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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开展状况述评 

张 磊 

[摘 要]我国0-6岁的残疾儿童 141万人，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残疾儿童学前教育越来越重视。本文从残 

疾儿童的定义及数量、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意义、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现状与分析以及对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的积极探索等四方面，对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开展状况进行了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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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残疾人事业发展的 

意见》(2008年 3月)中指出“发展残疾儿童学前康 

复教育”⋯；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部等部委《关 

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和(2010～ 

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均提出 

“要因地制宜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2I3】。可见我国 

政府对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重视程度。本文从残疾 

儿童的定义及数量、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意义、残疾 

儿童学前教育的现状与分析以及对残疾儿童学前教 

育的积极探索等四方面展示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的开展状况。 

一

、残疾儿童的定义及数量 

1．残疾儿童的定义 

联合国 1982年 12月通过的《关于残疾人世界 

行动纲领》第六条 ，对残疾做了如下定义：“残疾 

(Disabilities)是指由 缺陷而缺乏作为正常人以正 

常方式从事某种正常活动的能力 。《中华人民共和 

国残疾人保障法》把残疾人定义为“在心理、生理、人 

体结构上 ，某种组织 、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 

者部分丧失以正常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5】， 

包括视力残疾、听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智力 

残疾、精神残疾、多重残疾和其他残疾的人。残疾儿 

童一般指 l8周岁以下的残疾人，本文重点关注 0-6 

岁的残疾儿童。 

2．我国残疾儿童的数量 

据《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 

显示 ，我国目前 0～14岁残疾儿童共 387万人，占残 

疾人口总比例的4．66％，其中 6～14岁学龄残疾儿童 

为246万人，则 0～6岁学前残疾儿童为 141万人， 

占残疾人口总数的 1．7o~[61。第二次调查对 0～6岁残 

疾儿童各残疾类型的分类数据并无详细报道。2001 

年，卫生部、公安部、中国残联、国家统计局在联合国 

儿童基金会资助下，在我国天津市、吉林省、河南省、 

江苏省、贵州省 、甘肃省等六省市的 12个市县进行 

了0～6岁残疾儿童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约有 

0～6岁残疾儿童 139．5万，与第二次调查数据相仿， 

其 中听力残疾 15．8万 、视力残疾 10．9万 、智力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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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4万、肢体残疾 43．4万、精神残疾 10．4万；且每年 

新增0～6岁残疾儿童约 19．9万[71。 

二、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意义 

我国0—6岁残疾儿童约有 141万人，且每年新 

增约 20万人，积极开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具有重大 

的意义。 

1．可促进残疾儿童 自身的最大发展 

残疾儿童学前教育首先可以促进残疾儿童自身 

最大程度的发展阎。当代脑科学、心理学 、教育学等 

研究结果表明，0-6岁是个体神经系统结构 、动作、 

知觉、语言、性格等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个体 

神经系统的可塑性较大、对外界环境的适应能力较 

强，如果在这一期间内对残疾的个体及时施以恰当 

的康复与教育，可以使残疾儿童缺陷得到最大程度 

补偿、有利于其潜力最大程度的发挥、促进其身心的 

最大限度发展。实践已经不断证明，如，越早对聋儿 

进行言语矫治，其言语清晰度就越高，最终能够进入 

正常小学的几率较大，甚至学业成绩优异。因此，抓 

住特殊儿童关键期的学前教育容易获得事半功倍的 

康复教育效果，并且可以极大地提升特殊教育质量。 

2．可促进教育公平，使其适应社会 

其次，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可以促进教育公平，体 

现社会公正 。残疾儿童也是儿童，他们应该像正常 

儿童一样平等地具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并因其存在 

的特殊性，理应获得更多的关注和关心。所以积极开 

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使残疾儿童像正常儿童一样， 

获得尽可能均等的教育机会，维护了其合法权益，体 

现了社会的公平正义；同时通过给予残疾儿童合适 

的学前教育，促进其缺陷补偿，潜能开发，为其13后 

更好地适应社会、参与社会打下良好基础，促进其 日 

后在改革发展中实现重要作用。 

三、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现状与分析 

1．我 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总体情况 

中国残联与卫生部、公安部、国家统计局、联合 

国儿童基金会共同组织了中国0-6岁残疾儿童抽 

样调查，结果显示 ：我国 3-6岁残疾儿童接受学前 

教育率仅为 43．92％[7J；第二次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 ，学龄残疾儿童中，63．19％正在普通教育或特 

殊教育学校接受义务教育【叼；而我国正常儿童幼儿 

园入园率 70．55％tⅫ。可见，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入学 

率最低 ，与学龄残疾儿童入学率相差 19．27％，与正 

常学前儿童入学率相差 26．62％，56．08％的残疾儿童 

无法接受学前教育。 

2．普通幼儿园中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我国0～6岁的智力残疾儿童约 95．4万，肢体残 

疾43．4万，目前大多智力残疾、肢体残疾及其他残 

疾类型程度较轻的幼儿原则上可以进入普通幼儿园 

随班就读或者进入普通幼儿园设立的特殊班。但实 

际上，目前普通幼儿园接收的残疾学前儿童数目相 

当有限，在江苏省的一项调查中，接受调查的 338 

所幼儿园中一共只有 250名特殊学前儿童，此比例 

远不能满足实际的需要，随班就读常会演变成随班 

混读⋯】。造成上述现象的原因主要有：①普通幼儿园 

和正常儿童家长对特殊教育的认识水平较低，认为 

残疾儿童难以照料，有很多麻烦，会影响正常儿童的 

学习生活；②普通幼儿园的师资力量不能得到保证， 

缺乏特殊教育和康复知识的相关培训；③普通班级 

班额较大，教师容易顾此失彼；④普通幼儿园的支持 

系统不完善，不能为随班就读的儿童提供系统的、持 

续的支持与援助；如：在浙江省的一项调查中，只有 

18％的受访教师认为所在幼儿园对特殊幼儿采取了 

某种措施『121。 

3．特殊教育学校、康复机构的残疾儿童学前教 

育 

残疾程度较重的儿童，一般进入特殊学校设立 

的学前班或各种康复教育机构。听障儿童学前教育 

起步较早、发展相对好于其他类型的残疾儿童，目前 

我国仅各级聋儿康复机构 1682个，已经对 26．4万 

听障儿童进行了言语语言训练；同时不少特殊教育 

学校也都设立了聋儿学前班，辐射所在地区的听障 

儿童。虽然听障儿童的学前教育已经卓有成效，但仍 

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康复人员专业化程度不高，整 

体素质和服务能力有待提高，康复彭”练水平参差不 

齐，训练方法有待于进一步科学规范等。 

近年来，随着对自闭症的深入认识和热切关注， 

国内民办 自闭症康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据 

统计 ，国内民办孤独症／自闭症康复机构大于 170余 

家，数量上大幅提升，改变了以前自闭症儿童家长无 

处寻求帮助的现状。但相比于民办机构的迅速发展， 

公立自闭症机构资源相当稀缺，如在上海，专业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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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儿童的公立机构只有 2～3所，自闭症儿童家 

长只能更多向价格昂贵的民办机构求助。即使加上 

所有民办和公立的自闭症机构，其数目相对于我国 

10．4万的精神残疾儿童还远远不够。自闭症民办机 

构迅速发展的同时衍生出很多问题：由于我国对 自 

闭症机构的设置没有确切的准入门槛，一些人受庞 

大的社会需求和利益驱使，只要有资金、场地、人员， 

就能人行，造成自闭症机构良莠不齐的问题特别严 

重；民办自闭症机构缺乏外界资金资助，只能通过家 

长的费用维持运转，往往收费高昂，而且多数机构的 

硬件设施不佳，工作人员的流动陛较大；对于自闭症 

儿童的康复训练，主要是借鉴国外的一些方法，但这 

些方法只能提供一些训练的原则和流程，仍需要老 

师“摸石头过河”般一步步摸索，在实践中总结。 

与听障儿童和自闭症儿童的学前教育相比，视 

力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非常不容乐观。据不完全统 

计，目前国内长期开办的盲童学前教育机构约 9所 

左右，北京、上海 、广州 、山东、南京 、杭州、昆明各 1 

所，成都 2所，大多还是盲校设立的学前班 ，这个数 

目意味着很多省市盲童的早期教育基本为空白，但 

我国 0~6岁的视力残疾儿童约有 10．9万名，即使按 

照每个机构每年招收 30人计算，我国每年只有不足 

300人的盲童能够得到学前教育的机会，太多的盲 

童错过了早期教育的宝贵时光，错过了缺陷补偿的 

最佳时期。可是即使在此种情况下，一些地区的聋校 

学前班却常常面临着不能凑齐 6个学生开班的窘迫 

现状。究其原因，很多家长一旦发现儿童存在视力障 

碍后，不会像听障儿童、自闭症儿童的家长希望通过 

早期康复训练，促进其日后融入主流社会，视障儿童 

的家长往往选择直接放弃，将儿童禁锢在家中。 

4．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问题总结 

通过上述的现状描述与分析，我国残疾儿童学 

前教育主要存在如下问题：①对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的认识欠缺，普通幼儿园、正常儿童的家长、甚至是 

残疾儿童的家长对残疾儿童的学前教育认识水平较 

低；②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办学规模有限，能够进入随 

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数 目较少，各类残疾儿童学前教 

育发展不均衡 ；③公立机构资源稀缺，受益面窄，民 

办机构良莠不齐，价格高昂，运转辛苦；④师资培训 

存在空挡，普通幼儿园教师和特殊教育老师缺乏相 

关知识和技能培训；⑤康复教育方法缺乏或仍需进 

幼教天地 

一 步规范、完善；⑥专业支持缺乏，普通幼儿园无法 

从人力、物力两方面获得系统、专业的支持，不能为 

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提供持续的支持与援助。特殊 

学校、康复机构亦无法通过专业支持解决其在残疾 

儿童学前教育中遇到的问题。 

四、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积极探索 

纵观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存在的种种问题， 

可以提出以下几方面的对策：①大力宣传残疾儿童 

学前教育的重大意义，转变错误观念，保障残疾儿童 

学前教育的权利；②多途径增加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的办学规模 ，促进随班就读、各类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稳步发展；③扩大公立机构的受益面，规定民办机构 

的准入门槛，对其予以一定的资金扶持；④加强对普 

通幼儿园教师及特殊教师的知识和技能培训；⑤进 
一 步规范 、完善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方式、方法，探 

索适合不同类型残疾儿童身心特点的康复与教育； 

⑥通过设立资源中心等，为普通幼儿园、特殊学校、 

康复机构提供专业支持。目前，一些地区、机构在上 

述对策的指导下，对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进行了 

更深入的探索，并已取得初步成效。 ． 

1．普通幼儿园中残疾儿童学前教育的积极探索 

在学前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方面，上海、北京走在 

了全国前列。以北京为例，从四个方面人手推进残疾 

儿童随班就读工作的开展。①设立示范基地园，截至 

2010年，北京市教委授予全市 37所幼儿园为“学前 

儿童特殊教育示范教育基地”园，这样确保了全市每 

个区县都有特殊学前儿童随班就读示范基地园。目 

前，这些示范基地已经发展成为北京市特殊学前教 

育随班就读教育训练基地、特教师资培训基地、特殊 

儿童教育研究基地，同时为区域内特殊儿童家庭开 

展教育咨询服务。②建立特殊幼儿资源教室，北京市 

政府、市教委拨付专款为 37所示范基地园建立特殊 

幼儿资源教室，为随班就读的特殊幼儿提供一个康 

复训练、行为矫正的场所。③基地园长牵头探索实 

践，各基地园建立以园长为首的工作研究小组 ，就 

“建立健全随班就读工作运行机制”、“提升特教专业 

能力”、“探索科学、适宜的随班就读形式和方法”、 

“做好特殊幼儿家长的引导与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特 

殊幼儿随班就读的教育实践研究。④在普通幼教机 

构中开展国家课题试点研究，示范基地园和课题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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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园两手抓，成为牵动、发展北京市幼教领域特殊教 

育的主导力量。 

上海、北京等推广学前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的种 

种措施，非常值得其他地区学习和借鉴。使残疾儿童 

的随班就读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文字层面，而是通过 

实际行动，通过加大地方政府财政投入，接受更多的 

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加强普通幼儿园的师资力量，加 

大普通幼儿园为残疾学前儿童提供系统持续的支持 

与援助，确保其随班就读的质量，真正落实残疾儿童 

学前教育的权利。 

2．特殊教育学校、康复机构中残疾儿童学前教 

育研究的积极探索 

在为各类残疾儿童专门开设的学前班中，华东 

师范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在听障儿童的学前教育 

方面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华东师范大学 2004年 

《人工耳蜗术后汉语言康复教育的机理和方法研究》 

课题通过对国外大量有关文献进行分析，以及对国 

内聋儿康复教育现状进行调查实践的基础上，课题 

首席专家黄昭鸣教授提出了以HSL理论为基础的 

I+X+Y聋儿康复教育的操作模式[I3】。该模式指出，听 

障儿童在康复教育时存在听觉障碍、言语障碍、语言 

障碍，为了解决这三大阻力，在进行聋儿康复教育 

时，必须遵循 HSL的理论基础，H代表听觉康复、S 

代表言语矫治、L代表语言教育。在 HSL理论的指 

导下，“I+X+Y”是被实践证明的可行、有效的操作模 

式。l表示集体康复教育，x表示个别化康复，Y表 

示家庭康复。该模式的理论基础较好地处理了听障 

儿童与正常儿童共性与特殊性的关系，首先针对听 

障儿童特殊性的一面，坚持“缺陷”补偿的康复教育 

原则 ，最大限度地快速解决聋儿在听觉、言语、语言 

发展方面的问题；在此基础上，针对听障儿童与正常 

儿童共性的方面，促其全面发展。“1+x+Y”的操作模 

式，较好地处理了听障儿童之间的特性与共性关系， 

通过个别化康复“x”，可为每一个听障儿童定制属于 

自身的康复教育计划，促进其在原有基础上发展进 

步；通过集体康复教育“1”，可促进其社会性交往、同 

伴交流及其他能力的发展等；注重联合家庭康复 

“Y”，促进聋儿的最大程度发展 。 

该模式为其他残疾类型的学前教育提供了可借 

鉴的模板，如何处理好各类残疾儿童与正常儿童的 

共性和特性问题?不同残疾儿童的特性又是什么，需 

要何种“缺陷”补偿训练?如何根据某种残疾儿童的 

实际需要开展个别化康复、集体康复教育，并有效地 

联合家长，促进学前残疾儿童缺陷补偿，潜能开发? 

以 HSL理论为基础的 I+X+Y聋儿康复教育操作模 

式能够为其他残疾的学前教育提供很大的启发。 

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政府对残疾儿童学前教 

育越来越重视，保障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可以促进残 

疾儿童自身最大程度的发展，同时体现教育公平，促 

进其适应社会。目前，我国 3-6岁残疾儿童接受学 

前教育率仅为 43．92％，本文通过对普通幼儿园、特 

殊教育学校和康复机构中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开展的 

现状描述与分析，总结了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存 

在的问题。一些地区、机构在问题对策的指导下，对 

我国残疾儿童学前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探索，起到了 

先锋模范的带头作用，具有较强的推广和借鉴意义。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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