普

通学生的互动，有利于他们在学业上取得更好的成就，有利于他们对自身身份的认同，这对他们将来离

开学校环境，迅速适应主流社会具有重要意义［35］。在考虑特殊学生的障碍情况、家庭及社区便利、以及

未来发展需要的基础上，尽可能保证特殊学生能够就近进入普通学校接受教育。接收融合教育学生数

量增长的基础是融合教育学校数量的增加。要让不同学段的普通教育学校、职业教育学校有意愿、有能

力接收特殊学生和特殊教育需求学生入学，将特殊儿童受教育的体系从特殊教育单一体系扩展到整个

教育系统当中。其次，高质量特殊教育下的融合教育发展在量的基础上更注重质的发展。融合教育质

量的提高依靠学校融合氛围的建设和教学质量的提高，融合教育学校在接收的基础上更要保证特殊学

生在融合学校能够“待得住”“学得好”。要营造尊重、接纳、帮助特殊学生的良好校园环境和班级氛围，

保证教师和普通学生及其家长能够尊重特殊学生差异的存在，在学习、生活上互相帮助，共同成长。融

合教育的质量追求不仅要关注学生数量与类型的变化，学生自身发展更是判断融合教育质量的重要指

标［36］。融合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的关键在课程。融合教育的教学优先使用普通教育教材，为适应特殊学

生的个体差异，也要根据学生的能力水平进行相应的课程调整。同时也要借助支持系统的帮助为特殊

学生的学习提供最大程度的可能。此外，融合教育的不断推进带来的是特殊教育学校的转型发展。随着

障碍类型的增多和障碍程度的加重，特殊教育学校要更加走向专业化、针对性，如“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

提升行动计划提出鼓励省会城市、计划单列市及较大城市建设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同时，随着区域

内融合教育学校的发展，特教资源中心在自身发展的同时更要为区域融合教育发展“保驾护航”。
( 三) 加强特教师资队伍建设

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建设一支数量足够、质量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队

伍是办好特殊教育的关键［37］。首先，高质量特殊教育发展要保证特殊教育教师供给的数量。当前我国

有相当部分的高校在进行特殊教育师范生培养，但教师供给和一线教学需求仍存在一定的差距，这就要

求我们考虑从专业招生的源头处增加招生数量，扩大特殊教育师范生培养规模。特殊教育教师的师资

不足也表现为学科、学段和类型的师资数量不足。随着聋生和聋生数量的下降和融合教育的发展，特殊

教育整体变革对特殊教育教师个人的转型发展提供契机，原有的局限于传统特殊教育教学的教师可以

通过专业学习和培训学习等方式拓宽自己的教学方向，向学科、学段或类型等不同方向实现转型发展。

此外，随班就读学生的增多，使得相当程度的普通学校教师面临特殊教育教学的任务，我们在特殊教育

教师供给的同时，也要注重普通教育教师融合素养的培养。《残疾人教育条例》明确要求:“普通师范院

校和综合性院校的师范专业应当设置特殊教育课程，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技能，以

适应对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的教育教学需要。”［38］其次，高质量特殊教育的特征之一是拥有高质量特殊

教育教师队伍。特殊教育教师培养的路径分为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两部分。职前专业化培养主要面向

高等教育中的特殊教育专业师范生培养: 重构特殊教育专业人才素养结构; 现有各学校特殊教育专业培

养确定有限目标; 以时间换空间，探索本硕一体化培养。与职前培养相呼应的，职后培训也是一条提高

特殊教育教师素养的现实突破路径，即建构一个指向高质量特殊教育发展需要的教师终身学习服务体

系。建立健全全覆盖的特殊教育教师培训机制，建构起特殊教育教师终身学习服务体系，建立专业化、

具有衔接性的培训内容体系。
( 四) 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制

特殊教育是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权利性、全民性、公共性和公益性等

特点。需要国家提供相应的制度、人力、物力、财力等资源以保障并促进特殊教育发展。保证教育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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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支持是促进学校教育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条件保障。特殊需要儿童优先选择普通教育安置的向前推

进和融合教育的深入发展需要国家政策的保障。当前我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的主要政策依据仅有一部由

国务院颁布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相比于国家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其法律效力较弱。未来发展特殊

教育首先就是要完善特殊教育法律体系，提高特殊教育立法层次。随着特殊教育的不断向前和深入发

展，特殊教育法律体系的可操作性要不断提高。特殊教育的资源供给和支持属于政府服务资源，根据党

中央、国务院的要求，残疾人事业要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当中，由县级以上政府统筹协调。此

外，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是残疾人事业发展的重要保障，残疾人事业经费列入财政预算，同时国家鼓励

社会组织和个人为残疾人提供捐助和服务。特殊教育发展除基本的教育经费投入之外，还需要特殊教

育专项补助资金、特殊教育生均公用费用、特殊教育标准化建设、无障碍校园环境建设、康复辅助费用等

相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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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Special Education for its Basic Connotation，

Times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Path

Shen Renhong Li Tao
(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Chongqing 401331，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14th Five-Year Plan period and even until 2035，high qual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indicator of China’s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the basic support for social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special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which includes both the achievement of
static goals as a result of modernization，and the dynamic evolution as a process of modernization． Its basic
characteristics include the public welfare and inclusiveness of positioning，the high-quality balance of develop-
ment results，the dynamic adaptability of educational placement，an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student training．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igh-quality special education，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im-
prove the populariz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promote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teaching staff，and improve the special educ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Keywords: special education; high-quality;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high-quality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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