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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
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

———基于SSCI和SCI期刊文献的计量学与可视化分析

李 欢,汪 甜 甜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分析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对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绘制出2007至2017年间SSCI和SCI期刊中残疾人高等

教育文献的关键词和文献共被引网络图谱,并进行可视化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领

域的热点主题为学习障碍、认知加工、体育教育、融合教育和心理健康;研究前沿可分为早期研究前沿(高校无

障碍、残障大学生的家庭和在校表现)、中期研究前沿(残障大学生的评估、遭遇困难、高等教育体验、自闭症及

其他发育障碍大学生等)以及最新研究前沿(残障大学生的压力、心理健康和阅读障碍大学生)。国际残疾人

高等教育研究已呈现出鲜明的特点。我国的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应结合当前实际,进一步深化高等融合教育

研究,重视自闭症学生的高等教育,加大对高校中学习障碍、阅读障碍大学生的关注度,重视高等教育体验,加

强残障学生的心理健康与体育教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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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2017年7月17日,我国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民政部等七大部门发布的《第二期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2017-2020年)》中明确提出:“完善特殊教育体系,稳步发展残疾人高等教育。”[1]残疾

人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前进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规律[2],也是体现一个国家和地区社

会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以及国民素质的重要标志[3]。据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U.S.NationalCen-
terforEducationStatistics,NCES)的数据显示,2011年全美4170所高等院校中有3680所招收残

障学生[4],比例已经接近90%,2016年全美普通高等院校中的残障学生比例已达到17%[5]。2007
年,我国台湾地区高校中的身心障碍大学生仅8460人,到2017年已升至13864人[6],残疾人高等

教育的入学率已达到43.19%①。随着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时代[7],我国大陆地区高等教育的毛入

① 依据“台湾特殊教育通报网”、《特殊教育统计年报(台湾)》《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年鉴》以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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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率在2016年已达到42.7%[8],然而残疾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却不足2%①。我国残疾人高等教

育由于起步较晚,且受观念、政策、特殊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等的影响,其发展水平滞后于发达国家和

地区,还存在着规模小、层次低、专业选择范围小、无障碍学习支持不足等诸多问题[9]。因此,探析

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和前沿演进,对指导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理论拓展和实践

研究,从而进一步提高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质量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研究设计

本研究选取CiteSpace软件作为分析工具,进行研究热点与前沿演进的可视化分析。数据信息

来源于 WebofScience(WOS)数据库核心合集中的ScienceCitationIndexExpanded(SCI-EX-
PANDED)与SocialSciencesCitationIndex(SSCI),文献检索策略借鉴美国2004年修订的《Indi-
vidualsWithDisabilitiesEducationAct》(IDEA法案)对残疾儿童的13种分类方式[10]以及“高等

教育”的不同英文表述方式确定。检索年限定为2007年至2017年,文献类别限定为Educational
Research(教育学研究)和SpecialEducation(特殊教育),去除重复文献数据和部分信息不全的无效

文献数据后,共获得用于分析的文献数据1028条(2018年1月检索)。
本研究首先通过文献计量学分析对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现状形成初步认知,为进一步的

研究提供直观基础;其次通过主题词共现分析、高频词聚类分析,探索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的

热点主题;最后通过文献共被引、突现词和突现文献探究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的前沿演进。

三、研究结果

(一)计量学分析

从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文献数量和被引数量的时间分布来看(详见图1、图2),国际残疾人

高等教育研究的文献数量和文献被引频次稳步增长,
表明在此期间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度和受重视

程度在不断上升,残疾人高等教育引起了国际学者

的广泛关注。

  从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国家分布来看(如表

1所示),文献数量排名第一的是科研实力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的美国,已超过其他国家该领域研究数量

的总和,起到了导向和引领的作用。其次为英国、澳
大利亚、加拿大等教育较为发达的国家。相对于这

些国家来说,我国的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表1 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文献的国家分布

国家 文献数量 所占比例(%)

美国 546 53.13
英国 90 8.75

澳大利亚 80 7.78
加拿大 61 5.93
以色列 38 3.69
西班牙 30 2.92
土耳其 30 2.92
中国 24 2.33

图1 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文献发表数量年份分布

① 残疾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残疾学生在校人数/适龄残疾人口数(18~22岁)。



图2 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文献被引频次年份分布

  (二)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

研究热点是指在某一时间段内,有内在联系的、数量相对较多的一组论文所探讨的研究问题或

专题[11]。而关键词是作者对文章核心内容的高度提炼与概括,体现着文章的研究价值与方向,出
现频次高的关键词常常被用来确定一个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从文章中提取出的名词短语也可以

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某个领域的研究热点[12]。本研究利用CiteSpace软件对前文确定的文献数据信

息进行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节点类型选择术语(Term)和关键词(Key-
word),选取1年作为单位时间分区长度,并提取每个时区中被引频次最高的50个关键词,运行

CiteSpace软件后得到“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热点知识图谱(如图3所示)。该图谱中共有259个

节点、1119条连线,节点从内到外、从冷色调到暖色调表示从早期至今的发文时间,节点大小表示

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即节点越大,越可以体现其研究的热度。进一步对可视化图谱生成后导出的

Excel表格进行整理,选取出现频次排名前20位的热点名词术语,得到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热

点词汇统计表(如表2所示)。

图3 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关键词图谱



表2 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热点词汇统计表(Top20)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1 disability(残障) 202 11
collegestudent
(大学生) 60

2
learningdisability
(学习障碍) 189 12 intervention(干预) 57

3 student(学生) 138 13 attitude(态度) 54
4 education(教育) 113 14 autism(自闭症) 53

5
highereducation
(高等教育) 111 15 experience(体验) 49

6
inclusiveeducation
(融合教育) 83 16 transition(转衔) 48

7
specialeducation
(特殊教育) 78 17 instruction(教学) 44

8
autismspectrumdisorder
(自闭症谱系障碍) 68 18 perception(认知) 41

9 inclusion(融合) 68 19 dyslexia(阅读障碍) 41

10
intellectualdisability

(智力障碍) 61 20
achievement
(学业成就) 40

  从图3和表2所得数据反映出的研究维度划分来看,研究热点可以大致分为以下两类:一是残

疾类型,包括学习障碍(189)、智力障碍(61)、自闭症(53)和阅读障碍(41)等;二是研究主题,包括融

合(68)和融合教育(83)、干预(57)、态度(54)、体验(49)、教育阶段的转衔(48)、教学(44)、认知(41)
和学业成就(40)等。

本研究进一步通过CiteSpace软件进行聚类分析,生成关键词的聚类标签视图(见图4),这些

聚类折射出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现状。该共词图谱形成了7个主要聚类,代
表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文献的热点研究领域。结合标识词和施引文献的分析,当前国际残疾人高

等教育研究的热点主题主要包括:学习障碍大学生研究、认知加工研究、残障大学生的体育教育研

究、高等融合教育研究、心理健康研究五大类(其中#0和#6属于同一热点主题,#4和#5属于同

一热点主题)。

图4 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热点关键词聚类知识图谱



由图4的聚类结果来看,排在首位的#0聚类(共包含35个节点)是learningdisability(学习障

碍),而#6聚类(共包含18个节点)readingdisability(阅读障碍)是学习障碍的亚类型之一,因此这

两个聚类均为学习障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研究。通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可知,目
前国际上有关学习障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研究集中在高校的支持服务、提升学业水平的策略和

学习障碍大学生的高等教育体验等3个方面。其中,高校对学习障碍学生的支持服务包括建立支

持性的学习环境,进行学业辅导、心理辅导以及就业能力和职业生涯辅导等[13];提高学习障碍学生

学业水平的策略包括同伴指导(peertutoring)[14]、元认知阅读学习策略(meta-cognitivereading
andstudystrategy)[15]、自我决策(self-determination)和自我管理(self-regulated)的培养等[16],还
有学者探究了触摸-拼写教学方案(touching-typingprogram)对阅读障碍大学生读写能力的作

用[17];学习障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的体验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个案研究、现象学分析、深度

访谈等形式展开,研究维度包括学生遇到的阻碍(barriers)、获得的便利(facilitators)、社会支持

(socialsupport)、人际交往(interaction)等[18],也有研究从教育体验、社会体验和情感体验三方面

解读学习障碍大学生的高等教育体验[19]。
排在第2位的#1聚类是physicaleducation(体育教育),即高等院校对残障学生进行体育教育

的研究,共包含30个节点。近年来,在为残障大学生提供合理的学业安置和生活支持方面已经取

得了较大进步,然而在体育活动课中残障大学生却没有获得相应的、合理的服务和支持[20]。通过

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可知,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中的体育研究主要关注残障大学

生体育教育的目的、意义和教学策略。参加体育活动能够提高残障学生的身体协调能力、发展运动

相关技能、实现更高的运动水平,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21]。同时,与普通大学生共同参加体育课

程,还能促进人际互动和“残与健”彼此的平等相处,减轻社会对残障大学生的歧视和刻板印象[22]。
高等院校应调整教学策略来满足不同残障类型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课的需要,因此“融合(inclu-
sion)”是否应该成为高校中残障大学生参加体育活动课的主要形式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讨论[23]。
还有研究尝试通过具体案例探讨残障大学生参加体育课的方式,如将纽厄尔模型(NewellsMod-
el)应用到肢体障碍大学生的体育课[23],将网与墙游戏(Net/Wallgames)设计到脑瘫和视力障碍大

学生的体育活动之中[21]。
排在第3位的#2聚类是cognitiveprocessing(认知加工),共包含27个节点。通过二次文献

法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可知,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中关于认知加工的研究对象集中在学习障

碍、智力障碍、自闭症和外伤性脑损伤等认知能力存在缺损的大学生,研究内容集中在不同障碍类

型大学生的认知特点、提高认知能力的策略等方面。对残障大学生认知特点的研究大多与其学业

表现有关。在对学习障碍大学生认知能力的研究中发现,工作记忆和信息加工速度的缺陷影响学

习障碍大学生的数学计算能力,而知识概括、逻辑推理则使其数学推理能力受限[24]。阅读障碍、数
学学习障碍的大学生由于短时记忆差、信息加工能力不足,比普通大学生更容易出现学业拖延,这
也使得该类大学生的自我管理和学习效率低于普通大学生[25]。提高残障学生认知能力的策略研

究,包括通过将“增强现实”(augmentedreality)技术引入教学中,提高智力障碍和自闭症大学生的

科学词汇积累量;通过结合重复阅读(repeatedreading)和问题生成(questiongeneration)策略来提

高认知缺损大学生的语言表达和理解能力[26];通过认知支持技术(cognitivesupporttechnology)对
外伤性脑损伤大学生进行综合能力培训并提供就业准备服务等[27]。

排在第4位的是#3聚类inclusiveeducation(融合教育)即高等融合教育的研究,共包含26个

节点。通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发现,国际高等融合教育研究的对象包括不同类型的

残障大学生、普通大学生和高等融合教育教师及管理人员。对残障大学生的研究倾向于倾听他们

的心声,主要讨论遭遇的困难(barriers),包括同学及老师的消极态度、不合理的支持服务、自卑和

恐惧心理等[28],高中到大学的转衔过程(transition),包括转衔前后的准备工作、中学及大学需提供

的服务、学生的满意度等[29],以及高等融合教育体验(experience)等方面[30]。还有学者试图了解残



障大学生心中理想的大学[31]、理想的院系[32]和理想的教室环境[33]。对普通大学生的研究主要从

认知、情感和行为3个维度研究他们对于残障大学生的观念和态度[34]。对高等融合教育教师的研

究涉及:高等融合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包括专业价值、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职业生涯发展,包括

教师教育、职业效能感和能动性等[35];对于残障学生的观念和态度[36]等方面。
排在第5位的#4聚类mentalhealthproblem(心理健康问题)(包含22个节点)和第六位的#

5聚类mentalhealth/workingmemory(与工作记忆有关的心理健康)(包含21个节点)都有关心理

健康,可见残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是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毋庸置疑的热点主题之一。通

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发现,该类研究集中在残障大学生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表现和

进行心理健康教育的策略等方面。残障大学生更容易出现学业焦虑和抑郁倾向,其自杀率和自伤

行为发生率也远高于普通大学生[37]。有研究发现,“隐性残障(hiddendisabilities)”大学生的的心

理健康问题更严重,这类学生多在外观和肢体上不存在明显障碍,但存有一定程度上的学习障碍、
言语障碍或情绪障碍[38],惧怕背负污名(stigma)、逃避刻板印象(stereotypes)和追求平等待遇

(normality)等原因使其不愿公开(non-disclosure)自身的“残障”身份,并因此失去学校提供心理疏

导和服务的机会,从而引起不同程度的心理问题并无法得到及时的帮助[39]。对残障大学生进行心

理健康教育的策略有:顾问服务策略(strategiesforcounseling),主张通过计时(timing)、制定计划

(developmentofaplan)、结合言语和非言语交流(verbalandnon-verbalcommunication)来帮助学

生进行自我鼓励(self-advocacy)和自我探索(self-exploration);系统改变策略(strategiesforsys-
temschange),主张通过组织活动帮助学生进行高效的人际交往,以此促进自我意识和积极心态的

架构[40]。
(三)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演进

研究前沿的识别与追踪能够为研究者提供学科研究的最新演化动态,预测研究领域的发展趋

势并识别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41]。在CiteSpace软件中,研究前沿是正在兴起的理论趋势和涌

现的新主题,应在分析突现文献(burstarticles)和突现词(burstterms)的基础上,结合对施引文献

(citingarticles)的分析来进行综合判断和探测[42]。运行CiteSpace软件进行参考文献共被引分析

和突现词探测后,得到具有高突现值的17个节点突现词(如图5所示)和6篇文献(如表3所示)。
笔者对其进行深度剖析以厘清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所关注的前沿问题及其演进趋势。

图5 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突现节点词汇图



表3 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突现节点文献信息

序号 突现值 频次 年份 作者 文献名称

1 3.5824 28 2010
Ketevan,
Mamiseishvili,
LynnC.Koch.

First-to-Second-YearPersistenceofStudentsWithDisabili-
tiesinPostsecondaryInstitutionsintheUnitedStates
(美国高校中入学前两年影响残障大学生坚持就读的因素)

2 2.981 45 2008
ElizabethEvans
Getzel

ExperiencesofCollegeStudentsWithDisabilitiesandtheIm-
portanceofSelf-DeterminationinHigherEducationSettings
(残障学生的高等教育体验及自我决定的重要性)

3 2.781 51 2008 HazelDenhart
DeconstructingBarriers:PerceptionsofStudentsLabeledWith
LearningDisabilitiesinHigherEducation
(破除阻碍:高校中学习障碍学生认知研究)

4 2.7381 62 2009
Tilly,
Mortimore

Dyslexiaanddifficultieswithstudyskillsinhighereducation
(高校中的阅读障碍学生)

5 2.5418 30 2009
Canarena,P M.,
Sarigiani,PA.

Postsecondaryeducationalaspirationsofhigh-functioningado-
lescentswithAutismSpectrumDisordersandTheirParents
(高功能自闭症大学生及其父母的高等教育期望)

6 2.3418 17 2011 Papay,ClareK.

PostsecondaryEducationforTransition-AgeStudentswith
IntellectualandOtherDevelopmentalDisabilities:A Na-
tionalSurvey
(一项全国性调查:智力及其他发育障碍学生的高等教育)

  图5直观显示出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演进过程,而表3中列出的突现节点文献是

2007年至2017年间共被引频次突变的文献,即被国际学术界高度关注的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领

域的代表性文献。根据图5的突现词演变时间,可将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演进和变化

趋势分为:早期前沿(2007年开始突现的前沿)、最新前沿(2017年突现结束的前沿)以及中期前沿

(突现时间介于前两者之间)3个阶段。笔者结合突现词与突现文献进行进一步分析,以厘清国际

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所关注的前沿问题及其演进趋势。

1.早期研究前沿

早期前沿的突现时间为2007年至2010年,该阶段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集中在无

障碍(accessibility)、在高校中的表现(performance)和残障大学生的家庭(family)三个方面。通过

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笔者有3点发现。(1)对高校无障碍的研究包括无障碍环境建

设、无障碍服务的要求、无障碍服务主要内容与形式等方面。2004年,美国国会将原《残疾人教育

法》(TheIndividualsWithDisabilitiesEducation)更名为《残疾人教育促进法》(IndividualsWith
DisabilitiesEducationImprovementAct),提出要尽可能让残疾学生在最少受限制环境中接受教

育,除了保证入学不受歧视以外,也对如何为残疾学生在无障碍的学校环境中学习、生活等方面提

供服务作出了详尽说明[43]。在该法案修订后的几年中,关于普通高校无障碍建设、如何为残障大

学生提供无障碍支持与服务等方面的研究蓬勃发展,陆续成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2)对残障学生

在高校中表现的研究集中在学业成绩表现、课堂行为表现和体育运动表现等方面。研究发现,随着

残疾人高等教育入学率的不断提高,更多的残障学生得以进入普通高校的大门,然而残障大学生在

高校中的学业表现、社会实践表现等方面却普遍落后于普通大学生[44]。残障大学生的在校表现开

始逐渐受到国际学者的广泛关注并成为该领域的研究前沿。(3)对残障大学生家庭的研究大多集

中于家庭支持、家庭氛围、父母期望、家校合作等对残障大学生产生的影响等方面。突现值位于第

5位的节点文献———《高功能自闭症大学生及其父母的高等教育期望》———就是对自闭症大学生及

其家庭进行的研究,作者通过对21名高功能自闭症大学生及其家长进行半结构化访谈,了解到高

功能自闭症大学生有明确的高等教育目标,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值较高。社会氛围、家庭培养

方式和父母期望对高功能自闭症学生的高等教育结果存在一定程度的影响[45]。

2.中期研究前沿

中期前沿的突现时间为2010年至2015年,该阶段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集中在残



障大学生的教育评价(assessment)、工作记忆(workmemory)、遇到的困难(barriers)、自闭症(au-
tism)、发育性障碍(developmentaldisability)、体验(experience)、智力障碍(mentalretardation)、高
校的服务(service)等领域。通过二次文献法并结合施引文献分析,可以发现以下几点。(1)对残障

大学生的评价包括自我评价和他人评价,他人评价主要是指高校对残障大学生的评价,包括入学前

的评估和教育结果的评价;研究内容包括评价对象、评价指标、评价范围等。(2)对工作记忆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领域;研究对象主要为学习障碍、智力障碍、
自闭症等认知障碍大学生;研究内容主要是特殊大学生工作记忆系统的工作机制、存储单位、容量

以及对学业成绩的影响。(3)残障大学生在高校中遭遇困难的研究多从学业困难、生活适应困难、
就业困难等方面展开。共被引频次高达51次、突现值位于第3位的节点文献———《破除阻碍:高校

中学习障碍学生认知研究》———即为针对残障学生在高校遇到的困难进行的研究,作者通过现象学

分析指出,学习障碍学生在高校中遇到的阻碍包括同学与老师的误解、不合理安置、惧怕污名、难以

及时完成作业等,要帮助学习障碍大学生破除阻碍需从加强教师及学生对残障的理解、在高校中创

办融合教育组织等方面入手[46]。(4)对智力障碍、自闭症及其他发育障碍大学生的研究主要集中

于该类学生的学习特点、在高校中的困难和愿望、高校提供的支持服务等方面。2014年,美国疾病

控制和预防中心(CentersforDiseaseControlandPrevention,CDCP)公布儿童罹患自闭症的比例

为1∶68,然而2000年该比例仅为1∶166[47]。不断攀升的自闭症发病率使得科学干预的研究浪潮

很快席卷了学术界,自闭症患者的高等教育问题也引起学者的广泛关注,自闭症及其他发育性障

碍、智力障碍等相关话题也迅速成为这一阶段的研究前沿。突现值位于第6位的节点文献———《一
项全国性调查:智力及其他发育障碍学生的高等教育》———即为关于智力障碍和其他发育障碍大学

生的研究,作者强调高中到大学的转衔服务项目(transitionprogram)和提供专门服务的高校项目

(postsecondaryeducationprograms)对于智力障碍及其他发育障碍学生进入高校并接受合理高等

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大学的课程类型、上课形式、高校项目的定位都会直接影响不同层次残障大学

生的学业表现[48]。(5)对残障大学生体验的研究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学习和生活两方面进行,
涉及的维度包括学业学习、社会实践、人际交往、支持服务等,这类研究以残障大学生的内心声音作

为透视镜折射出高校教育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以此作为残疾人高等教育改革的参考依据。突现

值位于第2位的节点文献———《残障学生的高等教育体验及自我决定的重要性》———的作者通过访

谈34名不同残障类型的大学生的高等教育经历和体验,强调自我决定(self-determination)对残障

大学生身心发展的重要性[49]。(6)高校支持服务的研究从法律法规支持、资源支持、技术支持和情

感态度支持等方面展开,尤其注重探索高校中为残障大学生设立的服务机构及相关人员的职责,力
图为不同类型残障学生提供最佳教育服务。

3.最新研究前沿

最新前沿的突现时间为2015年至2017年,该阶段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前沿集中在残

障学生(studentswithdisabilities)、心理健康(mentalhealth)、压力(stress)、阅读障碍(dyslexia)等
方面,这些话题也是该领域的最新研究前沿。(1)最新研究前沿之一主要关注残障大学生高等教育

入学、过程和结果。突现值最高的节点文献《美国高校中入学前两年影响残障大学生坚持就读的因

素》即是关于残障大学生辍学话题的研究。大学生的辍学问题是国际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热点话

题之一,而残障学生的辍学率远高于普通大学生[50]。作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社会融合程度、教育

安置、是否与同学合住寝室、是否接受全日制教育、对学位的期望以及入学第一年的GPA等都会成

为残障大学生辍学的影响因素,且高校有义务成立康复委员会和残障服务机构为残障大学生提供

支持和帮助[51]。(2)对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集中在心理问题出现的原因、表现和进行心理

健康教育的策略等方面。(3)对残障大学生压力的研究则涵盖学业压力、社交压力、就业压力等方

面。作为高校中的弱势群体,关注残障大学生的压力和心理健康,正逐渐成为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

领域学者重点关注的教育问题和社会问题。(4)对阅读障碍大学生的研究从认知特点、教学策略、
高等教育体验等多方面展开。本研究中共被引频次最高(62次)的文献———《高校中的阅读障碍学



生》———即是关于阅读障碍学生的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阅读障碍大学生在学术任务完成质量、即
时笔记、组织语篇、写作观点表达等方面落后于普通大学生。尽管在高校中已得到一些支持服务,
如考试时间的延长、专业教师的辅导、信息技术支持等,但在课堂演讲、学术写作技能等方面学习障

碍大学生的需求还尚未得到满足[52]。

四、讨论与建议

本研究通过CiteSpace可视化软件探索出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及其前沿演变

路径,对研究结果进行分析后,将其研究特点总结如下:第一,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形成了

较为完整的研究网络,研究成果丰富,既有作为研究基础的关键节点文献,又有展现研究脉络的共

引连线,为后续的残疾人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延续发展奠定下良好基础;第二,国际残疾人高等

教育研究既有宏观、共性研究,又有特定障碍类型的深入研究、个案研究等,研究方法丰富多样,研
究热点聚焦在学习障碍、体育教育、高等融合教育等领域,最新的研究前沿则是关于阅读障碍、残障

大学生的心理健康等国内学者关注较少的话题;第三,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的研究对象丰富,
研究涵盖的维度广泛,学习障碍、智力障碍、自闭症、听力障碍等残障类型均有丰富成果,从残疾人

高等教育的起点、过程到结果都有较为系统的分析,值得我国学者学习和借鉴。针对本文的研究结

论,结合当前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实际情况,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一)聚焦热点:深化高等融合教育研究

在经历“隔离教育”“回归主流”“一体化教育”后,融合教育已经逐渐成为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

的明确方向和未来的发展趋势[53]。在我国,庞大的残疾人群体受教育需求与专门化特殊教育机构

数量有限之间的矛盾,也决定了未来我国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形式应该超越“隔离”而走向“融
合”模式,即残障大学生进入普通高校随班就读接受高等教育[54]。当前,我国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

的实践和理论研究才刚刚起步,高等融合教育在高等特殊教育发展的整体进程中也处于薄弱地位,
学术界对融合教育的研究多集中在基础教育阶段,少量对高等融合教育的研究也局限于相关理念、
定义以及国际高等融合教育实践经验对我国的启示等方面,鲜有关于高等融合教育具体实践的研

究。2017年,我国残疾人联合会下发《关于开展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试点工作的函》,确定在北京

联合大学、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四川大学等6所高校开展高等融合教育试点工作,表明高等融

合教育已经开始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因此,未来在探索符合我国国情的残疾人高等融合教育模

式的过程中,亟需学习和借鉴国际先进的高等融合教育经验,同时积极开展本土化研究,进一步促

进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事业的整体发展。
(二)把握前沿:重视自闭症学生的高等教育

自闭症学生的高等教育是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高频关键词和重要前沿。2016年

底发布的《中国自闭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Ⅱ》指出我国现有自闭症人群超过1000万,其
中0~14岁患儿可能超过200万,并以每年十几万的速度递增[55]。自闭症的发病率不断攀升,而
自闭症学生进入高等院校的入学率却远远低于其他障碍类型的学生,如言语障碍、学习障碍等[56]。
国际学者从自闭症大学生的核心特点、高中到大学的转衔服务、身份认同、高校的支持服务以及自

闭症大学生的高等教育体验等多方面,对自闭症学生的高等教育进行了全面的探索。反观我国,有
部分学者对基础教育阶段自闭症学生的融合教育的现状[57]、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进行了研究[58],但
鲜有学者关注到自闭症学生的高等教育。以“自闭症”“大学生”“高等教育”等为主题词在知网、万方、
维普三大中文数据库进行检索,尚无一篇以自闭症大学生为研究对象的文献。2016年,全国普通中小

学中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招生已占到特殊教育招生总数的56.60%[59],其中不乏大量自闭症谱系障

碍学生。离开义务教育系统之后,自闭症学生的出路在哪里? 是否存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可能性和可

行性? 应如何得到有效康复与适当的教育安置? 未来还应加强对自闭症学生相关教育机会和教育安

置的研究,推进自闭症群体的教育发展进程,帮助自闭症学生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并融入社会环境。



  (三)扩展范畴:加大对高校中学习障碍、阅读障碍大学生的关注度

学习障碍大学生是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其亚类阅读障碍也是近两年的最新

研究前沿,可见学习障碍、阅读障碍大学生已经引起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学者的广泛关注。国际学

者从高校的支持服务、提升学业水平的策略和学习障碍学生的体验等多方面对学习障碍大学生展

开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反观我国,我国儿童和青少年群体中学习障碍的发生率达10%,阅读障

碍的发生率也高达6%左右[60],但学习障碍至今尚未列入特殊教育的范畴,残疾人高等教育的研究

对象也主要是肢体残疾、听力障碍和视力障碍三大类。学习障碍及其亚类阅读障碍学生在高校中

的数量不容小觑,但这一障碍群体的高等教育却尚未得到社会、高校和家庭的足够重视,相关理论

研究成果极少。我国学习障碍大学生的高等教育状况如何? 如何对学习障碍大学生进行评估和干

预? 高校应如何向学习障碍大学生提供合理的支持与服务? 未来还亟待我国学者给予学习障碍大

学生更多的关注,加强对学习障碍大学生的相关研究,重视学习障碍大学生的高等教育质量。
(四)以生为本:重视高等教育体验,加强残障学生的心理健康与体育教育研究

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学者还非常关注残障大学生自身的高等教育体验。以残障大学生的

高等教育体验作为透视镜,可以折射出高等教育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高等教育的改革提供参

考依据,为向残障大学生提供有效的支持与服务指明方向。目前我国的残疾人高等教育研究多关

注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进程,缺乏关于残障大学生适应情况、教育体验这类细致具体的研

究。从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来看,今后还有必要加强对残障大学生高等教育过程体验的研究,从受

教育主体的角度来分析残疾人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而有的放矢地进行改进。此外,
残障大学生的体育教育是国际残疾人高等教育领域的研究热点主题之一,残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

也是该领域的热点主题和最新研究前沿,其关注程度可见一斑。而当前我国残障大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堪忧,给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带来诸多困难和挑战。残障大学生尤其是随班就读学生的体

育教育目前也还处于初步探索阶段,与国际融合体育教育研究的发展存在较大差距。残障大学生

的体育教育和心理健康研究尚未形成明确的研究方向和系统的研究成果。未来在继续关注高校为残

障学生提供基础设施等硬件条件的同时,也应加强残障大学生的心理健康和体育教育的相关研究,加
强对残障大学生的教育引导,以塑造残障大学生良好的心理素质,提高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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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tTopicsandFrontierofInternationalHigherEducationforIndividualswithDisabilities
———BasedonaBibliometricandVisualizationAnalysisofLiterature

fromtheSSCI-JournalsandSCI-Journals

LIHuan,WANGTiantia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Avisualanalysisofhottopicsandfrontiersoftheresearchesofinternationalhighereduca-
tionforindividualswithdisabilitiesisofgreatsignificancetothedevelopmentofthetheoryandprac-
ticeofhigherspecialeducationinChina.ByusingvisualizationsoftwareCitespace,thispaperconduc-
tedavisualizationanalysisanddrewakeywordmapandaliteratureco-citationnetworkmapbasedon
thearticlesfromSSCI-JournalsandSCI-Journals.Accordingtotheresults,thehottopicsoftheinter-
nationalhighereducationforindividualswithdisabilitiesincludelearningdisability,cognitiveprocess-
ing,physicaleducation,inclusiveeducationandmentalhealth.Theearlyresearchfrontiers(2007-
2010)wereaboutaccessibility,familyandperformanceresearches.Assessment,barriers,experience,
Autism,etcwerethemid-termresearchfrontiers(2010-2015).Theemergingresearchfrontiersin-
cludestress,mentalhealthandreadingdisability.Inconclusion,somesuggestionswereputforward
inconsiderationofthedevelopmentofhighereducationforindividualswithdisabilitiesin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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