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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教师专业素养探析
———基于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

赵 斌,陈 红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教师是课程的创生者与实践者。2016年底,教育部颁布的《盲、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

务教育课程标准》不仅规定了课程的性质、目标和主要内容,还对教师的学科教学、教育与康复、个别化教育等

综合素养提出了更高、更专业的要求。为有效推进课程标准的实施,培养适应特殊教育新课程标准的高素质

师资队伍,培养机构应该努力做到:丰富通识课程资源,注重文化熏陶与生命体验,促进师德培养;强化融合教

育理念及知识;加强跨专业、跨学科间的合作,培养精细专业人才;多种形式地开展特殊儿童教育与康复的教

学及实践活动;加强教研素养,培养特殊教育教师对特殊儿童及教学实践的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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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十年来,我国特殊教育(简称“特教”)事业快速发展,各方面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2006年,
我国特殊教育学校(以下简称“特校”)有1605所,特校专任教师3.3万人,到2015年底特校数量达

2053所,特校专任教师5.03万人[1]。十年间,特校数量增加了448所,特校专任教师增加了2万余

人。但是,我国特教事业的发展依然存在专业化水平不高、课程针对性不强及特教普及程度不够等

问题。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和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教育部参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充分借鉴、吸
收国内外普通学校课程改革经验,于2016年底制定并颁布了《盲、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2]。《课标》看似是规定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的性质、目标

和主要内容,实则是对特教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和挑战。本研究基于对《课标》的解读,
结合《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以下简称《专业标准》),对特教教师专业素养进行探讨。

一、《课标》理念分析

特殊儿童障碍类型多、障碍程度差异大,因此《课标》的研制基于特殊儿童特有的身心发展和学

习规律,既要考虑特殊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又要兼顾通过《课标》的实施提高特殊儿童的生存

及社会适应能力。
(一)强调基于特殊教育需求的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机制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和体现[3]。对于受教育者而言,教育公平不仅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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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教育机会的平等,也体现为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社会、学校和教师的同等对待,享受与其能力

发展水平和潜力相适应的教育[4]。过去,我国特校教师课程的实施主要是基于教材或经验的教学,
教师对于教什么、怎么教、教到什么程度等问题没有获得学理解释和权威性指导[5],课程不适合特

殊儿童的认知及学习规律。《课标》基于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强调个别化教学,即根据特殊儿

童的障碍类型及程度,在教学目标、教学内容、组织形式和评价方式上采用弹性化策略。例如:培智

学校生活语文课,将识字与写字分为五级水平,教师可根据学生的基础与能力,选择适合学生发展

水平的识字等级进行教学。因此,《课标》保障了不同障碍程度的特殊儿童在学习中都能得到不同

程度的发展,体现了基于特殊教育需求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二)尊重个体差异,注重缺陷补偿和潜能开发

《课标》根据特殊儿童障碍类型及程度,设置了对应的课程标准,充分尊重特殊儿童的个体差

异。过去,我国特校参考普通学校(以下简称“普校”)课程,采用普校教材,用普校的规律要求差异

性大的特殊儿童,这种整齐划一的做法未能体现因材施教的原则。《课标》充分考虑到不同障碍类型

特殊儿童的认知能力、学习方式、个性特征和身心发展特点,将缺陷补偿和潜能开发相结合,尊重特殊

儿童个体间的内在差异,在缺陷补偿的基础上,充分挖掘特殊儿童的潜能,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
(三)强调特殊儿童的生活适应性

《课标》的基本理念是强调特殊儿童的生活适应性,强调教育对特殊儿童融入社会的作用。美

国教育家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理念,其内涵就是作为生活的教育,离不开社会生

活,教育需将复杂的社会生活背景作为儿童生长的背景[6]22。我国教育家陶行知也提出“生活即教

育”,强调为生活需要而办教育的观点[6]24。课程作为教育服务于儿童的具体方式,需以儿童现有的

生活和社会适应能力为基础。《课标》着眼于特殊儿童的各种生活需要,旨在通过生活基本技能的

训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特殊儿童今后的生存状态、生活方式和生活质量。《课标》中,盲校的“社会

适应”“定向行走”、聋校的“沟通与交往”、培智学校的“生活语文”等课程,都以生活为核心,强调课

程对特殊儿童生活的促进作用。通过与日常生活有紧密联系的课程教学,帮助特殊儿童学会生活

的基本技能,使其能过上幸福康乐的生活,这是《课标》所传达的主旨。

二、《课标》对特教教师专业素养的要求

教师是课程的实施者。教师的专业素养影响着对《课标》的解读与课程的实施。特教教师需具

备的综合专业素养,与2015年教育部制定的《专业标准》所提出的特教教师专业标准是一脉相承

的[7]。《课标》中有语文、数学等学科基础课,也有定向行走、律动、唱游等专业特色课,特教教师要

能胜任特校的教学工作,需要具备复合型知识结构,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如图1所示)。
(一)学科教育教学知识与技能

《课标》中有27门课程与普校的课程名称相同,因此特校教师要满足特校学科教学的需求,除
了掌握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理论知识之外,还应具备学科教育教学的能力。为了更好地推进教

育公平,国家要普及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中阶段的特殊教育,加快残疾人高等教育发展,扩大残疾

人教育规模[8]。特教正在向高中及高中之后的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延伸,特校迫切需要有语文、数
学等学科知识背景的教师。《专业标准》也提出特教教师应掌握所教学科知识体系的基本内容、思
想和方法;了解所教学科与其他学科及社会生活的联系[7]。美国特殊儿童委员会(CEC)于2012年

颁布的《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标准》,最大变化是要求特教教师掌握丰富的学科知识,熟悉所教学科的

知识框架、组织结构以及教学方法,强调教师要具备跨学科讲授与知识整合能力[9]。但在我国特教

教师培养中,很少或根本未涉及学科教育的相关内容[10],这既不利于盲校、聋校学科教学工作的开

展,也不利于学生的就业,造成特教专业大学生面临缺乏学科知识背景与就业难的困境。研究指

出,特校尤其是聋校相对于缺乏学科背景的特教专业毕业生,更愿意挑选数学、中文等专业毕业的

大学生[11]。因此,高校对于特教教师的培养,除开设普通教育、特殊教育基本理论课程外,还应加



强学科知识的传授及学科教学法的训练,提升未来特教教师的综合素质及竞争力,以更好地满足特

校教学之需和促进特教教师更好地就业。

图1 《课标》结构分析

(二)教育教学与康复训练相结合的知识与技能

融合教育的推进,使越来越多轻、中度障碍的特殊儿童进入普校随班就读,而特校越来越倾向

于招收障碍程度重的特殊儿童,因此特校对各类康复训练师的需求也极为迫切。有研究指出,聋
校、培智学校及综合类特校对各类专职康复教师的需求明显增多,亟待增加康复类教师比重[12]6。
我国台湾地区在1999年发布的《特殊教育设施及人员设置标准》中也指出:“特殊教育学校名额编

制依学生学习需要设置特殊教育相关专业人员4~9人,具体涉及医师、物理治疗师、职能治疗师、
社会工作师、语言治疗师等治疗人员及临床心理人员、职业辅导、定向行动专业人员”[12]6。特教教

师要能根据特殊儿童的身心障碍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和策略进行教育康复训练,主要包括:诊断评

估(如智力测验、听力测查、视力检查、绘制学生进步曲线等);心理辅导与技能矫正;对盲童进行定

向行走、盲态纠正、运动协调、语言等多项训练;对聋童沟通与社会交往能力进行训练;对智障儿童

运动技能、精细及粗大动作、言语和语言、注意力及情绪等障碍进行综合康复训练;融入物理治疗、
言语治疗、心理咨询和辅导、职业康复和社会康复等手段对特殊儿童进行教育与康复相结合的训

练;等等。因此,特教教师不仅要懂得教育教学知识,还要能将教学与康复训练相结合,以更好地满

足特殊儿童的成长需要。
(三)个别化教育计划的知识及实操能力

个别化教育计划(IndividualizedEducationalPlan,简称IEP)体现了民主与平等的教育思想,它
的有效实施能保障每位特殊儿童获得与其学习水平与能力发展相适合的教育,更好体现因材施教

的教育原则。《课标》的实践成效需建立在IEP的拟定与执行上。正如美国在1975年通过的《全体

残疾儿童教育法案》所规定的原则:必须为所有儿童拟定适合其需要的个别化教育计划,且须定期

评估与修正[13],以保证IEP内容的有效性,在缺陷补偿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挖掘特殊儿童的潜能。
特教教师要能根据教育评估结果及《课标》内容,从文化、环境、社会、家庭等多角度对特殊儿童的个

体情况有全面认识,拟定具有针对性的IEP[14],并在教学中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及策略,以及采取

多样化的评价方案,充分发挥IEP对特殊儿童身心健康的促进作用。

三、特教教师专业素养培养建议

根据特殊教育发展的需要,我国相关部门在政策文件中多次提及培养复合型人才。2012年教

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出,高校应“改革培养模式,



积极支持高等师范院校与医学院校合作,促进学科交叉,培养具有复合型知识技能的特殊教育教

师、康复类专业技术人才”[15]。根据国家相关政策的要求,结合《课标》内容,提出特教教师专业素

养培养建议,以供师资培养机构参考。
(一)丰富通识课程资源,注重文化熏陶与生命体验,促进师德培养

《专业标准》在基本理念上首先强调“师德为先”,《纲要》中提到“努力造就一支师德高尚、业务

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16],充分说明了师德的重要性。要使教师的

职业道德成为教师的内在信念和自觉行为,就必须通过系统的教师职业道德教育和主体自身不断

地提高修养才能实现[17]。美国各研究型大学本着“更少才是更多”的原则设置通识教育核心课程,
以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例如:哈佛大学设置了美学的阐释和理解、文化与信仰、世界中的美国、世界

各社会、道德推理、生命系统科学、宇宙物理科学、实证和数学推理等课程,以保证学生能接触到更

具普遍性、持久性的知识[18],使其心灵得到自由滋养,为培养通融、博雅的人奠定基础[19]。但在我

国高校特教专业课程设置中,通识课并不“通识”[20],导致教育急功近利,不利于学生健康人格的形

成,更不利于学生在未来工作中形成教师职业幸福感。教师职业幸福感既有来自对职业本质的认

识体验,也有职业满足的精神体验[21]。通识情感教育不足、学生专业认同不高,都难以体验到特教

事业的幸福感。教师不幸福,师德也就成空话。高校应为未来特教教师提供丰富的通识课程资源,
注重自然科学、人文学科的文化熏陶,注重未来特教教师对道德、情感、人性与生命教育的体验。这

有助于特教教师在未来工作及生活中对特殊儿童及其他人和事充满情怀,学会理解与包容,拥有阳

光的心态和健康的人格,并以自身的人格魅力、学识才华教育和影响特殊儿童,促进特殊儿童的身

心健康发展。
(二)强化融合教育理念及知识

融合教育是当代特教发展的必由之路[22]。融合教育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

的和谐[23],还体现了特殊儿童享有平等、公平、公正地受教育权利[24]8,即在尊重生命不同形态的基

础上,让每位特殊儿童享受适合其能力发展的教育。正如李克强总理提出的:“让残疾孩子与其他

人一样,同在蓝天下,共同接受良好教育。”融合教育的发展,要求特教专业的毕业生不是到封闭、隔
离式的特校环境中去工作,而是更多地到普通学校从事有特殊教育需要的教育教学工作[25]。融合

教育已成为教师教育当下及未来发展的趋势。发展融合教育,师资是关键。为此,应从源头上加强

师范生融合理念及知识的培养,逐渐增设特殊教育、融合教育方面的相关课程,使得普通学校教师

具备一定的特教知识与技能、特教教师具备一定的学科教学能力,让未来教师都能从内心积极支持

融合教育。弘扬人道主义情怀,营造支持特殊教育的精神氛围[24]9,给特殊儿童一个充满和谐、关怀

的学习环境,让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在校园里一起快乐学习、健康成长。
(三)加强跨专业、跨学科间的合作,培养精细专业人才

特校需要学科教师,也需要懂得康复训练的专业人才。有研究表明,目前我国高校特教专业教

师的研究方向主要以盲、聋、智障儿童教育为主,在康复训练、学科教学方面的研究较缺乏[26]。面

对特教教师专业结构困境,应充分发挥高校人力、物力资源优势,加强与同校数学、中文等专业之间

的合作,在不同专业的教师间开展合作教学。在特教师资培养目标上,兼顾广度与深度。“广度”是
指培养的师范生能够为不同的教育机构服务;“深度”是指根据师范生个人兴趣及就业方向的不同,
按特殊儿童的障碍类别选择一个方向进行专而精的学习。根据我国特教发展的实际,以及借鉴国

外成功的教育经验,高校可采用“2+2”“4+2”及“4+3”模式培养精细的特教专业人才。

1.“2+2”特教本科生培养模式

“2+2”模式是将大学4年的学习分为两个阶段:前两年为第一个阶段,师范生主要学习通识文

化课、一般教育专业课、特教共同专业课;后两年为第二阶段,师范生根据个人兴趣及就业方向的不

同,进行专业模块化学习。专业模块化学习按障碍类型细分为听觉障碍教育模块、视觉障碍教育模

块、智力障碍教育模块、随班就读理论与实践模块等,其目的是促使师范生对每个专业模块的理论



及实践都有精深的把握。

2.“4+2”特教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4+2”模式是培养特教专业型硕士研究生,既强调师范生具备普通教育、特殊教育的理论及实

践知识,也要求师范生具备一定的科研能力。该模式有全日制及在职两种培养方式,培养对象为特

教专业的师范生、非特教专业毕业的本科生及特教一线教师。参与并通过高校特教专业硕士研究

生入学考试后,可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全日制或在职两种就读形式,高校对其进行为期两年的特教专

业知识及技能培训,使其具备一定的教研能力,经考核获得特教专业硕士学位,具有在特校任职的

更优资格。

3.“4+3”特教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

“4+3”模式是培养特教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由特教专业、非特教专业本科生参加并通过高校特

教学术型研究生入学考试后,对其进行为期3年的特教专业知识及技能训练。此模式更强调科研

能力的培养,提倡要有发现问题并能利用研究方法解决问题的意识。师范生毕业后能利用所学理

论对特殊儿童的教育教学进行研究,促进特校教学工作更有效地开展。
(四)多种形式地开展特殊儿童教育与康复的教学及实践活动

特教是应用性、临床性极强的学科,要求特教教师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能有效解决教学中的

各种问题。高校应改变以讲授法为主的传统教学方式,正如《纲要》所提出的要“注重学思结合,倡
导启发式、探究式、讨论式、参与式教学,帮助学生学会学习,激发学生的好奇心,培养学生的兴趣爱

好,营造独立思考、自由探索的良好环境”[16]。美国研究型大学大多采用研讨式、研究式、案例式以

及顶峰体验教学法,以激发学生的创造力和提升实践能力[27]。高校应结合我国教育实际,并借鉴

国外有效的教学方式,以实践为取向,多采用案例、情境等教学法,提升教学效果。
我国高校在特教师资培养上存在重理论、轻实践,课程实用性不强等问题[28]35-36。高校可采用

分散见习与集中实习相结合的形式,在校内建立康复机构作为师范生的实习基地;也可与当地的特

校、各类康复机构、残联等达成协议,使其成为特教专业师范生的见习基地。正如《纲要》提出的“加
强实验室、校内外实习基地、课程教材等基本建设”[16],通过多种实践形式提升师范生的实践技能。

(五)加强教研意识,培养特教教师对特殊儿童及特教教学实践的研究能力

教研可以促进特教教师的教学反思。将教学实践中有益的教学经验提炼为理性认识,可以提

高教学的有效性,还可以成为提升特教教师工作形象、显示其工作价值的途径。高校应从源头上抓

起,加强特教专业准教师的教研意识,培养其对各类特殊儿童及特校教学实践问题的研究能力。一

线特教工作者具有科研的条件,正如60多年前,英国教育家贝克汉姆提到“教师有研究的机会,如
果他们能够抓住这个机会,不仅能有力而迅速地推进教学的技术,而且将赋予教师的工作以生命力

和尊严”[28]38。一线特校教师每天与特殊儿童接触,可以发现来自教学、特殊儿童生活、校园文化与

环境建设等方面有价值的问题而加以研究。但目前一些特教教师教研观念落后,认为“研究是专职

教育理论家的事而自己做好日常教学工作便足矣”[29],这是造成目前特校教师科研能力薄弱的主

要主观原因之一。面对这种现象,高校可通过开展学术研讨、教学研讨、案例分析等方式,激发特教

专业准教师的思维,加强对特教专业准教师教研意识的培养,训练其对特殊儿童及特殊教育教学实

践的研究能力,以更好地服务于有特殊教育需要的特殊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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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obeintotheSpecialEducationTeachersProfessionalQualificationsBased
ontheStandardsofSpecialEducationalSchoolsCurriculum

ZHAOBin,CHENHong
(DepartmentofSpecial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eachersarethecreatorsandpractitionersofcourses.Attheendof2016,theMinistryof
EducationsettheStandardofCompulsoryEducationCurriculumfortheSpecialEducationSchoolsof
fosteringblind,deafandmentalretardedstudents,whichnotonlystipulatesthecharacteristicss,ob-
jectivesandmaincontentsofthecurriculum,butalsolaysouthigherandmoreprofessionalrequire-
mentsonteacherscomprehensivequalifications,suchassubjecteducation,educationandrehabilita-
tiontraining,andtheplanningandimplementationonpersonalizededucation.Inordertoeffectively
implementthecurriculumstandards,andcultivatehigh-qualityfacultywhomeetthenewcurriculum
standardsforspecialeducation,traininginstitutionsofspecialeducationteachersshouldfocusonthe
followingpoints.Theyshouldenrichtheresourcesofcomprehensivecurriculum,payattentiontocul-
turalinfluenceandlifeexperience,andpromoteteachersmorality.Theyneedtoenhancetheideaand
knowledgeofinclusiveeducationandtocultivateprofessionaltalentsinspecificfields.Besides,teachingand
practiceofeducationforspecialchildrenandtheirrehabilitationtrainingshouldbecarriedoutinvariousforms.
Whatsmore,theyshouldcultivateteachersresearchabilityofstudyingexceptionalchildrenandtheirown
teachingpractice,andstrengthenthecultivationofteachersteachingandresearchquality.
Keywords:specialeducationschool;thestandardsofcurriculum;teachersofspecialeducation;pro-
fessionalqualifications;teacher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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