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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我国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存在培养目标定位不明确、课程设置不能满足特殊

教育实践需求的问题。在全面分析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及其对师资的需求、特殊教育

师资来源多元化的现实以及特殊教育专业自身特点的基础上,笔者建议本科层次特殊教育

专业以培养发展障碍儿童师资为目标,改革课程设置,完善培养机构自身建设,为我国特殊

教育师资培养做出更加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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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满足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 1986年北京师

范大学在教育学系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本科层次特殊

教育专业。1987 年,华东师范大学在心理学系建立了

特殊教育专业。随后,部分部属重点师范大学、地方师

范院校、地方大学陆续建立了特殊教育专业。1986

年,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招收特殊教育研究方向的硕士

研究生, 1993 年建立了特殊教育学硕士学位点[ 1]。

1997年, 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我国特殊教育学系。

2001年,华东师范大学建立了特殊教育学博士学位

点。25年来,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快速发展,逐步形成

了本科、硕士及博士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为特殊教育

事业培养了大批人才。然而, 随着我国师资培养格局

的巨大变革,随着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提高,本科层次

特殊教育专业原有培养目标与课程设置已经不能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尽管近些年来, 陆续有研究关注

该问题,但改革的步伐依然缓慢。本文试图分析我国

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所面临的问题,并从个人的视

角提出改革的建议。

1  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面临的问题

目前,我国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面临的问题是

社会发展要求特殊教育教师具有更高的专业化水平,

而特殊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培养规格已与社会需求

产生错位。由于专业定位不明确、课程设置不合理,毕

业生适应特殊教育教师岗位工作的能力有待提高。

1. 1  培养目标转向培养特殊教育教师,但定位不明确

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大多设立在教育科学院( 系)

(如,华东师范大学特殊教育专业最初设立在心理学

系,后来在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学院成立特殊教育学

系) ,最初的目的是为中等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培养师

资。20世纪 90年代后期以来, 我国中等师范学校急

剧萎缩, 原有的三级师范教育体系的结构在不到十年

的时间里, 迅速过渡到二级师范教育体系[ 2] 。研究者

认为,随着中等特殊师范学校的调整,高等师范特教专

业的培养目标应该改为重点培养特殊教育学校初、高

中文化课教师和专业技术人员[ 3] 。实践中,本科层次

特殊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也的确在发生变化。2010

年,我们对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

学等 8所大学本科层次特殊教育学专业的培养方案进

行调查发现,培养目标已经转向以培养在特殊教育机

构从事特殊儿童教育、训练的教师为主,但现有培养目

标依然存在大而全的倾向: ( 1)在所服务的特殊儿童类

型上,试图涉及所有特殊儿童; ( 2) 在所服务的特殊教

育机构上,试图涉及/ 各级各类0; ( 3)在所提供的服务

上,涵盖教育、训练与康复服务多个方面。简言之,本

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试图承担培养所有特殊教育机构

教师的使命。然而,由于受多种因素的限制,这一宏图

尽管美丽却难以全部实现。当特殊教育专业试图去承

担所有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任务时, 却黯然发现贪多贪

全的结局是人们对其完成每一项任务的情况都提出很

多质疑。而当特殊教育专业为了完成所有的任务去试

图改变自身时,却逐渐迷失了自己。

1. 2  课程改革不能满足培养目标转变的需求,特殊教

育专业的核心缺陷依然存在

与培养目标的转变相比, 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

的课程改革却步履维艰。

高素质教师的典型特征是具有出色的教育表现和

与之相适应的复杂的合理的知识结构[ 4]。

* 基金项目:华东师范大学/ 211工程0项目/ 中国教师教育政策研究数据库0三期项目/ 特殊教育状况调查0的研究成果之一。
* * 于素红,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特殊儿童课程与教学。E- mail: yusuhong@ sohu. com。

5中国特殊教育62012年第 1 期(总第 139 期) Chinese Journal of Special Education ( Monthly)
1st Issue, 2012 ( Serial No. 139)



教师的知识水平是其从事教育工作的前提条件。教师

知识分为教师的本体性知识、实践性知识和条件性知

识三个方面[ 5]。特殊教育学的一级学科是教育学。

设置在教育学院 (系)的特殊教育专业,其课程设置一

般是教育系的课程再加上部分特殊教育课程。长久以

来,教育系的课程设置受到很多质疑。现有教育学专

业毕业生在素质结构上的致命弱点就是没有学科专

业[ 6]。许多师范院校的特殊教育专业同样不传授学

生今后从事学科教学所需要的学科本体性知识。所教

课程都以特殊教育的基本理论为主,而不是以基层特

殊学校的特定课程为目标[ 7]。本体性知识不足是特

殊教育专业毕业生的核心缺陷。2010 年,我们对 8所

大学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培养方案所做的调查发

现,虽然培养目标转向了以培养特殊教育教师为主,但

原有的课程结构并没有大的改变。8所大学特殊教育

专业的课程设置基本上都包括通识课程 (文化基础

课)、(以教育系课程为主的)学科基础课程、特殊教育

专业课程、教育实习四个板块。一些学校的学科基础

课程、专业课程设置存在下列问题: ( 1)课程设置/ 过于

偏重教育学科本身, 忽视与教育学科相关学科的建

设0 [ 8]。心理学、医学等课程的建设比较薄弱。 ( 2)传

授学生从事具体学科教学所需的本体性知识的课程

较少。目前特殊教育专业的课程建设基本有两种取

向:一种是以学生的障碍类型为导向,开设介绍不同障

碍类型儿童心理与教育的系列课程;另一种是追求特

殊教育学学科体系自身的完整,开设特殊教育社会学、

特殊教育管理学等课程。学生可能掌握了大量的特殊教

育理论,掌握了教育某类特殊儿童的一般性策略,但缺乏

从事具体的学科教学所需要的本体性知识,缺乏领域性

策略,在承担具体学科的教学时力不从心。( 3)课程之

间联系性不强,忽视了知识间的纵、横向联系,特别是

课程之间以及各个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 9]。

学生的学习面虽宽,但宽而不专;什么都学一点儿,都

知道一点儿,但什么都不精[ 10] 。可以说,目前, 本科层

次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普遍缺乏学科本体知识和领

域教学策略,面临着学科教学能力不强的尴尬。

2  寻找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改革方向的出发点

在寻找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的改革方向时,我

们需要认清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及其对师资的

需求,考虑特殊教育师资来源多元化的现实,同时要充

分考虑特殊教育专业自身的特点。

2. 1  特殊教育的快速发展
20世纪 90年代以来, 随着我国经济、文化的快速

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我国特殊教育也迎来了

快速发展时期。特别是 21世纪以来,随着国家对特殊

教育的进一步重视,我国特殊教育领域的诸多方面已

经在发生着剧烈变革。目前以及今后我国特殊教育的

发展与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 1)特殊教育对

象逐步扩大,智力障碍等发展障碍儿童成为特殊教育

的主要教育对象。接受特殊教育的对象从传统的听力

障碍、视力障碍、智力障碍儿童逐步扩大到自闭症、脑

瘫、情绪障碍、言语障碍、多重障碍等多种类型、多种障

碍程度的特殊儿童。以上海市为例, 2010学年度,上海

市在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阶段接受特殊教育的儿童共

有 10243人,其中,视力障碍儿童 156 人, 听力障碍儿童

329人,智力障碍儿童 7774人,自闭症儿童 668 人,脑瘫

儿童 550人,多重障碍等儿童 214人
[ 11]
。( 2)特殊教育

体系逐步完善。在提高特殊儿童九年义务教育入学率

的基础上,我国的特殊教育体系已在向学前教育、高中

及中等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两端延伸,在某些地区已经

形成了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 3) 特殊

儿童安置方式更加多元。自 20 世纪 90年代开始推行

随班就读以来,我国基本上形成了以特殊教育学校和

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要安置形式、同时辅以少量普

通学校特殊班的格局。随着人们逐步认识到随班就读

这种安置形式对某些特殊儿童的教育不足,特殊儿童

的教育安置方式会更加多元,普通学校资源教室(特殊

儿童至少 60%的时间在其中学习)等安置形式会有快

速的发展。( 4)特殊教育质量逐步提高。如果说长期

以来,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原则是/ 普及与提高相结

合, 以普及为重点0[ 12]
,那么随着时代的发展, / 全面

提高特殊教育质量, 促进残疾学生全面和谐发展0[ 13]

已成为必然的追求。很多地区通过优化配置教育资

源、改革课程和教学及加强师资建设等多种措施来提

高特殊教育质量。

显然,特殊教育发展对特殊教育师资提出了多元

的要求:不同类型、不同教育阶段、不同安置形式的特

殊儿童需要多种类型、高素养的特殊教育教师。高素

养的要求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学历要求。到 2010

年,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基本具备专科学历;新增教师基

本具备本科学历;高中阶段教师中,硕士以上研究生学

历达到一定的比例[ 14] ;二是知识结构要求。特殊教育

教师不仅需要特殊教育专业知识,还需要所教学科的本

体性知识以及灵活应对教学实际情境的实践性知识。

2. 2  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的多元化

与普通教育一样, 当今世界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

系日益走向开放、多元,很多综合性大学参与特殊教育

师资培养。我国大批原有独立设置的师范院校合并到

综合性大学后继续承担教师培养的职能,同时,部分原

来就是综合性大学的高校开始介入教师培养[ 15]。随

着国家对特殊教育的重视,很多优秀的综合性大学毕

业生愿意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现实中,特殊教育师资

来源也是多元的。一方面,我国特殊教育专业每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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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人数远远少于实际需求量,而且/随着高校毕业

生的分配实行双向选择、以市场调节为主的就业方式

后, 特教专业原本不多的毕业生流失情况明显增

多0[ 16] 。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任教学科的本体性知识,

特殊教育专业本科毕业生与其他学科专业的本科毕

业生相比,在应聘特殊教育学校的工作岗位上没有竞

争优势[ 17] 。经过实践的比较,一些以学科课程为课程

主体的盲校、聋校认识到在从事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

教学时,中文、数学等专业的毕业生更加适合。非特殊

教育专业毕业生在参加工作后补修特殊教育专业课

程比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补修学科本体性知识要容

易。于是,在有更多选择空间的情况下, / 缺乏教学科
课程知识与技能的特教专业学生已不像原来那样被

看好0 [ 18] 。

2. 3  特殊教育专业自身的特点

特殊教育学是研究特殊教育现象, 揭示特殊教育

规律的科学[ 19] 。由于长期以来,人们把特殊教育规律

理解为脱离特殊儿童具体教学内容的一般性规律,因

此,现实中,特殊教育专业的课程是以教育理论、特殊

教育理论所谓的/ 纯理论0为重心。特殊教育师范毕业

生以教育系课程体系为知识框架, 学习大量的教育

学、心理学课程, 学习大量的特殊儿童教育与心理,个

别教育计划、行为矫正等特殊教育专业课[ 20] 。需要反

思的是,这种方向是有失偏颇的。多种学科在研究残

疾儿童教育、心理和康复方面密切结合和交叉,使特殊

教育学发展成为研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人的发展规

律的一门跨学科的、边缘的、新兴的学科
[ 21]
。特殊教

育学不能仅仅以/ 纯0教育理论为重心。同时,由于特

殊教育学是一门实践性、应用性的理论学科,即使是特

殊教育理论在实践上也必须依托于学科内容。因此,

特殊教育专业要生存、发展,需要改变以理论为重心的

培养方向,要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特别是学科教

学能力的培养。然而,特殊教育学的学科性质、特殊儿

童的多元需要决定了特殊教育专业不可能为使学生

掌握充足的学科本体性知识而开设大量的中文、数学

类学科课程。

特殊教育学学科性质的限制,使得特殊教育专业

需要与其他专业合作才能/ 培养既具有某种文理学科

知识,又懂得特殊教育理论知识的复合型人才0 [ 22]。

因此,在普通教育师资培养的基础上,补充特殊教育知

识、技能的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发展模式即/ 叠加法0成

为必然的选择。此模式不但注重了普通教育的知识、

能力, 还重视特殊教育的专业知识、专业能力的培

养[ 23] 。目前,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 (地区) 在特殊教

育教师培养模式上均主要采用叠加法。以英国为例,

英国并没有专门的师范院校,他们主要依靠普通大学

和院校来培养师资。

特殊教育教师大多需要在取得某个专业学士学位

的基础上,再学习特殊教育专业知识。我国特殊教育

学专业也正在努力运用/ 叠加法0培养特殊教育师资,

特别是从事视力障碍、听力障碍儿童教育的师资。可

能的叠加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主要包括: ( 1)本科阶段

的/ 2+ 20或/ 3+ 10制,即学生用 2 年或 3年时间学习

中文、数学等某类学科课程,然后用 2年或 1 年时间学

习特殊教育专业课程; ( 2)硕士阶段的/ 4+ 20或/ 4+ 30

制,即具有中文、数学等专业背景的本科生再接受 2年

或 3年的特殊教育专业学习,获得硕士学位。( 3)职后

培训,即将或已经在特殊教育学校工作的非特殊教育

专业毕业的教师, 接受系统的特殊教育专业培训。后

两种形式在操作上较为容易。第一种形式需要特殊教

育专业与其他专业更加密切的合作,双方都需要调整

自身的课程结构, 所以在实际运行时会有一定难度。

但是,不管是本科阶段的/ 2+ 20 制,还是/ 3+ 10制都

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

3  促进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建设的建议

那么,我国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的出路何在呢?

是走向某些师范院校教育系停止独立招收本科生的结

局,还是可以在夹缝中生存、寻找到自己不可替代的位

置? 答案无疑是后者。只要我们有充分的危机意识,勇

于顺应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适当调整、改变办学方向,

还是可以在坚守阵地的情况下获得发展的有利条件。

3. 1  以发展障碍儿童师资培养为目标

专业的目标定位是专业发展的方向性选择, 它对

课程体系的构建、实施和评价以及学生将来的社会适

应性会产生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 24]。本科层次特

殊教育专业的发展首先需要调整培养目标。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在一定时期内还无法

达到美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特殊教育教师至少需要本

科的学科教育加上特殊教育专业教育的要求。尽管我

国特殊教育教师职前/ 叠加0培养模式近几年来有所发

展,但其人才培养的规模远远不能适应特殊教育发展

的需求。职后培训由于系统性、教师努力程度等多种

因素的影响,实际的成效还有待改进。因此,本科层次

特殊教育专业如果能扬长避短、准确定位,还是有广阔

的发展空间。如果说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的不足在于

语文、数学等本体性知识不够,那么他们在评估与促进

学生的发展、满足个体差异、处理学生的行为问题、从

事以适应生活为核心的综合性课程教学等方面还是有

着自身的专业优势。现实中,尽管一些盲校、聋校近几

年来更青睐具有学科背景的非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

但以招收智力障碍儿童为主的特殊教育学校还是需要

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从特殊儿童的分布情况来看,

智力障碍等发展障碍儿童的人数远远超过视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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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力障碍儿童,相应地,从事发展障碍儿童教育的教师

会逐步成为特殊教育教师的主体。发展障碍儿童的教

育基本上是以适应生活为核心的, 其课程取向主要是

发展性课程、功能性课程,其课程类型主要是综合性课

程。相对于学科课程而言,它们对教师的学科本体性

知识要求要低些,但是要求教师具有较好的教育学、心

理学学科背景,具有较高的评估学生发展水平、设计课

程、进行有效教学、处理突发问题的能力。因此, 建议

我国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把培养目标定位在以培

养从事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智力障碍、自闭症等发展

障碍儿童教育工作的教师为主。特殊教育专业的本科

毕业生应该能够对发展障碍儿童的语言、数学、认知、

生活技能和社会技能等主要发展领域进行评估, 设计

促进学生整体发展的个别化课程,进行有效教学,具有

对发展障碍儿童进行教育教学的综合能力。

3. 2  改革课程设置

目前,在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通识课程、学科基

础课程、专业课程、教育实习四个课程模块中,为保证

学生综合素养的培养,通识课程一般是学校统一规定

的,而且所占学分比重较大。2010 年所调查的 8 所大

学特殊教育专业中,通识课程学分占总学分比例最低

的是 23. 4% , 最高的是 31. 4%。从 2011 年 9月开始,

很多学校 2008 级师范生将实习 1 个学期,教育实习至

少会占到总课时的 1P8。如果再考虑到撰写毕业论文
还需要大量的时间,实际上留给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

程的空间是有限的。

特殊教育学作为研究特殊教育现象、揭示特殊教

育规律的科学,不仅要揭示一般规律,也要探讨不同障

碍类型特殊儿童在具体发展领域的教育规律。鉴于儿

童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语言与沟通、动作与运动、数

学、认知、生活和社会适应等领域,而且不同类型发展

障碍儿童在同一领域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共性,为培养

具有综合教育能力的发展障碍儿童教师, 建议本科层

次特殊教育专业打破现有的学科基础课程、专业课程

分类,以培养学生多领域的教育教学能力为核心,重构

课程体系:把通识课程、教育实习之外的课程分成两大

类,一类为不同领域教育教学都需要的基础课程,简称

基础性课程;另一类为从事具体领域的教学所需要的

课程,简称领域性课程。

基础性课程可以分为教育学类、心理学类、医学

类、研究方法与评估类四个课程模块。建议在现有课

程基础上适当减少教育学类课程, 适当整合某些普通

教育学类课程与特殊教育学类课程,减少重复。教育

学类课程建议开设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特殊教育

学、发展障碍儿童的课程与教学、教育史( 含特殊教育

史)等课程。心理学类课程建议开设普通心理学、发展

心理学、教育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行为矫正技术、发展

障碍儿童的特征等课程。医学类课程建议开设人体解

剖生理学、特殊教育医学基础等课程。研究方法与评

估类课程建议开设教育科学研究方法、教育测量与评

价、教育统计、发展障碍儿童的评估等课程。

领域性课程可以分为语言与沟通、数学、认知、生

活与社会适应四个课程模块(动作与运动领域的教学

需要教师具有更多的医学、运动学的专业背景,建议由

运动康复专业培养相关师资)。语言与沟通课程模块

建议开设语言学、儿童语言与沟通能力发展、发展障碍

儿童语言与沟通课程及教学等课程。数学课程模块建

议开设儿童数概念的发展、数学学习理论、发展障碍儿

童数学课程与教学等课程。认知课程模块建议开设儿

童感知发展与训练、儿童注意发展与训练、儿童记忆发

展与训练、儿童思维发展与训练等课程。社会适应课

程模块建议开设儿童社会适应理论、儿童生活技能课

程与教学、儿童社会技能的课程与教学等课程。每个

模块既有从事该领域教学所需要的本体性知识,也有

条件性知识,特别是领域性策略。每个领域的课程学

习都要使学生具有评估儿童该领域的发展水平、设计

个别化课程、实施有效教学、进行教育评价的综合能

力。另外,在具体的课程建设上,要处理好理论与技能

的关系,既要重视基本理论的学习,又要注重实践能力

的培养;处理好发展障碍儿童的共性与特性的关系,以

发展障碍儿童的共性为主线,但也要关注不同类型发

展障碍儿童的特点。

3. 3  完善培养机构自身建设

特殊教育专业建设既受外部因素、学科特征的影

响,也受机构自身内部因素的制约。由于多种原因,我

国特殊教育专业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培养机构自身

的建设依然有待加强。2010年我们对 8 所大学特殊教

育专业师资状况所做的调查发现, 师资队伍建设存在

以下问题: ( 1)总体上, 特殊教育专业师资的学科背景

趋向多元, 但结构不尽合理。8所大学特殊教育专业

共有专职教师 73 人,其中 10 人以下的大学有 5 所(最

少的 2人) , 10人以上的有 3 所(最多的 20人)。73名

专职教师中,所学专业为教育学( 含特殊教育、学前教

育) 的 25 人 ( 占 34. 25% ) , 心理学的 22 人 ( 占 30.

61% ) ,其余的专业分布情况是中文 3人、医学 3人、生

物学 2人、哲学 1人、运动康复学 1 人、神经生理 2人、

计算机 1人、手语 1人、情报信息 1 人、美术 1 人、舞蹈

1 人、教育学+ 心理学4 人、哲学+ 教育学 2人、生物学

+ 教育学 1人、医学+ 心理学 1人、教育学+ 音乐教育

1人、思想政治教育学+ 教育学 1 人。中文、运动康

复、医学专业背景的师资相对较少,数学等专业的师资

极为匮乏。( 2)部分学校的师资结构单一。有 2 所大

学特殊教育专业师资的学科背景全部为教育学, 有 1

所大学为教育学、心理学。( 3)少数大学的特殊教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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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基础差,教师研究能力有待提高。一些学校的特殊

教育专业/ 往往在各学科之间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处境艰难0 [ 25] 。因此,为适应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

培养目标的转变、课程设置的改革,培养机构自身必须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增加能够从事发展障碍儿童语言、

数学等领域研究与教学的专职教师,同时要努力提高

研究与教学水平。

4  结语

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特殊教育教师

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也趋

于多元化。面对本科层次特殊教育专业存在诸多问题

的现实,建议相关高等院校根据自身的专业特点,扬长

避短,寻找理性发展之路。笔者认为本科层次特殊教

育专业如果以发展障碍儿童师资培养为目标,以培养

学生多领域的教育教学能力为核心,重构课程体系,改

革课程设置,加强培养机构自身建设,那么将为我国特

殊教育师资培养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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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Problems Involving the Undergraduate

Specialty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and Relevant Suggestions

YUSuhong

( Depart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Abstract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s of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have unclear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the

curriculum fails to cater to the needs of the practice of special education.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tre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 s special education, the demand fo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the diversified sources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 education itself, suggests that the undergraduate

courses of special education should aim at cultivating teachers of children with developmental disabilities, reform

the curriculum, and consumm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institutions, so as to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China.

Key words  the specialty of special education training objective  curricul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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