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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区域性全纳教育实践及发展取向
———基于欧盟特殊教育与全纳教育发展署研究

于 天 傲,王 正 青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全纳教育是当前国际盛行的教育理念与实践选择,在推动欧洲全纳教育区域性协同发展的过程

中,欧盟特殊教育与全纳教育发展署(简称“发展署”)作为跨国机构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发展署”以全

纳教育相关的国际公约协议为价值导向,以超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为行动指南,以搭建共融共享的跨国交流

平台为推进策略,通过统整各国全纳教育进展信息、开展跨国项目研究以及组织召开国际会议等方式,在构

建全纳教育指标框架、强化全纳学校领导力建设、推动全纳教师专业学习、转变专家支持角色等方面取得了

积极成效,促进了“发展署”各成员国和地区全纳教育的共同发展。与此同时,进一步弥补全纳教育政策规范

与实践落地之间的差距、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拓展全纳教育的实践领域、倾听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及其家庭的

声音、提高全社会对全纳教育的认可度、推动全纳型社会的形成,这些都将成为“发展署”未来的努力方向。

“发展署”的全纳教育实践对我国全纳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启示,我国可以从建设全纳教育跨区域研究平台、

推进全纳学校领导能力发展、强化对全纳教师的项目式培训、完善全纳教育专家支持模式四个方面推进全纳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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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纳教育是当前国际盛行的教育理念与

实践选择,也是欧洲各个国家和地区开展教育

的重要内容。1994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西班牙萨拉曼卡召开的“世界特殊需要教育

大会”上通过了《萨拉曼卡宣言:特殊需要教育

行动 框 架》(TheSalamancaStatementand
FrameworkforActiononSpecialEducation)
(以下简称为《萨拉曼卡宣言》)。宣言指出,有
特殊教育需求的儿童应当进入能接纳他们且

适应其需要的、能使用以儿童为中心教育方法

的全纳学校,从而获得学习上的支持[1]。在此

背景下,丹麦政府于1996年成立了欧盟特殊教

育与全纳 教 育 发 展 署(EuropeanAgencyfor
SpecialNeedsandInclusiveEducation,以下简

称“发展署”)。截至2022年,已有英国、法国、
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典、瑞士等31个成员

国和地区加入“发展署”[2],约占欧洲国家和地

区总数的2/3。“发展署”的作用在于为欧洲国

家的全纳教育提供跨国合作与交流平台,推动

“确保所有年龄段的学生与同龄人一起,在当

地社区获得有意义、高质量的教育机会”这一

愿景的实现[3]。此后20余年,“发展署”从多个

层面进行探索,推动了欧洲全纳教育的发展。
融合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当前各

国都在积极探索高效的融合教育模式[4]。从

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就大力开展残疾儿

童少年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实验并加以

推广。这是我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对国际全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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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本土化发展趋势的回应与探索[5]。2017
年1月,我国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第三

条指出:“残疾人教育应当提高教育质量,积极

推进融合教育,根据残疾人的残疾类别和接受

能力,采取普通教育方式或者特殊教育方式,
优先采取普通教育方式”[6]。在政策引领与支

持下,近年来,我国加快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义

务教育,残疾儿童入学率有了明显的提升。目

前,残疾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入学率大约为

70%,还没有实现义务教育普及的目标[7]。统

计发现,欧洲国家和地区残障儿童在普通学校

就读的比例已达98.49%[8],远高于我国残疾儿

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的比例。因此,有必要

对欧洲全纳教育的支持模式进行探究,以助力

我国相关政策与实践的发展。
当前国内学者对欧洲全纳教育的研究主

要体现在3个方面:一是对欧洲某个国家的全

纳教育政策、实践模式以及发展历程进行研

究[9-12];二是对欧洲全纳教育背景下有特殊教

育需要儿童的安置现状进行研究[13];三是对欧

洲全纳教师教育的改革与发展进行研究[14-16]。
通过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当前学者较为重视欧

洲国家层面的全纳教育状况以及超国家层面

的某教育项目等方面的探究,少有从“发展署”
这一超国家层面的教育组织出发来开展对欧

洲全纳教育整体状况的研究。欧洲全纳教育

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发展署”所提供的各种平

台与项目支持,研究“发展署”的组织架构及其

实践路径,对我国残障儿童随班就读政策的实

施与推广具有参考价值。

  一、欧盟特殊教育与全纳教育发展署

的组织使命与组织架构

  “发展署”以“确保所有年龄段的学生与同

龄人一起,在当地社区获得有意义、高质量的

教育机会”为愿景和使命[3],致力于为其成员国

的全纳教育发展提供指导与服务。“发展署”
由成员国代表董事会、管理理事会、“发展署”
主任及工作人员、成员国国家协调员4方构成,
并依据该组织自上而下地统筹推进成员国和

地区全纳教育的发展。
(一)“发展署”的组织使命:推动成员国和

地区全纳教育发展

“发展署”以国际全纳教育的相关系列重

要文件为依据,制定其战略目标与建立组织愿

景。在世界全纳教育发展史上,《儿童权利公

约》(ConventionontheRightsoftheChild)、
《萨拉曼卡宣言》《残疾人权利公约》(Conven-
tionoftheRightsofPersonswithDisabili-
ties)、《教育2030:仁川宣言与促进可持续发展

目标框架4:确保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增
进全民终身学习机会》(Education2030:In-
cheonDeclarationandFrameworkforAction
fortheImplementationofSustainableDevel-
opmentGoal4:Ensureinclusiveandequitable
qualityeducationandpromotelifelonglearn-
ingopportunitiesforall)、《教育中的公平和包

容:卡利承诺》(CaliCommitmenttoEquity
andInclusioninEducation)等5份国际重要

文件与国际公约协议,为“发展署”提供了推进

欧洲层面全纳教育政策与实践的价值导向与

理念支撑,具有重要意义。
“发展署”以超国家层面的战略目标为指

引,以推动成员国和地区全纳教育发展为使

命,不断为成员国和地区全纳教育的发展提供

指导。2009年,欧盟颁布《欧盟教育和培训合

作战略框架的决议》(CouncilConclusionsof
12May2009onaStrategicFrameworkfor
European Cooperation in Education and
Training,简称 ET2020),提出将“促进公平、
社会凝聚力和积极的公民意识”列为超国家层

面的战略目标之一,强调“通过提供高质量的

早期儿童教育、有针对性的支持以及促进全纳

教育来解决教育中的不利因素。教育和培训

系统应确保所有学生(包括处境不利者、有特

殊需要的人和移民)完成其教育,包括在适当

的时候提供二次教育和个性化学习机会”[17]。
在此战略目标指引下,“发展署”提出全纳教育的

最终愿景是“确保所有年龄段的学生与同龄人一

起,在当地社区获得有意义、高质量的教育机

会”[3]。同时,这一主张也成为“发展署”各成员

国和地区关于全纳教育的共同愿景。
基于战略目标的指引,“发展署”确立了推

动成员国和地区全纳教育发展的具体任务。
第一,及时识别和满足学生的个别化学习需要

和兴趣,以 培 养 学 生 才 能 和 提 高 学 生 成 绩。
“发展署”认为,学生成绩包括短期目标与长期

目标两个方面。短期目标是提升学生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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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学术成就;长期目标是增强学生能力,
提高其生活质量。第二,提高所有利益相关者

对学生多样性的重视程度。利益相关者积极

参与全纳教育,可以加强其对学生多样性的认

识和了解,从而为扩大教育机会和改善教育公

平作出贡献,使所有学生都能充分发挥潜力。
第三,提供灵活、持续的专业资源,以支持各级

各类利益相关者的专业学习。第四,确保全纳

教育系统的有效性,支持所有学生采取个性化

的学习方法来参与学习过程。其中主要包括:
建立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体系和评估框架;为
所有教育工作者、学校领导和决策者提供灵活

的培训和持续的专业发展机会;完善各级系统

的治理保障机制。第五,明确全纳教育的目标

和原则,以使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能够根据该目

标和原则明确自身角色所需的知识、技能、情
感和行为标准。第六,为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

学习平台,提升其专业能力,并努力改进和调

整相关结构和流程,最终实现共同目标[18]。
(二)“发展署”的组织架构:建设高效能组

织运行系统

“发展署”主要由成员国代表董事会、管理

理事会、“发展署”主任及工作人员、成员国国

家协调员4个部门组成。这4个部门自上而下

统筹协调,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补充与支持,以
确保“发展署”工作有效运行,从而实现各成员

国的利益最大化。“发展署”的组织架构,具体

如图1所示[19]。

图1 “发展署”组织结构

  成员国代表董事会是“发展署”的最高权

力机构,也是综合协调机构。董事会由主席和

各成员国和地区任命的代表组成,负责与“发
展署”工作相关的战略决策,包括确定“发展

署”的政策准则、任务、目标、理念,核定成员资

格,批准年度工作方案和预算,批准专题工作

领域和项目。管理理事会由主席和从成员国

和地区代表董事会成员中轮流选举产生的5名

成员组成,其主要职能是确保“发展署”的计划

和决策能够得到有效执行。理事会根据成员

国代表董事会的决策,遵照“发展署”的准则、
任务、目标及理念,在“发展署”年度工作计划

的准备期筛选出年度优先项目提供给董事会

讨论,在“发展署”年度工作计划的执行期对年

度计划及董事会的决策作出详细规划,在“发

展署”年度工作计划结束期之前整理本年度计

划和总结项目的成果,并就如何有效推广“发
展署”工作成果提供建议。“发展署”的主任根

据董事会和理事会的指示,对“发展署”的项目

工作运作及人员结构进行日常调整和总体管

理,包括管理与使用财政预算、人力资源和物

质资源,任命“发展署”工作人员,与理事会合

作确保“发展署”工作的有效开展,拓展并维持

与成员国和地区及其国家网络的支持性工作

关系。成员国国家协调员由各成员国任命产

生,在各个成员国担任“发展署”工作的专业人

员与实践者的角色,负责在其国家范围内推广

并实施“发展署”的工作计划及项目,确保所在

国与“发展署”之间信息流动的准确性。国家

协调员每年需要参加3~4次“发展署”一般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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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以及一定数量的主题工作会议和项目交流

会议,以促进各成员国之间的有效联系。
总体而言,由各个成员国和地区任命产生

的成员国代表董事会对“发展署”的工作进行

宏观决策;由董事会选举产生的理事会对各项

决策进行具体规划;由“发展署”主任、主任助

理及工作人员执行“发展署”的各项计划及项

目;由各成员国任命的国家协调员对其所属国

家的全纳教育发展需求进行阐释,并在国家范

围内配合“发展署”工作人员落实各项计划及

项目。各部门相互支持,促进各成员国和地区

对全纳教育相关问题的共同理解,提供超国家

层面 的 权 威 文 件,以 实 现 全 纳 教 育 的 共 同

发展。

  二、欧盟特殊教育与全纳教育的区域

行动与进展

  虽然全纳、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是“发展署”
各成员国和地区的共同愿景,但各成员国和地

区的全纳教育政策与实践因其不同的历史背

景与发展水平而存在差异。为提升区域性全

纳教育整体质量,“发展署”在欧洲区域内搭建

跨国平台,开展项目研究,在超国家层面构建

欧洲全纳教育指标框架、强化全纳学校领导力

建设、推动全纳教师专业学习,最终为特殊教

育政策与实践的决策者以及相关专业人员提

供参 考,以 促 进 成 员 国 和 地 区 全 纳 教 育 的

发展。
(一)构建欧洲全纳教育指标框架以统一

质量标准

超国家层面的欧洲区域性机构推动了“发
展署”各成员国和地区教育政策的趋同。2008
年至2009年,“发展署”开展了“全纳教育指标”
项目。一是在国家层面为成员国和地区的全

纳教育政策与实践提供可参考的工具;二是在

欧洲层面为收集、整理和监测成员国和地区的

全纳教育发展情况提供标准化的指标体系。
项目的第1阶段共有23个欧洲国家和地区参

与其中,并综合“发展署”成员国代表董事会、
国家协调员以及32名相应国家和地区专家的

意见,形成了第1阶段的报告,即《开发系列指

标———推动欧洲全纳教育发展》(Development
ofasetofIndicators-ForInclusiveEducation
inEurope)。报告介绍了全纳教育在立法、参

与、筹资3个领域的框架,以及基本原理、目的、
目标和所要达成的初步指标。2011年,“发展

署”结束了项目第2阶段的工作并完成报告《参
与全纳教育———发展性指标框架》(Participa-
tioninInclusiveEducation-AFrameworkfor
DevelopingIndicators)。“发展署”在第一阶

段工作的基础上开展了第2阶段的项目工作,
旨在更好地了解政策在实施中是如何解决复

杂教育问题的,检验现有指标体系的差距,并
提出欧洲全纳教育未来发展方向。在全纳教

育指标框架下,各成员国可依据本国发展状况

对全纳教育政策进行调整,但是促进成员国和

地区之 间 全 纳 教 育 政 策 的 趋 同 是 其 努 力 的

方向。
欧洲全纳教育指标框架的出台进一步推

动了全纳教育话语体系的形成。2014年,“发
展署”进一步开展了“国家政策综述与分析”
(CountryPolicyReviewandAnalysis,CPRA)
的项目研究,目标是构建一套欧洲级的全纳教

育政策框架,使其充当促进国家内部与国家之

间交流讨论的工具,以帮助各国反思有关全纳

教育 政 策 发 展 的 问 题。从 启 动 到2020年,

CPRA项目共经历了3个阶段,最终构建了12
项欧洲级全纳教育政策措施框架,分别为:(1)
改善全纳教育,确保所有人都能接受高质量的

教育;(2)支持改善家、校、社区三者之间的关

系,鼓励父母和当地社区积极参与全纳教育;
(3)制定监测机制建设战略,建立全纳教育的

全面问责和评估框架;(4)基于高效、公平和全

纳的原则,提高教育系统的成本效益;(5)提高

学前全纳教育入学率,帮助特殊儿童接受高质

量教育;(6)进一步完善以学生为中心的指导

措施;(7)营造良好的学校氛围,创建支持性的

学习环境,使学习环境能够适应学生的特殊学

习需求;(8)消除“标签化”对学生的负面影响,
如不应过早地通过能力评定等方式将学生安

置在某一类型的机构或学校等;(9)支持和帮

助教育成果较少的学校;(10)提高学校教职工

素质,着重加强教师素质的提升,尤其是提升

教师的专业持续发展能力和校长的学校领导

能力;(11)强化就业激励制度、加强全纳教育

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联系,帮助特殊学生顺利从

学校过渡到职场,提高学徒制质量,方便特殊人

群获得职业资格证书;(12)在全纳教育的各个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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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完善教育体系和职业指导[20]。
上述12项政策措施是实现欧洲全纳教育

政策目标以及改善全纳教育质量的主要抓手。
此外,CPRA项目还对成员国分析数据库中的

调查结果进行了识别和分类,并采用预防(P)、
干预(I)和补偿(C)三级框架法(简称“P-I-C”框
架)对所调查国家的全纳教育政策进行编码与

分析。该项目的成果是在超国家层面建立了

一个全纳教育的共同话语体系,并且可以通过

对成员国和地区的全纳教育政策进行跨国比

较与分析,推动各国之间全纳教育政策的交流

与合作。
(二)强化领导者能力建设以支撑学校可

持续发展

“发展署”致力于通过建立统一的政策框

架来促进欧洲全纳学校领导力的提升。2015
年,“发展署”在调查中发现,成员国认为有效

的学校领导力应该成为发展全纳教育的优先

事项。基于此,“发展署”在2017年开展了“支
持全纳学校领导”(SupportingInclusiveSchool
Leadership,SISL)项目。该项目分为两个阶

段。第1阶段的工作,主要是分析德国、希腊、
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瑞典、瑞士等20个国

家和地区有关学校领导和全纳学校领导的现

有政策,并结合相关研究文献,形成了报告《全
纳学校领导力:探索欧洲的政策》(Inclusive
SchoolLeadership:ExploringPoliciesAcross
Europe)。报告显示,在所调查的20个国家和

地区中,有10个国家在其立法或政策中特别提

到了全纳学校领导,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塞尔

维亚共和国的《教育机构负责人能力标准手

册》(SerbiasRulebookonStandardsofCom-
petencesforPrincipalsofEducationalInsti-
tutions)。该手册中要求“校长应创造条件,鼓
励对每个孩子进行素质教育”[21]。此外,该报

告还从国家/地区、社区、学校和个人等层面阐

述了学校领导的角色定位及关键职责,具体如

表1所示。这为进一步研究全纳学校领导的角

色及职责提供了借鉴。第2阶段的工作,由项

目咨询小组(ProjectAdvisoryGroup,PAG)与
来自匈牙利、爱尔兰、马耳他和瑞典4个国家的

专家共同进行课题研究。课题重点有两个:一
是设计一个支持全纳学校领导力的政策框架,
为成员国和地区的决策者提供借鉴;二是基于

所设计的框架形成一个自审工具,为成员国和

地区的政策提供参考。
表1 领导者在生态系统中的角色定位和关键职责[21]

角色定位 关键职责

国家/地区层面 (1)在协商与沟通后,对国家全纳教育政策提出建议

(2)对与学校价值观相适应的政策进行解读,引领学校课程和评估方式进行变革,支持教师专

业发展,合理分配资源,完善教育质量保障及问责制度

社区层面 (1)与相关学校、机构以及社区企业建立伙伴关系

(2)与高校协作开展专业发展活动,协助学校适应多元化社会需求

(3)管理人力资源,促进落实全纳教育共同愿景

(4)管理财务资源,满足社区各学校教育需求

学校层面 (1)坚持公平原则,合理分配学校资源

(2)促进教职工教育反思,改善学校教育质量

(3)提供教师专业发展机会

(4)确保向所有利益相关者提供持续性支持

(5)监督教师遵守职业道德

(6)确保课程和评估机制符合教育目标及满足学生需要

(7)支持家庭开展教育活动

个人层面 (1)在实践中落实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
(2)确保教师对所有学生负责
(3)支持创新、灵活和基于实证的课堂教学
(4)监测课堂教学,确保人人享有高质量的教育
(5)培育积极、互信的协作型关系和文化
(6)利用数据帮助教师反思并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801



  项目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也纷纷采取

相应措施来促进全纳学校领导力的提升。英

国学校的一些领导者和一线教师根据实际情

况共同制订了分层教学方案[22]。首先,学校领

导者确立了共同的价值取向,营造包容、多元

的校园文化氛围,同时重视对教师领导力的培

养,进一步增强教职员工的职业责任感,建立

学校领导与教师共同合作、相互依存的管理机

制。冰岛设置的全纳教育教师培养研究生课

程体系中,有“领导力与全纳教育实践”教学内

容,并对职前教师设立了3个培养目标:一是具

备管理全纳班级的能力;二是具备倾听学生、
家长和同事声音的能力;三是具备接纳在家庭

背景、发展水平、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差异儿

童的包容能力[23]。此外,冰岛在完善全纳教育

体系的作用下,从学前儿童到高中生,基本上

所有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学生都能与普通学生

一起在学校接受教育,仅约有1%的学龄儿童

在特殊学校就读[8]。
(三)推动全纳教师专业学习以胜任全纳

教育教学需要

“发展署”通过制定全纳教师专业学习政

策框架和实施支持性发展项目来促进教师专

业化 发 展。教 师 专 业 学 习(TeacherProfes-
sionalLearning,TPL)系列项目是“发展署”所
有成员国和地区的最高优先事项,欧盟也把它

放在政策议程的首位。其中,“全纳教师专业

学习”(TeacherProfessionalLearningforIn-
clusion,TPLI)项目,旨在通过确立基本政策要

素,确保所有教师在其职业生涯的各个阶段都

能进行全纳教育的学习,促进专业发展,以持

续地满足所有学生的教育需求。项目伊始,奥
地利、丹麦、芬兰、拉脱维亚等25个国家和地区

的55名专家参加了会议,专家组成员包括教师

教育专家以及负责教师教育和全纳教育的决

策者。除专家之外,还有400多位教师、学校领

导、当地行政人员、志愿者组织代表、决策者、
学生、学生父母以及家庭其他利益相关者等人

员,参与了该项目活动。
该项目的研究成果面向所有教师(包括学

前教育教师、中小学教师、职业教师、成人教育

教师、专家以及教师教育工作者等)和所有学

生(包括移民出身的学生、社会经济背景不利

的学生、残障学生、非母语使用者、进入主流学

校有特殊教育需求的难民等),涵盖了职前教

师、新任教师及经验丰富的在职教师等所有教

师职业生涯各个阶段的教师。该项目的后续

任务是构建一个全面提升全纳教师专业能力

的政策框架,并对全纳教育涉及的专业领域、
课程设计、专业发展要素、跨部门合作、资金使

用、质量评估和监控等提出建议。
在该项目的推动下,成员国不断加强本国

全纳教育教师的培养力度。其中,冰岛十分重

视教师全纳教育能力的培养。在职前培养阶

段,专门从事特殊教育的教师,被要求在冰岛

大学教育学部修满包括特殊教育和全纳教育

等在内的120个学分的课程;从事非特殊教育

工作的教师,被要求职前培训的必修课程必须

有2门是全纳教育的核心课程(幼儿教师为3
门)。在职后培训阶段,大约有30门中小学教

师的培训课程与全纳教育有关。冰岛的全纳

教育教师培训课程已形成了完整的体系,其课

程内容大致分为5类,其中有3类与全纳教育

直接相关,另外2类则涉及人口差异、多元文化

与学生特殊需要等方面,与全纳教育间接相

关。塞浦路斯的一所名叫 Alambra的乡村学

校,共有1名校长、93名学生、10名普通教育教

师、1名特殊教育教师和1名言语治疗师。该

校在塞浦路斯教育学院的帮助下,针对学生与

教师的需求制订了教师专业学习计划,开展在

职培训与专业学习活动。借助教师专业学习

项目,Alambra小学的学生积极参与课程活动,
在学生成绩、教师教学满意度、父母支持和学

生学习等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24]。
(四)转变专家支持角色以强化全纳教育

实践指导

“发展署”通过开发政策工具以帮助专家

发挥在全纳教育中的支持性作用。2017年,
“发展署”开展了“专家在全纳教育中的支持角

色转变”(ChangingRoleofSpecialistProvision
inSupportingInclusiveEducation,CROSP)项
目。该项目旨在发挥专家在全纳教育中的作

用,增强专家与全纳教育利益相关者的黏性,
提高全纳教育专家支持水平。项目分为两个

阶段。第1阶段(2017—2018年)由“发展署”

26个成员国和地区分别提供有关本国和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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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全纳教育专家支持模式的历史政策进程、当
前政策情况,以及当前专家角色定位及未来发

展趋势的报告。“发展署”基于这些报告进行

进一步的整理与分析,得出成员国和地区有关

全纳教育专家支持的总体情况和趋势,为第2
阶段作准备。项目的第2阶段从2019年开始。
第2阶段以第1阶段的主要成果为基础,旨在

开发一个以专家支持为核心的政策工具,促使

成员国和地区改进相关政策,制定更加有效的

策略,发挥专家在全纳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第

2阶段采用同行学习法,通过两轮研讨会达成

目标。2020年10月20日至21日在线上举行

了第1轮研讨会。21个国家的代表基于本国

经验,围绕全纳教育专家支持模式的治理体

系、资金支持、能力建设和质量保障4个方面展

开讨论,确定了每个方面的相关政策和实施策

略。这些政策和策略可以有效地支持专家在

全纳教 育 中 的 角 色 转 变。第2轮 研 讨 会 于

2021年举行,其主题侧重于完善项目工具以及

促进该工具的推广。
“发展署”提出了转变专家支持角色需要

强化的4项机制。一是在治理体系机制方面,
提高跨部门合作的质量,防止因专家职责重

叠、政府权责不明、资源流动不透明而出现问

题,如冰岛提出要在全国各地建立跨部门团队

以促进合作。二是在筹资机制方面,重视专家

支持,提升资源配置的有效性,将国家全纳教

育战略与长期财政支持联系起来。三是在能

力建设机制方面,不仅提供对特殊儿童及其家

长的专业支持,还提供对教师、学校领导者以

及政府工作人员更具针对性的专业支持。能

力建设是英国、克罗地亚、爱沙尼亚、芬兰、爱
尔兰、卢森堡、葡萄牙、塞尔维亚等国家推动专

家角色转变的关键举措。多个欧洲国家和地

区计划为提供全纳教育支持的专业人员制定

培训课程,满足不同需求,以支持全纳教育环

境的发展。四是在质量保障机制方面,建立全

纳教育专家支持模式标准,通过收集系统的数

据和报告来实现确立标准的目的,从而形成质

量保障机制。例如:瑞士强调监测机制,提供

衡量专家支持效果的标准化依据,有效地发展

了本国全纳教育[25]。

  三、欧洲区域性全纳教育推进的障碍

与发展趋势

  近30年,“发展署”在推动欧洲国家和地区

全纳教育发展的进程中,在标准确立、领导力

提升、教师发展、工具开发等方面取得了较为

丰硕的成果。进一步弥补全纳教育政策规范

与实践落地之间的差距,推动全纳教育理念从

应然走向实然,提高全社会对全纳教育的认可

度,促进全纳型社会的形成,将是“发展署”未
来的工作重点。

(一)欧洲区域性全纳教育的推进障碍

1.特殊儿童仍遭受社会排斥

“发展署”的统计数据表明,各成员国和地区

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的安置率大约是

92%~99.5%,因此,实现全纳教育还有一定的

距离。残障者被污名化,是由多种复杂因素长

期共同造成的,其中,摇摆的社会政策、排斥的

社会态度、匮乏的社会资源都会致使歧视长期

存在[26]。例如:目前,东欧国家对残障者的消

极态度源于根深蒂固的历史观念和文化背景,
主要是与威权政治意识形态所形成的历史困

境、经济转型过程中处境不利人群的极端贫困

以及长期隔离的特殊教育方式等有关[27]。受

困于东欧国家现有的历史、文化和制度障碍,对
处境不利人群的歧视性社会态度还会长期存在,
这导致许多教育工作者不愿意接受全纳教育。

2.公众对全纳教育的理解存在偏差

教育作为社会领域的一部分,其改革发展

与社会息息相关[28]。对残障者的污名化和消

极态度深植于社会环境中,致使全纳教育丧失

了最初内涵。波兰研究者面向残障儿童与普

通儿童的父母开展的如何理解全纳教育使命

的调查显示,许多父母将全纳教育视为一种促

进残障儿童和普通儿童之间沟通和理解的便

利工具。具体而言,普通儿童的父母将全纳教

育定义为“对学生灌输对残障儿童的尊重和同

情”,认为全纳教育的好处是其子女有机会学

习如何去接受、帮助残障儿童以及学会更加宽

容他人;而残障儿童的父母则将全纳教育的使

命定义为“平等”,认为全纳教育的好处在于可

以提供专业的支持、被主流社会接纳的环境等

有利于孩子成长的要素[29]。“发展署”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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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地区在政策上提倡承认全纳教育是面向

所有人的教育,其最终目的是提升每个独立、
个性的人的教育质量,反对歧视与排斥。应该

看到在学校与社会的全纳过程中,仅仅依靠国

际或国家层面的自上而下的有关特殊儿童权

利的宏观政策是不够的,还需要在日常社会的

互动中发挥微观个体的作用[30]。

3.社会偏见阻碍了全纳社会的发展进程

在教育、就业与社区生活中,全纳教育与

全纳社会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全纳

教育实践质量、社会政策落实程度、社会结构

和态度、个人生活历程等因素都会对全纳社会

的形成产生影响。残障学生隔离式的生活方

式、经济与生活难以独立以及毕业后的社交网

络狭窄等因素,都会导致他们的社会融入程度

很低,这又进一步加剧残障者被污名化,阻碍

全纳社会建设进程。
(二)欧洲区域性全纳教育的未来趋势

1.利用现代数字技术拓展全纳教育的实

践范围

技术与教学的融合有助于满足学生的安

全需要、社交需要、尊重需要、认知需要以及自

我价值实现需要[31]。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欧
洲国 家 和 地 区 出 现 了 教 育 中 断(educational
disruption)问题,突显了在数字时代下发展数

字教育、满足学生成长需要的迫切需求。欧洲

委员会 于2020年 发 布《数 字 教 育 行 动 计 划

2021—2027:重 启 数 字 时 代 的 教 育 与 培 训》
(DigitalEducationActionPlan2021—2027:

Resettingeducationandtrainingforthedig-
italage)(以下简称《数字教育计划》),其目标

之一是促进教育工作者熟练、有效地运用数字

技术,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全纳的教育

和培训,促进更加个性化的、灵活的、以学生为

中心的学习。“发展署”在其2021年度工作计

划中重点关注了疫情对全纳教育的影响,以
《数字教育计划》中的战略目标为导向,拟开展

一项活动来探讨当前全纳教育所遇到的危机、
从中获得的经验与教训,以及如何有效支持易

受排斥的学生接受教育等问题。

2.倾听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

的声音

发展全纳教育,其主要受益主体为有特殊

教育需要的儿童及其家庭,而“发展署”此前的

工作与项目更偏重宏观的政策层面,较少关注

微观的个体层面。“发展署”成员国代表董事

会成员在交流“发展署”的工作走向时,提出了

要在政策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听取学生及其

家庭的意见这一重要主张,指出“发展署”的所

有工作都必须能够真实有效地反映特殊儿童

及其家庭的声音,这是“发展署”在今后的工作

中需进一步关注的领域。在此背景下,“发展

署”于2021年开展了研究项目,以来评估其工

作与学生及其家庭实际需求实现有效弥合的

可能 性,此 项 研 究 的 成 果 被 用 于“发 展 署”

2021—2027年工作计划的制定与实施中。

3.由全纳教育带动全纳社会建设

有关机构更加关注特殊儿童的入学问题,
并在其未来就业中设置“过渡地带”。对于毕

业不久的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来说,全纳教育对

其就业和经济独立有积极影响,但是随着毕业

时间的增加,这种积极影响会减弱。只有政

策、法规和质量标准持续跟进,才能在全纳教

育体系中同步实现学生学习质量的提升和全

纳社会的形成。欧洲国家的决策者在制定相

关政策时,应考虑如何更好地协调学生在不同

阶段的过渡,这就需要着眼于特殊儿童的终身

需要,扩大全纳教育的积极影响。

  四、欧洲区域性全纳教育实践模式对

我国的启示

  将零碎的、局部的、片面的教育经验进行

条理化、系统化、综合化,进而上升为我国教育

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有助于促进我国教育

制度的创新和完善[32]。梳理和分析“发展署”
在成员国和地区发展全纳教育的实践模式,对
我国全纳教育的发展有借鉴意义。我国可通

过建设全纳教育跨区域研究平台、构建全纳教

育政策框架、推进全纳学校领导能力发展、强
化对全纳教师的项目式培训、完善全纳教育专

家支持模式等措施来保障全纳教育质量。

1.建设全纳教育跨区域研究平台,构建全

纳教育指标框架

不同地区间开展全纳教育的合作与研究,
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政策框架,有助于合理管控

各地区的方案,把握全纳教育发展方向。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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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纳教育研究平台主要依托高校,如北京师范

大学融合教育研究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全纳教

育研究中心等。我国全纳教育研究平台尚停

留在地区层面,缺乏国家级的跨区域合作交流

平台,难以准确追踪全纳教育质量和系统推进

各区域的全纳教育发展。“发展署”的教育政

策对成员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加强教育合

作来推动教育改革,并最终达到提升教育质量

的目的,已成为各国的共识[33]。目前,“发展

署”建立了全纳教育网络平台,定期开展研讨

会以共享信息与资源,还构建了一套包含12项

指标的欧洲全纳教育政策实施框架,以帮助国

家内部与国家之间就全纳教育的政策问题展

开讨论,推动了成员国和地区依据该框架完善

全纳教育政策的进程。我国可以在宏观层面

上加强教育资源的合理配置与共享[34],建立国

家全纳教育研究平台,并依据我国国情制定本

土化的全纳教育政策框架,使各地的全纳教育

形成共同的体系,发挥全纳教育政策的引领

作用。

2.推进全纳学校领导能力发展

支撑学校全纳环境的有效管理,离不开领

导者能力的发展。学校领导对学校全纳教育

政策的有效实施发挥着重要作用,其通过引

导、凝聚与规范学校组织团队等方式来构建全

纳的校园文化环境。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我国中小学逐步推

行校长负责制的管理体制。在该管理体制下,
我国中小学校领导力是以校长负责制为主导

的领导团队,通过一系列的相互协调整合而形

成的服务于学校组织目标、确保领导过程顺畅

运行的影响力[35],突显了校长对全纳学校发展

的重要作用。一直以来,我国缺乏对全纳学校

管理者领导力的相关研究,因此要加强对全纳

学校管理者领导力的重视程度,促进全纳学校

领导能力的发展,营造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相

互融合的校园文化环境。“发展署”重视全纳

学校领导对全纳教育的支撑作用,从国家和地

区、社区、学校、个人4个方面强化学校领导者

的角色定位及职责,并设计了支持全纳学校领

导力发展的政策框架,为各成员国和地区提供

反思借鉴的工具,促进成员国和地区全纳学校

包容理念的发展。我国可强化对全纳学校领

导力的相关研究,结合我国实际构建全纳学校

管理者领导力培养政策框架,为各地推进全纳

学校领导力发展提供参考。

3.强化对全纳教师的项目式培训

对全纳教育教师开展项目式培训,可以持

续性地满足学生发展需要。全纳教育教育对

象的异质性与复杂性决定了教师所需能力的

针对性与个别性,而我国的国家级培训计划难

以满足教师的个别化需要。教师教育质量最

终表现为教师人才培养质量[36]。2010年,我国

开展了中小学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简称“国
培计划”),其中包括对普教教师和特教教师的

培训。2020年6月颁布的《教育部关于加强残

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

导意见》指出:“要充分依托‘国培计划’和地方

各类教师培训项目,大力开展随班就读教师培

训,将特殊教育通识内容纳入教师继续教育和

相关培训中,提升所有普通学校教师的特殊教

育专业素养。”[37]目前,“国培计划”的培训内容

与教师的个别化需求还难以匹配,教育行政部

门要最大限度地消弭“国培计划”中供给与需

求之间的矛盾。因此,基于教师多重需求开展

多样化的培训形式是必然的选择[38]。“发展

署”高度重视全纳教师的专业培训,教师专业

学习系列项目是“发展署”所有成员国的最高

优先事项,为此,“发展署”组织开展了一系列

的专业学习项目以促进全纳教师的专业发展。
我国可以在培养全纳教师基本素养的基础上,
依托多样化的项目对其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
以有效满足教师的教育教学实践需求。

4.完善全纳教育专家支持模式

完善全纳教育专家支持模式是保障全纳

教育落地的关键。专家在全纳教育中发挥着

重要的支持性作用。我国重视专家在全纳教

育中的支持作用,在我国《残疾人教育条例》[6]

以及《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39]文件中都提出了要组成残疾人教育专

家委员会,并赋予其评估、安置特殊儿童的职

能。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是一个业务组织

而非实体单位,其日常工作规范难以保障[40],
专家难以有效地发挥对全纳教育的支持作用。
“发展署”为发挥专家在全纳教育中的支持作

用,提出了强化治理机制、筹资机制、能力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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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和质量保障机制的要求,为专家支持全纳

教育的落地提供了保障。在我国,为发挥残疾

人教育专家委员会的职能,特殊教育学校应自

觉成为地区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为支持本地

区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发展全纳教育提供支持

和帮助[41]。各地区的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以及

特殊教育学校逐渐成为为普通学校全纳教育

提供专业支持与服务的机构。这就需要加强

和完善全纳教育专家支持模式,以确保发挥专

家的重要作用,提升全纳教育质量。
“发展署”各成员国在推进全纳教育发展

的过程中,呈现出超国家的融合性以及成员国

和地区之间的共进性。以“发展署”为全纳教

育的跨国研究与交流平台,各成员国和地区在

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完善全纳教

育政策。成员国和地区还将继续以此为发展

战略,在开展超国家层面的项目中继续加强全

纳学校领导力建设、推动全纳教师专业化发展

以及加大专家支持力度。但是,超国家发展规

划主要是集中在政策层面,对各国教育实践的

影响较弱。在完善全纳教育政策框架后,推动

政策愿景从应然走向实然,将是“发展署”下阶

段工作重点。我国可结合国内全纳教育发展

实际,在政策层面加以借鉴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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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andDevelopmentOrientationofRegionalInclusiveEducationinEurope:
BasedontheEuropeanAgencyforSpecialNeedsandInclusiveEducation

YUTianao,WANGZhengqing
(InstituteofInternationalandComparative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Inclusiveeducationisapopulareducationalconceptandpracticalchoiceintheworld.Inthe
processofpromotingtheregionalcoordinateddevelopmentofinclusiveeducationinEurope,theEuro-
peanAgencyforSpecialNeedsandInclusiveEducation(theAgency)playsanimportantsupporting
roleasatransnationalplatform.Withtheinternationalconventionsandagreementsrelatedtoinclusive
educationasitsvalueguide,thesupranationalEuropeanstrategicgoalsasitsactionguide,andthe
transnationalexchangeplatformforinclusionandsharingasitspromotionstrategy,theAgencyin-
tegratescountriesinformationofinclusiveeducationprogress,conductstransnationalresearchpro-
jects,andorganizesinternationalconferencesatvariouslevels.Ithasachievedpositiveresultsinbuild-
ingtheindexframeworkofinclusiveeducationpolicyinEurope,strengtheningtheconstructionofin-
clusiveschoolleadership,promotingtheprofessionallearningofinclusiveteachersanddevelopingex-
pertsupportanalysistools,andhaspromotedthecommondevelopmentofinclusiveeducationin
membercountries.Atthesametime,tobridgethegapbetweenpolicynormsandeducationalprac-
tice,toexpandthescopeofinclusiveeducationpracticebyusingmoderndigitaltechnology,tolisten
moretothevoicesofchildrenwithspecialneedsandtheirfamilies,andtopromotetherecognitionof
inclusiveeducationbythewholesocietyandtheformationofinclusivesocietywillbethefuturedirec-
tionoftheAgency.ThepracticeofinclusiveeducationbytheAgencyhasenlighteningsignificancefor
thedevelopmentofinclusiveeducationinChina.Chinacanpromoteth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
inclusiveeducationfromfouraspects:buildinganationalresearchplatformforinclusiveeducation,
promotingthedevelopmentofinclusiveschoolleadership,attachingimportancetoproject-basedtrain-
ingofinclusiveteachers,andstandardizingthemechanismofspecialistsprovisioninsupportinginclu-
siveeducation.
Keywords:inclusiveeducation;EuropeanAgencyforSpecialNeedsandInclusiveEducation;leadership
building;professionallearning;specialistsuppor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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