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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院校开设融合教育课程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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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的特殊教育正在向融合教育转型，但现行的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中缺乏融合教育内容。为了让

师范学生具有融合教育的态度、理念、知识和技能，北京联合大学、昆明学院和成都大学等培养一线教

师的高校，在非特殊教育的师范专业中采用嵌入式、融入式和叠加式等不同方式开设了融合教育课程，

逾千名学生系统学习了融合教育的理念、知识和技能。其结果表明，面向所有师范学生开设融合教育课

程非常必要，项目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关键词：特殊教育；融合教育；教育课程；课程体系；师范教育

中图分类号：Ｇ６４２３；Ｇ７６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６３９（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４３－０５

ＤＯＩ：１０１４０９１／ｊｃｎｋｉｋｍｘｙｘｂ２０１８０５００８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ｏｆ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Ｎｏｒｍａｌ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ｎ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ａｋｉｎｇ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ｎｄ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ａｓｔｈｅＫｅｙ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ＸＵＪｉａｃｈｅｎｇ１，ＬＩＬｉ２，ＭＯＣｈｕｎｍｅｉ３，ＷＡＮＧＹａｎｌｉ４，ＨＡＯＣｈｕａｎｐｉｎｇ５

（１．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ｅｙ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ｏｆ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ｉｎ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４０００４７；２．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Ｐｒｅｓｃｈｏｏｌ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Ｋｕｎｍｉｎｇ，Ｙｕｎｎ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５０２１４；３．Ｃｏｌｌｅｇｅｏｆ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ｇｄｕ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ｅｎｇｄｕ，Ｓｉｃｈｕａｎ，Ｃｈｉｎａ　６１０１０６；４．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１００１０１；５．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ｌｌｅｇｅ，ＢｅｉｊｉｎｇＵｎ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Ｂｅｉｊｉｎｇ，Ｃｈｉｎａ　１００１０１）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Ｃｈｉｎａ′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ｉｎｇｉｎｔ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ｂｕ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
Ｃｈｉｎａｉｓｌａｃｋ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ｇｉｖ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ｈｅ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ｉｄｅａ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ｐｒｏｆｅｓｓ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ｏｆ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ｅｃｏｕｒｓｅｓｗｉｔｈ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ａｒｅｕｓｅｄｆｏｒｔｈｅｍａｊｏｒｓｏｆｎｏｎ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ｖｅｒ１０００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ｌｅａｒｎｔｈｅｉｄｅａ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ａｎｄ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ｈ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ｓｈｏｗｔｈａｔｉｔｉｓｖｅｒｙ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ｆｏｒａｌｌ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ｏｆ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ｔｏｌｅａｒ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ｔｈ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ｉｓ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ｌｙｖａｌｕａｂｌ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ｓｐｅｃｉ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ｒｓｅｓ；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ｅａｃｈｅｒ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一、师范教育开设融合教育课程的必要性及依据

（一）特殊教育向融合教育转型

　　目前，我国特殊教育正在从隔离式的特教学

校教育逐渐向普通学校融合教育转型。在原来的

师范教育课程体系中，“特殊教育”与 “普通教

育”是 “二元”的分离体系，即特殊教育及融合

教育的课程只是在特殊教育专业中开设，普通师

范专业不开设相应的课程。这导致普通师范专业



的学生不了解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使得这些学

生毕业后作为教师在面对接受过融合教育的学生

时往往不知所措。新上岗的师范学生没有接纳残

障①学生所应具备的融合教育的知识、技能以及

相应的情感态度等心理准备，这暴露出我国现行

师范教育②中将教育划分成 “特殊教育”和 “普

通教育”二元体系带来的 “裂痕”。本文课题研

究的目的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积极推动在非

特殊教育的师范专业中开设融合教育课程，让师

范教育的学生在职前教育时期就养成融合教育的

观念，具备融合教育的知识和技能，以适应我国

正在从传统特殊教育向融合教育转型的大趋势。

（二）师范教育应开设融合教育课程

改革开放４０年来，我国师范教育有了长足的
发展，原来以中等师范教育为主体的体系如今已

上升到以本科师范教育为主体的新系统。但是从

办学的内涵来看，为了满足义务教育阶段残障儿

童的教育，如何培养具有融合教育观念与知识技

能的教师就成了当前我国师范教育亟待解决的

问题。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开始在师范教育体系中
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经历了从中等特殊师范教育、

本科特殊师范教育逐步向特殊教育的硕士和博士研

究生教育发展的历程。但是，这种特殊师范教育是

一个仅为特教学校培养师资的相对封闭的系统。导

致这种情形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长期以来人们将

“特殊教育”看做 “为数不多的残疾儿童在特教学

校读书的问题”。

随着特殊教育从传统隔离式的特教学校教育向

普通学校融合教育转型，增设融合教育课程就成为

我国师范教育课程改革十分急迫的要求。目前，我

国融合教育发展快速，已经到了所有从事义务教育

的教师都需要且均应该掌握融合教育的知识、理论

和技能的阶段，而培养与融合教育发展需求相适应

的教师队伍则成为我国师范教育改革与创新的重要

课题和目标。

（三）开设融合教育课程的法规依据

培养具有融合教育观念和专业能力的教师队伍

不仅是我国教育实践的要求，同时也符合我国相关

法律和政策规定。

与培养融合教育教师直接相关的法规是１９９４
年出台、２０１７年修订后实施的 《残疾人教育条

例》。该条例的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 “普通师

范院校和综合性院校的师范专业应当设置特殊教育

课程，使学生掌握必要的特殊教育的基本知识和技

能，以适应对随班就读③的残疾学生的教育教学需

要。”除此之外，现行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

为 《残疾人教育条例》关于在师范院校开设特殊

教育课程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据。而更为直接的上

位法则是我国签署并批准实施的联合国 《残疾人

权利公约》。根据该公约，缔约国应该为残疾人在

各级教育中实行包容性教育④制度和终生学习。这

条法律要求不仅是义务教育阶段要为残疾儿童提供

相应教育，而且还须为各类残疾人提供可供终生学

习的各个层次的融合教育。对此，从大的层面上

讲，我国从事各级教育工作的教师都需要具备融合

教育的观念意识，同时掌握相应的专业知识和

技能。

二、课程设置探索实践

（一）国际融合教育课程设置

　　根据相关文献分析，国际社会也是在隔离式特
殊教育向融合教育转型中，逐渐在教师教育制度内

完善相关融合教育课程体系的，其课程设置主要有

以下三种类型［１－２］：１增强式。在现有课程体系
中增加融合教育内容，例如在现有课程中增加一定

比例的融合教育内容，重点是将特殊教育或融合教

育融入现有的教育体系的理念中。２重组式。对
现有课程进行重组，在结构调整中融入融合教育元

４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①

②
③
④

有关融合教育中的服务对象使用 “残障”为宜，但在国家有关法律文件和引文中，忠实原文仍采用 “残疾”

这一术语。

师范教育 （ｎｏｒｍ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也称教师教育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本文对两者不做区分。
“随班就读”是我国融合教育的一种常见形式，因此这里的 “随班就读”就是融合教育的含义。

包容性教育既是融合教育，英文均为Ｉｎｃｌｕｓ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素，形成新的课程方案。这类课程不仅要解决融合

教育的理念问题，同时还要解决融合教育的实施问

题。３叠加式。在保持原来的课程系统的基础上，
通过新增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学分等途径开设融合

教育课程。例如在原来课程的内容体系上增设特殊

教育或融合教育的学分课程、证书课程和学位

课程。

以上这三种设置融合教育课程的途径或方式，

值得国内融合教育课程设置借鉴。

（二）国内融合课程开设实践

根据文献与实际调查，我国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
为了配合当时发展较快的随班就读，在少数师范院

校尝试开设了特殊教育公共课程①，比如北京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重庆师范大学等。

北京师范大学是在教育学专业中开设特殊教育

公共课程，其对国内在非特殊教育专业的普通师范

专业课程中开设特殊教育公共课程产生了重要影

响。［３］华东师范大学则在现有的课程系统内采用多

点式渗透开设特殊教育公共课程或选修课程。如在

学前教育专业开设 “特殊教育学” “学前融合教

育”课程，在教育学部开设选修课程 “超常儿

童”，面向全校则开设了 “特殊教育概论” “儿童

行为问题与矫正”“融合教育”“特殊教育需要学

生的教育”等课程，此外还利用暑期面向全校选

修 “特殊教育需要课程与教学” “融合学校的建

设”等课程。［４］重庆师范大学是国内省属师范大学

中最先设立特殊教育公共课程的学校。１９９２年在
重庆师范学院 （重庆师范大学之前身）实施教育

部师范司 “世界银行贷款师范教育发展项目 ‘高

师增设特殊教育课程’”中，其在全校范围内开设

了特殊教育公共课程［５］。这一课程一直持续到现

在。除本科高校以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还有一批建
有特殊教育专业的中等师范学校也开设了特殊教育

公共课程。这些学校在升格为师范学院后还继续开

设了特殊教育公共课程。例如，南京特殊师范学

院、泉州师范学院、乐山师范学院、北京联合大

学、唐山师范学院等。［６］

自２０１６年开始，中国教育学会和英国救助儿

童会 （驻北京办事处）伙伴项目 （以下简称融合

教育项目）在北京联合大学、昆明学院和成都大

学三校 （以下简称三校）的非特殊教育的师范专

业中开设了融合教育课程。这三所学校以下述三种

方式进行了融合教育课程的设置。

１嵌入式。北京联合大学在按独立课程引入
融合教育课程未果后②，在该校的师范学院现有的

心理学课程中嵌入了３０％的融合教育内容，并在
学前融合教育课程中增加了融合教育内容。

２融入式。成都大学在教育学的人才培养方
案之内增加了融合教育的必修课程，将融合教育以

独立的课程配置在师范教育课程体系内。

３叠加式。昆明学院在人才培养方案之外增
加了公共选修课程，作为独立课程提供给全校师范

和非师范学生选择，为融合教育发展奠定了广泛的

课程基础。

从三校的上述实际情况看，课程设置的关键在

于以一种可行的途径将融合教育课程融入或增加到

现有师范教育课程的系统中。

三、课程建设与运作实践

（一）课程建设

１统一要求，联系实际
根据融合教育项目的设计，在课程建设上应有

统一的要求。首先，要面向非特殊教育专业的师范

学生开设融合课程。其次，课程统一要求采用权利

视域下的融合教育理念，贯彻联合国的 《儿童权

利公约》和 《残疾人权利公约》，以及 《中华人民

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

法》《残疾人教育条例》《特殊教育第一期提升计

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特殊教育第二期提升计划２０１７—
２０２０》等我国签署并批准的国际公约，国家相关
法律、条例和实施计划，以此作为融合教育课程的

基本依据。再次，融合教育课程要贯彻落实 《残

疾人教育条例》提出的５项原则，即平等教育原
则、零拒绝原则、融合教育原则、全面发展原则和

共同责任原则。

除此之外，融合课程建设还要联系当地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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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特殊教公共课程是指在普通师范学生中讲授特殊教育的理论知识与技能，以适应当时正在兴起的随班就读的需要。

北京联合大学第一次按独立课程申报融合教育公共课未能获得批准，２０１８年再次申报成为全校公共选修课程。



首先，可以按照自己学校的办学特色、学生实际和

特点来进行课程建设。如北京联合大学在面向小学

教育为主的师资中开设融合教育课程，昆明学院以

心理咨询和相关师资培养的要求来开设课程，成都

大学按照学前融合教育师资来建设所需的课程，等

等。其次，结合当地的融合教育的师资需求来进行

课程建设。比如前述融合教育项目要求三校结合当

地落实实施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来安排融合课

程的内容以及编写课程教材，让学生切实可以学以

致用，毕业以后可在当地融合教育中发挥作用。

２在教学实践中完善课程内容
融合教育课程建设不仅要适应地方需求，还需

要在学校多轮的教学周期中不断修改完善自身的课

程内容。例如，昆明学院根据本校实际对融合教育

课程进行了调整修改：第一周期的融合教育课程共

有十二章，在第二周期中则缩减为十章———将原来

的融合教育教师和相关人员等章节浓缩为了一章，

如此可以更好地建设融合教育的整合团队，实现教

师与相关专业人员的结合，建立统一的融合教育支

持团队。此外，昆明学院还对原来分开的融合教育

课程和教学进行整合，让课程与教学实现更为紧密

的关联。北京联合大学则加强落实 《中华人民共

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对残疾儿童对象的相关规

定，注重 “其他残疾”儿童在普通学校的教育，

强调在突出在融合教育背景下，并不仅是要将原来

在特殊教育学校学习的学生 “输送”到普通学校，

更重要的还在于要为在普通学校学习的 “其他残

疾”学生提供有公平且高质量的教育。成都大学

将融合教育导论开设成为学前、小学教育等专业的

必修课程，提升融合教育的课程地位，以此培养学

生的国际化融合教育视野和观念，加强学生对融合

教育的理解和认识。

３不断丰富教材资源建设
丰富的教材资源是课程建设的重要内容。北京

联合大学、昆明学院和成都大学均在项目实施中加

强了课程资源的建设。首先是教学 ＰＰＴ更有质量。
经过多轮教学，三校的教学 ＰＰＴ均得到不同程度
的丰富和完善，观点更精准，条理更清楚，论据更

生动。其次是视频教学资料积累更多。同样，经多

轮教学三校的教学视频更为系统，更为丰富，更加

切合实际，更能体现 “翻转教学”的需要。再次

是教学案例得到积累。三校均搜集了一批适合本校

融合教育课程内容、适合不同专业学生特点、具有

当地融合教育实践特色的教学案例。

（二）课程运作

１基线调查
根据融合教育项目设计，北京联合大学、昆明

学院和成都大学三所学校在融合教育课程开课前均

开展了基线调查。基线调查采用统一问卷，目的是

了解三所学校学生在职前教育期间对融合教育的认

识。下面以北京联合大学２０１７年的基线调查为例。
调查显示，该校学生在学习融合教育课程前，没有

听说过融合教育的占６１％，听说过占３９％，没有
接受过融合教育培训的为１００％；当问及是否愿意
学习融合教育课程时，有 １７％的学生表述愿意，
有７％的学生表示不愿意，有７６％的学生表示无所
谓；学生在第一次融合教育的课堂辩论时，赞成融

合教育与不同意实施融合教育的学生之间爆发了

“激烈交锋”，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这表明师范

学生对融合教育十分关注。然而，将这个２０１７年
基线调查情况，与２０１３年发布的 《北京市中小学

校融合教育行动计划》的要求进行比较就会发现，

此时北京市全面实施融合教育计划已经是第４个年
头，但在其师范院校课程设置中还是没有融合教育

课程，对这些即将在一两年内成为北京市义务教育

新教师的学生而言，他们对融合教育仍旧没有多少

认识和了解。对其他两所项目学校而言，其基线调

查结果类似。这三所学校的基线调查结果充分显示

了在师范院校开设融合教育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２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
在北京联合大学、昆明学院和成都大学三校的

融合教育课程教学活动中，他们首先是强调包括残

障儿童在内每一个儿童的受教育权益，提升在校师

范学生对融合教育的接纳度。三校通过义务教育法

帮助学生理解受教育是每一个儿童的基本权利，让

学生由怜悯态度转变到权益认识，消除歧视，消除

分类，以此形成对融合教育的积极态度，主动了解

融合教育的相关知识。另外，三校还重视师范学生

的情感体验，促进他们从态度情感到实践行动的

升华。

其次是突出要点，抓住融合教育的核心理念。

针对各自在校学生的特点，三校在融合教育课程教

学活动中注重浓缩理论要点、突出关键观点、聚焦

６４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１８年１０月



重点内容，比如加强整体教学活动设计，强化融合

教育中的课程调整、教学策略、行为管理与行为支

持等现场把控及方案设计等。

再次，在课堂教学中，三校均采用了讲授、案

例教学、主题发言、小组讨论、小组演讲及合作学

习等多种教学形式，开展了学生讨论、师生互动、

视频播放等多种教学活动，不仅呈现了材料形式的

多样 （视频、案例等），而且还重视过程性和应

用性。

３建立教育活动实践平台
北京联合大学、昆明学院和成都大学均重视布

置多样、有趣的课后作业，如 “我身边的残疾人”

“尼克·胡哲视频的观后感” “假如我家有一个特

殊儿童，我对学校的期望”“假如我是校长或者教

务主任，我会如何帮助特殊儿童”“我上学期间有

什么特殊需要”“手抄报”等等。同时，三校还特

别注重建立学生融合教育实践的社团或协会以及橙

心爱教育资源中心等，积极链接校内外资源，搭建

学生实习实践平台，以此进一步丰富融合教育教学

活动的内容。

四、融合教育项目成效

（一）接受融合教育课程的学生人数超过预期

原来项目预期北京联合大学、昆明学院和成都

大学三校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大约为４００名，但实
际接受融合教育课程系统教学、教学实践和课程评

价的学生则达到了上千名。这些学生分别来自小学

教育、音乐教育、计算机教育、心理咨询、学前教

育、物理教育、生物教育、体育教育，还有一些非

师范专业的如医学、农学等。通过学习，这些学生

具备了融合教育的基本理念、知识及技能，为入职

后接受残障学生实施融合教育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心

理及专业基础。

（二）融合教育教师团队扩大

经过多轮教学周期，三校开设融合教育的教师

队伍人数出现了增加。比如，三校主授全纳教育课

程的教师人数由最初的２人扩展到了每校４人以
上，其整体教学团队人数达到了１２人。原来只能
在特殊教育专业课程体系中开设特殊教育相关课程

的教师，目前也可以在师范教育的课程体系中开设

融合教育课程。更为重要的是，随着融合教育任课

教师队伍的壮大、专业团队的形成，以及来自教育

学、心理学、音乐学、体育学等多学科背景教师的

不断加入，三校融合教育的学科实力得到了大大加

强和提升。

（三）建立了融合教育的长效机制，项目推广

成效明显

融合教育项目结束以后，三校均在校内建立了

融合教育的长效机制，融合教育以 “潜入式”、

“融入式”和 “叠加式”等方式得到持续开展。

在项目推广方面，融合教育项目实施到第二周

期末时，项目相关方举办了融合教育中期评估成效

展示会，来自全国有开设融合教育课程意向的２６
所师范院校共计４８名教师参加了会议。其中，四
川师范大学、江西豫章师范学院和四川乐山师范学

院作为第二批开设融合教育的师范院校正式启动了

相关工作。另外，融合教育项目还推进了我国教师

资格证书考试增加融合教育内容的工作，而项目学

校所在地区义务教育阶段新教师入职考试亦增加了

融合教育的笔试或面试的内容。

总之，通过在非特殊教育师范专业中开设融合

教育课程，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我国师范教育体系

中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 “裂痕”，在某种程

度上找到了如何在现行师范教育体系中增设特殊教

育课程的途径和方式，并在多轮教学周期中完善了

融合教育课程建设，建立了课程教学模式，形成了

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就此，相关融合教育项目不仅

取得了显著成效，而且还具有良好的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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