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４２（２）：６３～６６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特殊教育研究】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３－１５
基金项目：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计划－陕西省重点实验室评估奖励补助及培育建设项目 “陕西省行为与认知

心理学重点实验室”（２０１６ＳＺｓｊ－２９）；陕西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项目 “特殊教育学校送教上门模式

现状与问题”（ＪＣＪＹ０１３）。
作者简介：石润泽 （１９９７—），男，陕西西安人，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残疾儿童心理研究；兰继军

（１９７２—），男，陕西延安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全纳教育与残疾儿童心理研究。

特殊教育送教上门工作中的心理服务研究

石润泽，兰继军

（陕西师范大学 心理学院暨陕西省行为与认知神经科学重点实验室，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２）

摘要：当前我国各地区针对重度残疾儿童积极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同时制定相关的实施细则，但研究发

现，各地区送教上门服务普遍存在送教频次低、教学效果差等问题。因此，建议从儿童的心理健康建设

入手，一方面提升送教教师队伍的心理干预和服务水平，另一方面扩大送教服务的范围，将重度残疾儿

童的家长作为服务对象之一，以此来帮助残疾儿童家庭获得社会支持。通过心教结合的新模式，培养和

增强残疾儿童的自信心，为其后续进入学校学习以及社会实践提供良好的基础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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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残疾儿童送教上门的实施现状

送教上门是我国目前针对义务教育阶段适龄重度

残疾儿童开展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其能让每位儿童

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根据教育部相关规定，各省、

自治区、直辖市应当根据当地具体情况自行制定送教

上门的实施细则。但根据调查显示，各地区针对送教

上门实施的要求普遍较低，送教效果不明显。

（一）送教频次低，教学效果差

以陕西省、河南省和天津市为例，陕西省要求

送教上门工作要根据服务对象个别化教育计划和具

体情况开展，每月至少送教２次 （不含假期），每

次至少２个课时［１］；河南省原则上要求每周送教２
次，每次３课时，每学年不少于２１６课时［２］；天津

市要求送教上门原则上每周 ２次，每学年不少于



２４０课时［３］。由于在有限的送教时间里，送教教师

难以向重度残疾儿童传授足够的学科知识，导致其

学习进度及知识掌握程度远远落后于在校学习的学

生。夏乐峰调查发现，超过９０％的送教教师的单
次送教时长少于１个课时，再除去路程中所耗费掉
的时间，实际的送教时间更是短于１个课时，甚至
只有半个小时［４］。由于送教上门体系不完善，加

之许多重度残疾儿童家长由于自身能力的限制或是

缺乏对学科知识的重视，难以配合教师进行课前预

习和课后巩固复习，导致送教上门的教学效果并不

明显。因此，送教上门服务实际上变成了送 “温

暖”上门服务，且往往流于形式，送教教师普遍

以关怀体贴重度残疾儿童为主要目的进行送教，这

虽然符合送教上门的要求，但对于长期居家的重度

残疾儿童在学科知识上的提升可谓是杯水车薪。

（二）送教教师自身专业能力有限

送教上门工作一般由残疾儿童学籍所在地的普

通学校或特殊学校教师执行，送教上门服务的质量

与送教教师自身的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与学校的

教学环境相比，送教上门的环境更加复杂，且不确

定性因素较多。面对重度残疾而无法进入学校学习

的儿童，送教教师不仅需要具备专业知识，更需要

具备过硬的心理素质，而大部分送教教师往往缺乏

正确的教学方法。付佳通过调查发现，有 ７８８％
的送教教师感到自身专业能力不足，不能胜任送教

工作［５］，加之残疾学生本身获得的社会支持度不

高，存在自卑、焦虑等心理特点，而送教教师在心

理服务方面的专业水平也相对欠佳，因此，二者很

难建立稳定的共情关系。此外，送教教师的态度也

与送教质量相关，据调查，残疾人工作者的内隐残

疾态度和外显态度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残疾人工

作者的内隐残疾态度要比外显残疾态度消极，二者

之间存在分离现象［６］２１，部分送教教师本身就对残

疾儿童存在一定的偏见，在送教过程中持消极态

度，所以，送教教师与残疾学生之间难以建立亲密

的关系，送教效果无法达到预期的要求。

（三）送教内容与残疾儿童结合度低

目前，我国各地区的送教服务普遍要求结合学

科教学并且有针对性地开展，一方面，要求送教教

师参考教育部门印发的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课程

标准进行学科教学；另一方面，要求学校结合残疾

儿童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教学方案与补偿训练，

这一规定事实上提高了送教教师在送教服务过程中

的灵活性，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送教教师往往

倾向于学科教育而疏于对重度残疾儿童具体问题差

异化的关注。董桂林的调查显示，普通小学送教教

师的送教内容主要以生活适应和生活语文为主，但

在具体内容方面与重度残疾儿童的实际接受能力差

距较大［７］；袁建指出，为儿童提供包括康复训练在

内的送教课程，其送教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儿童的认

知能力和适应生活、适应社会的能力［８］，而不仅仅

是学科知识的提升。由于送教教师日常的教学内容

与重度残疾儿童的需求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送

教上门服务在内容的确立上也缺少了对残疾儿童普

遍性与特殊性的结合，致使残疾儿童在学科知识方

面接受度差，针对性康复训练的效果也不尽人意。

二、心理服务在送教上门中的积极作用

从目前我国送教上门的发展状况来看，大多还

停留在形式阶段，难以最大程度地发挥送教上门服

务的特点和优势。因此，我们可以转变思路，相较

于送 “温暖”上门服务及其不显著的教学效果，不

如将送教上门的重点聚焦于提高重度残疾儿童的心

理健康水平，这样不仅能够丰富送教上门的开展形

式，同时也符合我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

（一）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由于重度残疾儿童长期待在家中而严重缺乏社

交，所以可能会产生抑郁、焦虑以及自卑等心理问

题，据调查，残疾人心理服务需求量大，现有心理

健康服务覆盖面窄［６］２１，许多残疾人的心理服务需求

得不到满足，这其中就包含很多因重度残疾而无法

进入学校学习的儿童。此外，一个人的身心健康，

尤其是心理健康状况，除了自身调节之外，社会支

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良好的社会关系和社

会支持有利于维护个体的身心健康［９］。一般家庭对

于残疾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重视程度相对薄弱，残

疾儿童难以得到应有的社会支持，如果送教教师能

够对重度残疾儿童进行科学、正确的心理危机干预，

同儿童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结，建立积极健康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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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有效地提高其社会支持度，对于残疾儿童形

成自立自强的健康人格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二）为残疾儿童后续学习奠定基础

对于重度残疾儿童而言，送教上门并不是一个

长久、持续的服务过程，而是一个阶段性的教育安

置手段，在残疾儿童具备基本的学习能力和掌握基

础知识的情况下，将来依然有可能进入学校学习。

在送教上门初期阶段，相比于效果并不显著的课程

辅导，将心理健康服务作为主导，能够为重度残疾

儿童后期进入学校学习或是参与社会实践奠定良好

的基础。送教上门中 “一人一案”的指导方针为

送教教师进行个别化精准培养提供了很大的发挥空

间，送教教师有机会将自身的教育资源充分聚焦于

残疾儿童身上，通过与残疾儿童建立心理治疗关

系，进行具有针对性的心理咨询与疏导，不仅能在

有限的时间里最大程度地发挥送教上门的优势，同

时也可以为儿童提供进一步学习的信心和动力。

（三）为残疾儿童家长提供支持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塑造社会成员的健康人格，培育自尊

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而体系的

建设，需要通过多种渠道加强心理科学知识传播，

切实提升全民心理健康素养，培育良好的生态环

境。重度残疾儿童由于身心缺陷，活动范围有限，

社会接触几乎为零，家长作为残疾儿童的直接接触

者，由于长期背负的心理包袱和日常操劳所产生的

疲劳和倦怠感等直接作用在孩子身上，也可能会让

孩子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如缺乏自信、自尊感

等，进而影响残疾儿童的身心健康。利用送教上门

来弥补残疾儿童在家庭教育中的不足，在送教工作

中注重心理服务并将服务对象延伸至家长，切实改

变以往 “等人上门”的心理服务模式，直接面对

家长的心理障碍与困惑，为其提供心理援助，不仅

可以提升残疾儿童的心理健康水平，而且可以增强

家长的自信心，进而更好地配合学校，发挥家校合

作的优势，为重度残疾儿童提供更多的社会支持，

同时也能够满足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需要，丰

富其内容和形式。

三、针对送教上门中心理服务建设的对策和建议

（一）组建多学科送教教师队伍

　　送教教师队伍作为提供送教上门服务的主体，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送教上门服务的质量。由于送

教工作具有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等特点，为了更好地

为残疾儿童提供心理辅导，组建一支层级分明、分

工明确、各司其职的多学科送教教师队伍显得尤为

重要。首先，有序组织当地社区的退休教师或成立

大学生志愿者队伍，针对重度残疾儿童开展服务活

动，旨在丰富残疾儿童的社交活动，并对残疾儿童

的一般心理问题进行初步了解，以便送教教师结合

其实际情况开展送教服务工作。其次，重度残疾儿

童所在校区的送教教师需具备必要的心理服务知识，

在对残疾儿童一般心理问题具有一定了解的情况下

开展心理辅导，旨在帮助残疾儿童进一步提高社会

适应能力并促进良好人格的形成，为其后期进入特

殊学校学习奠定基础。最后，由具有专业心理健康教

育资质的心理辅导教师或特殊教育教师定期为学区送

教教师开展心理服务技能督导工作，帮助送教教师解

决在心理服务过程中的问题和疑惑，同时，可根据具

体的需求对重度残疾儿童的家长开展心理咨询与干

预，以减轻送教教师的工作压力。心理康复是一个长

期的调节过程，需要一批具备心理学专业素养并且掌

握心理治疗方法的服务人员作为残疾人心理康复的保

障，因此，要不断加强对送教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技能

培训，特别是心理干预和服务等有关内容的学习，让

每一位送教教师都能够较为深入地了解和学习专业的

心理服务知识，提高送教上门服务的质量。

（二）实行心教结合的新模式

对送教上门中的心理服务进行规范化管理可从

两方面入手，一方面，对学校内部教师进行专业技

能培训；另一方面，可与校外心理服务机构进行合

作，聘请专业的心理学工作人员，实行专业心理服

务人员与送教教师合作的 “心教结合”模式。通过

不断的学习和实践，让送教教师能够逐渐掌握心理

服务的技能，这样，不仅可以给心理学专业水平相

对薄弱的送教教师提供一个锻炼的机会，还能够依

托专业的心理学工作人员准确地对重度残疾儿童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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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初步的心理健康状况了解与干预，对于有较严重

心理问题的残疾儿童，建议其转介到专业心理服务

机构进行治疗与帮助，待其基本康复后，再根据其

具体情况判定是否需要继续进行送教上门服务。相

较于常规的心理咨询而言，送教上门中心理服务的

特殊之处在于主动性，由具备基本心理服务技能的送

教教师和专业的心理学工作人员主动走进困难家庭提

供心理服务，以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为政策支撑，

同时与送教上门相结合，与重度残疾儿童建立联系。

（三）延伸和拓展服务对象

送教上门服务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为了进一步

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效果，应适当对送教上门中心理

服务的对象进行扩展，将重度残疾儿童的父母作为

心理服务的对象之一，对其进行心理干预和援助。

据研究显示，残疾儿童家长普遍存在较严重的心理

压力，在生理方面表现为疲劳、乏力、失眠、睡眠

质量差等；在心理方面表现为焦虑、痛苦、抑郁、

怨恨、恐惧、自责、愧疚、绝望、不知所措、注意

力不集中、工作效率低等。这些心理压力主要来源

于家庭的经济困难、家长对孩子终身照顾的担忧、

家长对孩子康复教育缺乏成就感、社会民众对孩子

和家长的歧视、家长对孩子的过度保护等方面［１０］。

因此，残疾儿童家长对于心理疏导与帮助有着较大

的需求。其实，在对残疾儿童家长进行心理援助的

同时，也是对残疾儿童的社会支持进行不断巩固和

加强的过程。研究表明，家庭对于儿童的残疾发生、

康复、教育等具有直接的影响，而家庭关系、家庭

照顾又与残疾老人的寿命及生活状况密切相关［１１］。

因此，为残疾人家庭提供心理防护与干预，使其家

庭功能得以充分发挥，对于残疾儿童的康复有着积

极的影响。

（四）健全送教上门中的心理服务支持体系

构建心理服务体系，对于提高残疾人身心健

康，促进社会文明进步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目前

残疾人家庭尤其是家长的社会支持系统极不完善，

例如：缺乏法律上的针对性支持、社会资源的相对

匮乏、教育训练乃至心理康复有效技术的缺乏等。

健全送教上门服务体系，创新发展心理服务的新形

式是一项系统的工作，为保证其顺利实施，必须在

政策和组织机构的建立、经费等方面提供充分的保

障。我国正处于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时

期，因此，我们可以此为契机，将送教上门中的心

理服务纳入体系建设当中，以体系为支撑，同时又

可丰富体系建设的渠道，由政府部门带头，以社区

为单位进行调研，了解重度残疾儿童家庭的基本需

求，学校、专业心理服务机构以及社区要充分结

合，做到权责分明，建立针对残疾儿童及家庭较为

完善的心理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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