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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 十 八 大 以 来，我 国 持 续 加

强孤残儿童保障工作，特殊教育也得

到较快发展。但因我国特殊教育起步

晚、底子薄，特殊教育供需缺口较大，

需进一步加大特殊教育方面的研究与

投入，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兴办更

多特殊教育学校，提升特殊教育学位

数量与供给质量，让更多有特殊教育

需求的孩子得到科学的教育与帮助。

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我国特殊教育起步较晚，基础相

对薄弱。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通过

出台并全面实施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基本实现市（地）和 30 万人口以上且

残疾儿童少年较多的县（市）都有一

所特殊教育学校，即使本县因人口数

量较少没有开办特殊教育学校，也由

地市对辖区内特殊教育学校进行统筹

招生，残障儿童少年受教育机会不断

扩大。此外，我国还加大了对特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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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的支持和投入力度，教师数量持续

增长，教师专业素养、能力、学历也得

到大幅提升，残障儿童少年的潜能得

到极大开发，整体素质不断提高。

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大特殊教育

领域经费投入力度，经费投入总额由

2005 年的 23.58 亿元增长至 2019 年的

187.60 亿元， 15 年间增长了 6.96 倍，

年 均 增 长 率 为 16.42%。2005—2019

年期间，我国在特殊教育领域共计投

入经费 1373.30 亿元，其中特殊教育

学校和工读学校投入经费额分别为

1312.31 亿 元、60.99 亿 元。我 国 特 殊

教育以公办为主，15 年间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投入到特殊教育领域的金额

共计 1331.04 亿元，占同期特殊教育

总 投 入 经 费 的 96.92%。2005—2020

年间，特殊教育学校数由 2005 年的

1593 所增长至 2020 年的 2244 所，年

均增长率 2.32% ；在校残疾儿童总人

数由 2005 年的 36.44 万人增长至 2020

年的 88.08 万人，年均增长率 6.39%，

其中 2015—2020 年每年比上年的增

长率均超过了 10% ；专任教师人数从

2005 年的 3.19 万人增长至 2020 年的

6.62 万人，年均增长率 5.01% ；在普

通学校随班就读与附设特教班就读的

残疾儿童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占特殊教

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呈下降趋势，表

明更多残疾儿童能进入特殊教育学校

学习。但特殊教育发展中还存在一些

问题 ：

（一）特殊教育学位供需不平衡。

特殊教育学校受扩建建设用地、资金

投入、教师资源等因素影响，所提供

学位数远小于有特殊需求的学生人

数，特殊教育学校的学位申请相对困

难，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与附设特教

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招生数和在校生

数依然占到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

49.63%，也就是说有近半数需接受特

殊教育的儿童少年无法进入专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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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学校学习，只能在普通学校

随班就读。普通学校特教教师人数有

限，随班就读儿童所能接受到的特殊

教育相对较少，普校教师特教经验及

课程专业性和针对性都较特殊学校偏

弱以及校园歧视等，不利于残疾儿童

的长远性发展。

（二）特殊教育范畴有待拓展。我

国当前特殊教育研究大都针对狭义特

殊教育，指运用特殊方法、设备和措

施对特殊对象进行教育，为特殊对象

提供学习、行为矫正和训练，以达到

使他们掌握知识、弥补缺陷、培养能

力、健康身心等目的，其中特殊对象

包括盲、聋、哑、弱智儿童教育等有身

心缺陷的人。特殊教育范畴还有待进

一步拓展，广义特殊教育对象还应包

括多动症、阅读书写障碍、抑郁症、上

网游戏成瘾等儿童少年，以及其他有

异于常规普通教育需求的儿童少年。

（三）师资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特

殊教育教师资源匮乏，即使是在北京

这样的一线城市，财力、物力、人力等

各类资源都十分丰富的地方，特殊教

育依然是稀缺资源，不少特殊儿童少

年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很少有普通

学校能保证配备专职特殊教育教师，

而特殊教育教师经常身兼数职，难以

将精力专注投入到特殊教育中。同

时，特教教师参加专业培训机制不健

全，其专业水平、业务能力提升难以

保证，自我提升空间有限，再加上学

生特殊教学上难出成绩，职称评聘不

占优势，评优评先、晋升空间均受限，

教师们普遍获得感不强。

促进特殊教育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多措并举，加大特殊教育经

费投入。一是继续加大财政经费投入

力度。在原有基础上，持续加大财政特

殊教育经费投入力度，扩大现有特殊

教育学校的办学规模，或者在条件允

许的地区新建一批特殊教育学校，在

普通学校加强资源教室和无障碍设施

等硬件建设的同时，做好随班就读建

章立制、师资培训、巡回指导等软件建

设工作 ；建立健全针对残障儿童少年

等特殊困难群体的学生资助政策，让

更多残障儿童少年有机会享受公平受

教育的权利。二是完善财税政策，通

过个人所得税捐赠专项扣除、企业所

得税捐赠减免等政策，引导与激励更

多的个人和企业向特殊教育学校与机

构进行捐赠，让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到

特殊教育中来，或者为超过一定岁数

残障少年提供实习机会，帮助其成长

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三是搭建好爱

心平台，鼓励更多的社会慈善资金进

入特殊教育中，在保证特殊教育公益

性的前提下，探索最有实效的公益模

式，实现特殊教育资金来源的多元化。

（二）拓展特殊教育范畴，让更多

学生成为受益者。一是加大特殊教育

工作宣传力度，拓展现有特殊教育范

畴。通过相关部门多渠道、多途径、

多形式宣传，提高社会各界对特殊教

育工作、教师及有需求学生的关注度

和重视度，在现有特殊教育基础上，

拓展特殊教育范畴，让接受特殊教育

群体不再局限于身体残障儿童少年，

而是将其作为素质教育的一种，将阅

读书写障碍症、多动症、网络游戏上

瘾以及其他心理问题等相关教育均

纳入特殊教育范畴，积极引导更多社

会力量参与到特殊教育事业中来，让

更多有特殊教育需求的家长和孩子

求助有门。二是强化随班就读支持保

障体系，明确普校在承担特殊教育工

作中的角色和主要职责，建议在普校

相关考核考评中，将特殊教育教师配

置情况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切实转变

普校普遍存在的“特殊教育是特殊学

校职责”思想观念。要求每所普通学

校均至少配备一名专职特殊教育教

师，规模较大、学生人数较多的学校

可以酌情增加人数，或者按 300：1 师

生比的比例配备，提高普校师生对特

殊儿童少年随班就读的包容度，实现

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有机融合。三

是注重家校合作。特殊教育具备与普

通教育显著差异的特点，许多孩子的

缺陷具有隐蔽性，需要家长与教师用

心感受及时发现潜在问题，帮助孩子

们树立信心，扬长避短，促进其个性

化发展。

（三）优待与监管并重，强化特殊

教师队伍建设。一是提高特殊教育教

师待遇。增强其获得感，让更多人愿

意参与到特殊教育事业中来，通过给

予特岗津贴、职称评定、评优评先等

方面优待政策，充分调动特殊教育教

师工作积极性，让特殊教育教师岗位

成为“进得来、留得住”的香饽饽。二

是加大对特殊教育教师的管理。一方

面要设定准入门槛，只有具备特定要

求的人员才能成为特殊教育教师 ；另

一方面要加大培训力度，不仅要对特

殊教育学校全体教师，也要对普通学

校特殊教育岗位教师，开展定期与不

定期专业知识、道德素养等相关培

训，提升其作为特殊教育师资的业务

素养、教学水平和专业能力。三是注

重特殊教育教师的监督。对于经投诉

举报、查实后确认德行有亏的部分特

殊教育教师，一定要坚决将其清除出

特殊教师队伍，让更多有责任心、有

爱心的优秀教师参与到特殊教育事业 

中来。

（作者单位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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