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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
建设与师资保障

李 尚 卫
(海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海南 海口571158)

摘 要:高校特殊教育专业是培养特殊教育师资的主渠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建设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体系日趋合理、中国特色日益凸显,但仍存在社会支持与保障体系欠完善,招生规模不足、

地区分布失衡,人才培养方案形式与内容设计欠合理,内部治理机制不够健全等现实困境。根据特殊教育、特

殊儿童教师教育改革发展的国际趋势和国内现实,我国高校需进一步优化保障与支持体系、数量与结构、人才

培养体系和内部治理机制,提升特殊教育专业的合法性、全纳性、可行性、实效性,通过外部引进、内部培养、师

资共享等多种形式,提升特殊教育专业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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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特殊教育专业是特殊教育教师培养的主渠道,是特殊教育发展的人力保障和特殊儿童健

康成长的重要前提。随着全纳教育的深入开展和特殊教育需求的日益增加,我国对高质量特殊教

育教师的现实需求日趋迫切。目前,我国研究者越来越重视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问题研究,已论

及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发展现状、特点、关注领域、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与培养模式等问

题,然而,对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发展的现状及其特质仍缺乏系统分析与深入反思。本文基于全纳教

育、特殊儿童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现实,试图在反思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发展现状、现实困境

的基础上,对其未来实践取向做些尝试性探讨,以期对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有所启迪。

一、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成就

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高校开始设置特殊教育学位点。经历30余年的探索与发展,我国

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外部支持更加完善、内在设计日趋合理。
(一)社会保障支持体系日益完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十分注重特殊教育保障支持体系的建设与完善,先后颁布了《关于发展

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1989年)、《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意见》(2009年)、《关于加

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2012年)、《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特殊教育教师

专业标准》(2015年,以下简称《特教教师标准》)、《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年)》等政

策规章,形成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特殊教育经费投入不断增加,基础设施日趋完善,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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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益增强。毋庸置疑,这为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提供了有力的组织、制度、财力与舆论支持。
(二)办学规模、层次渐趋合理

1912年,山东烟台启喑学校设立“师范部”,专门培养聋哑师资,开启了我国特殊教育教师培养

的先河;1915年,张謇在江苏省设盲哑师范传习所,打破了过去在特殊学校附设师范班培养教师的

传统;1981年,黑龙江肇东师范学校开办特殊教育师范部;1984年,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开始招

生;1986年,北京师范大学开设特殊教育专业,招收第一届四年制本科生,开启了我国高校特殊教

育专业建设的新征程。调查显示,2018年,除港澳台外,我国约有57所大学设有特殊教育专业学

位点,每年招生3200余名,其中包括56个学士学位点(有1所大学没有学士学位点)、25个硕士学

位点、4个博士学位点①。由此可见,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在学位点数量、学校招生、办学层次等

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
(三)人才培养体系日渐成熟

调查显示,我国高校越来越重视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设计与创新,关注领域日益多

样,不仅涉及不同特殊需要与不同层次的特殊教育问题,而且注重理论与应用问题的有机结合;培
养目标设计注重受教育者职业选择的多样性,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应用复合型人才培养;课程类

型多样,课程学分、学时、内容要求明确;注重理论教学与实践活动、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的有机结

合和师生的参与与互动,教学模式、方法日益多样;在入学要求、课程学习与考核、毕业要求等诸多

方面都有着明确的规定,评价体系日趋完善[1]。可以说,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日

趋成熟,为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发展、特殊教育的改革发展以及特殊儿童的健康成长都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四)高校内部治理日趋科学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十分注重现代大学制度建设与高校内部治理机制的完善,先后颁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年)、《普通高等学校教育评估暂行规定》(1990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年,2015年进一步修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中国教育监测与评价统计指标体系》(2015年)、《博士硕士学位授权审核办法》(2017
年)、《教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2018-2022年)》等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为完善我

国大学内部治理结构、建设现代大学制度、优化高校人才培养体系、创新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为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建设提供了良好的学术生态。

二、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现实困境

诚然,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在社会保障与支持、办学规模与层次、人才培养体系、内部治理诸

方面日益完善,中国特色日益彰显,但是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建设在外部支持与

内部设计方面仍显不足,并面临一些现实困境。
(一)保障与支持体系仍不足

一方面,保障体系欠完善。具体表现在:管理结构臃肿、职责分工不够明确、协作沟通机制不

畅、管理权责泛化、行政权力挤压学术权力[2];特殊教育制度用语不规范、不科学,类型与体系结构

失衡、上下层级间周延性不强[3];经费投入不足、支出结构不合理、办学经费与基础设施差异显

著[4];等等。另一方面,社会支持体系不够健全。具体表现在特殊教育教师培养缺乏社会、社区、家
庭与个体的广泛支持,特殊教育教师的社会认同度较低,特殊教育教师因社会地位与经济收入较

低、生活环境差等而流失严重[5]。因此,社会保障与支持体系不健全,严重制约着我国特殊教育专

业的健康发展和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及队伍稳定。

① 根据教育部“阳光高考”以及各高校招生简章中的数据整理而成。



(二)数量不足、分布不均

调查显示,我国2017年13.9亿的总人口中,残疾人口约有8812.6万,其中0~18岁残疾儿童

1829.49万、0~14岁残疾儿童人数为1392.39万①。然而,特殊教育学校却仅有2107所,在校生

57.88万名、专任教师5.6万名,特殊教育教师不仅总量不足、师生比例失调,而且学历较低、整体

素质不高②。与此同时,我国仅有50余高校设有特殊教育专业的学位点,每年招生3200余人,山
西、江西、西藏、青海和宁夏5个省(自治区)仍没有特殊教育学位点[6]。因此,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

业仍存在招生规模不足与地区分布不均等局限,远不能满足特殊教育发展的现实需要。
(三)人才培养体系欠合理[1]

一方面,文本形式单一,缺乏多样性、开放性与信息化。调查显示,我国大陆高校很少提供学位

项目的指导手册,大部分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只有汉语文本,外语文本少且质量不高,特殊

教育专业的网络信息与资源很少。另一方面,内在结构及内容不甚合理,缺乏灵活性与可行性。主

要表现为关注领域比较单一,培养目标个性不足,课程结构与内容欠合理、缺乏开放性,训练方法创

新不够,评价体系欠完善等。因此,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在表征形式、内容方面仍

存在诸多局限,不能有效服务于特教教师的专业成长和特殊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要。
(四)内部治理机制仍不健全

一方面,一些高校不重视特殊教育专业的基础设施与管理队伍建设,缺乏严格的管理制度和评

价机制以及高素质的专业管理人员,忽视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顶层设计、及时更新、有效

实施和质量监控[7];另一方面,许多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师资严重匮乏,不仅总体数量不足、年龄结构

不合理、学历较低,而且缺乏特殊教育专业背景,专业化程度不高[8]。因此,高校内部治理机制的不

健全,管理者、教育者的素质与服务缺失,直接制约着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改革创新和人才培

养质量。

三、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未来抉择

基于全纳教育、教师教育的理论与实践成果,结合当前特殊教育、特殊儿童教师教育改革发展

的国际趋势与国内现实,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需进一步完善外部支持体系、优化内部设计,增强

合法性、全纳性、可行性与实效性。
(一)完善社会支持保障体系,提升合法性

首先,优化保障体系,确保特殊教育专业的合法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十分重视特殊教育

制度建设与经费投入,特别是《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2015年)、《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

计划2.0的意见》(2018年,以下简称《卓越教师2.0》)等文件的颁布,为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发展

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与经费保障。然而,我国特殊教育制度仍不完善、特殊教育教师培养的经费

投入仍十分有限。我国需加快《特殊教育法》的立法进程,提升特殊教育立法层次,进一步完善特殊

教育教师培养的管理制度、投入机制,为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提供制度与组织保障;需进一步加

大经费投入,不断改善高校基础设施与教学基本条件,完善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特殊教育专业建

设提供物质与技术保障。
其次,加强舆论宣传,提高特殊教育专业的社会支持力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特殊教育事业

得到越来越多的社会认同与舆论支持,但是,社会力量参与特殊教育专业建设仍十分有限、特殊教

①

②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一、第二次残疾人口抽样调查表明,1987年,我国总人口10.93亿,残疾人口5173.10万人,占总人口数

4.73%,其中0~18岁残疾儿童1074万人,占残疾人口总数20.76%,0~14岁残疾儿童人数为817.35万,占残疾人口总数15.8%;2006
年,全国总人口13.14亿,残疾人口829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为6.34%,如果按1987年残疾儿童所占残疾人总数比例推算,0~18
岁残疾儿童约有1722.25万人,0~14岁残疾儿童人数约有1310.77万。

参见教育部2017年度教育统计数据。



育教师的社会认同度仍比较低。因此,我国不仅需进一步加大特殊教育制度与法规的舆论宣传与

教育,广泛宣传特殊儿童成人、成才的典型案例以及特殊教育教师的先进事迹,提升社会各界对特

殊儿童、特殊教育教师、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认同度,而且需进一步优化社会支持管理制度,创新社

会支持模式,建立地方政府、高校、特教机构、社会组织与个体的联动机制,加大社会对高校特殊教

育专业的支持力度。
(二)扩大规模、优化布局,提升全纳性

首先,适当扩大招生规模与公费生数量。众所周知,随着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接受高等

教育、从事特殊教育专业的学习与研究者日趋多样;同时,随着全纳教育的深入开展,特殊教育需要

已渗透到智力超常者、健康障碍者、健康不利者、社会不利者等各个群体,呈现出性别、年龄、年级、
种族等多种差异[9],各国教师教育项目正逐渐走向全纳[10]。然而,相比欧美发达国家,我国特殊教

育专业学位点数量少、招生规模小,不能有效满足特殊教育改革发展现实需要。据此,我国高校应

进一步扩大特殊教育专业招生规模,为每一个有学习需求与能力的受教育者提供学习与研究特殊

教育的机会,为他们提供多样化的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项目。
其次,优化特殊教育专业布局与层次结构。调查显示,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以本科生为主,

硕士与博士生人数较少,学士学位点主要分布在山东、广东、河北等省(直辖市),硕士学位点集中在

北京、山东等省(直辖市),博士点招生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和上海市,办学层次与地区分布不甚合

理[11]。因此,我国应进一步优化特殊教育专业学位点布局,加快山西、江西、西藏、青海和宁夏等省

(自治区)特殊教育专业发展进程,适当扩大天津、湖南、福建、海南等省(直辖市)的学位点数量与招

生规模;应提升特殊教育专业的办学层次,在着力发展本科教育、逐步缩减专科教育的同时,不断强

化研究生教育,尤其应加强教育硕士与教育博士的培养。
(三)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增强可行性

首先,完善人才培养方案。调查显示,美国许多高校都设计和公布了特殊教育专业教师教育与

实习指导手册,手册对特殊教育专业的教育目标、专业领域、入学要求、课程体系、毕业要求、就业选

择等都作了明确的阐释[12];捷克一些高校还为留学生设有英语、俄语、德语、拉丁语等多种语言的

特殊教育专业学习项目[13]。目前,我国高校不仅需进一步丰富特殊教育人才培养方案的文本形

式,优化特殊教育专业的关注领域、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评价体系,还需要协调“职前培

养”与“职后培训”、“理论”与“实践”、“教”与“学”、“知识”“能力”与“态度”等要素之间的关系。
其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学就是不同年代、民族、背景、经验以及不同观念、期望、抱负的人

们相聚在一起,共同学习、创造价值的场所[14]。教育者应使受教育者学会批判思考、独立判断,而
不是不加反思地认同[15]83。调查显示,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可分为定向、非定向与混合培养等不

同模式,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国以混合模式为主,我国大陆高校特殊教育专业主要实施定向培养

模式[16];学士学位项目涉及“2+2”“3+1”“1.5+2.5”模式,硕士学位项目涉及“4+2”“4+3”模
式[17]。《卓越教师2.0》(2018)提出,我国应重点探索校企合作“双师型”教师培养模式,重点探索师

范院校特殊教育知识技能与学科教育教学融合培养、师范院校与医学院校联合培养模式,积极推动

“医教”联合培养特教教师,培养富有爱心、具有复合型知识技能的卓越特教教师[18]。因此,我国特

殊教育专业建设应密切结合特殊教育和高校实际,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学生

的综合素养,为特殊教育机构培养越来越多的骨干型、卓越型和教育家型教师。
再次,促进“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终身教育”(lifelongeducation)一词源于朗格朗

的《终身教育引论》(IntroductiontoLifelongEducation,1970),它意味着将个体、社会和专业发展

贯穿于生命的全过程,以期促进个体的充分发展和提高个体与社会的整体生活质量[19]。2015年,
《仁川宣言》(IncheonDeclaration)明确提出,未来15年将努力为所有个体提供全纳、公平的优质教

育和终身学习机会[20]。因此,我国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应致力于构建终身化的特殊教育教师培养体



系,促进特殊教育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的无缝衔接;增强受教育者的终身教育意识与能力,使
他们能自觉投身于终身教育、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

(四)优化内部治理机制,增强实效性

首先,增强“公平性”。就是指特殊教育专业应该为受教育者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与优质的教

育服务,它包含起点公平、过程公平与结果公平。21世纪教育的基本目的就是保持与提升人的尊

严、能力与福利[15]36。特殊教育教师培养体系应促进跨文化交流,弘扬民主价值观,创造尊重基本

权利的环境,反对一切形式的歧视,使所有年轻人与不同背景的同伴积极互动[21]。随着全纳教育

的深入推进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普及化,越来越多的个体进入大学,从事特殊教育专业学习与研

究,尊重不同个体的受教育权利、提供公平的特殊教育教师培养项目是高校的必然选择。因此,我
国高校不仅需要进一步完善招生制度,规范招生规程,为每个有发展潜力、符合条件的个体提供公

平的接受高等教育、从事特殊教育专业学习与研究的机会,而且应不断改善办学条件,加强专业教

育的过程指导与质量监控,为受教育者提供丰富的教育资源、优质的项目服务和公平的学业成绩

评价。
其次,积极倡行开放办学。高校是学术交流、学术创新的主战场,应支持与提倡学术自由、学术

民主,使受教育者能便捷地获取学术信息、自由地交流学术观点、公正地开展学术争鸣与批评[22]。
我国教育国际化已从被动国际化(1848-1949年)、封闭国际化(1949-1977年)、主动国际化

(1977-2010年)迈向双向国际化(2010-2030年)[23]。然而目前,我国许多高校仍然坚持“关门”
办学政策,不重视信息公开,公共服务意识差,公开的信息更新慢、质量差[24]。高校特殊教育专业

更是如此。迄今为止,其主要面向国内招生,较少招收外国留学生,仍停留在“单向度”的国际交流

与合作阶段。因此,我国高校需进一步完善特殊教育专业的内部治理结构与管理模式,创造更加自

由、民主、公正的学术生态,促进学术信息的自由流动与共享;积极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

聘请国外知名专家来华讲学、资助优秀学生出国学习深造、选派优秀学者出国访学与交流和招收国

外留学生、支持知名学者出国讲学、举办国际学术会议、开展学术合作研究等多种形式,促进双向互

惠的国际合作与交流。
再次,加快信息化进程。所谓“信息化”(informatization),是指信息社会将新的信息交流技术

作为可持续发展手段的过程[25]。众所周知,计算机作为现代社会储存、传递与交流信息的必要手

段,能节约教育教学时间、空间、能量、成本和提高工作效率,能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提高其交流与合

作能力,增长社会适应力[26],还能提高特殊教育教师的工作效率[27]。欧美发达国家的许多高校十

分重视网络资源的建设与更新,学习者能非常便捷地获取特殊教育专业的相关信息和参与在线学

习、在线咨询、远程教育等。但我国许多高校则不太重视网络资源建设,不愿意公开特殊教育专业

的相关信息,网络资源匮乏、信息陈旧[12]。因此,我国高校不仅应进一步加强计算机、网络基本硬

件建设,逐步实现特殊教育专业人才培养项目或课程的“局部”(part-time)甚至“全程”(full-time)
“计算机化”“网络化”,而且应加强现代信息技术的教学与指导,使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熟练地掌握常

用的计算机知识与技能,学会独立学习,培养指导特殊儿童、青少年学习和使用现代信息交流技术

的能力,提高在线学习、在线咨询、远程教育的实效。

四、我国未来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师资保障

师资是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其发展的有力保障。但目前,我国高校特殊教育

专业师资紧缺已成为制约特殊教育专业发展的瓶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势在必行。



  (一)外部引进

特殊教育学是一门综合性学科,涉及哲学、医学、心理学(比如神经心理学、心理治疗学、行为心

理学、社会心理学等)、社会学、教育学、逻辑学、技术学等多学科知识[28],存在着诸多需要进行综合

性研究的问题。针对高校特殊教育师资队伍数量不足的现实,我国高校需广泛引进国内外知名高

校具有特殊教育、心理学、医学、康复学等专业背景的优秀硕士与博士,形成跨学科、跨领域的特殊

教育专业师资队伍,这样才能确保特殊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质量。
(二)内部培养

外部引进固然是高校师资队伍建设的重要途径,内部培养却是高校教师实现专业成长的重要

动力。有研究认为,教师发展分为“以教育为职业的匠师境界”“以教育为专业的能师境界”和“以教

育为事业的人师境界”三种境界,教师生命自觉要求教师有思考生命的自觉、尊重生命的自觉和成

长生命的自觉[29]。我国特殊教育教师发展应走“文化觉醒和关怀”之路,以提高专业水平为重点,
通过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一体化、构建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制度等举措,促进个体教学能力从

“他主”发展转向“自主”发展[30]。目前,针对师资专业化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我国高校需要进一

步优化师资内部治理机制,建立教学科研激励机制,提升教师参与学历提升、专业培训、科学研究、
学术交流等多种形式的专业发展的积极性与主动性,从而优化特殊教育专业师资队伍的学历、职称

结构,提高特殊教育师资的专业化水平。
(三)师资共享

21世纪是高度信息化、数字化时代,资源共享、合作共赢是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重要法

宝。针对特殊教育专业师资引进难、专业化水平不高等问题,我国高校还需坚持“开放办学”的理

念,加强国际国内校际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对口支援”“省(部)市共建”“师资互聘”“资源共享”
和“远程教育”等多种形式,实现特殊教育专业师资共享,从而有效地促进特殊教育专业师资的专业

化水平及质量提升。
总之,我国高校应密切关注特殊教育、特殊儿童教师教育的最新动态,针对特殊教育专业建设

的不足与特殊教育改革发展的现实需求,不断改善办学条件、优化内在设计,增强特殊教育专业的

合法性、全纳性、可行性与实效性,通过外部引进、内部培养与师资共享等多种形式,加强特殊教育

专业师资队伍建设,提升特殊教育专业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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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theSpecialtyofSpecialEducationandItsTeacherResourcesinChina

LIShangwei
(FacultyofEducation,HainanNormalUniversity,Haikou571158,China)

Abstract:ThespecialtyofSpecialEducationinthecollegesisthemajorwayoftrainingspecialeduca-
tionteachers.SincethefoundingofnewChinain1949,thespecialtyofSpecialEducationhasaccumu-
latedrichexperience,andthesystemisbecomingmoreandmorereasonableandcreatingmoreand
moreChinesecharacteristics.However,therearestillproblemsofimperfectsocialguaranteeandsup-
portsystem,insufficientenrollment,unbalanceddistribution,unreasonabledesignandtheinternal
governancemechanism,andsoon.Accordingtotheinternationaltrendanddomesticrealityofspecial
educationandteachereducationforchildrenwithspecialneeds,itisverynecessarytofurtheroptimize
theguaranteeandsupportsystem,quantityandstructure,trainingsystemandinternalgovernance
mechanisminordertoenhancelegitimacy,inclusion,feasibilityandeffectivenessofspecialeducation
major;andenhancethequalityofspecialeducationteachersbymeansofinternaltraining,externalin-
troductionandteachersharinginChina.
Keywords:inclusiveeducation;trainingofteachersforspecialchildren;teachersofspecialeducation;
personneltraining;professional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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