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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少数民族教师对特殊教育文化认同的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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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云南省在全国属于特殊教育发展较落后的地区，其特殊教育正处于起步阶段。目前，云南少数民族教

师对特殊教育文化理念是认同的，理解并支持特殊儿童的安置方式，对特殊儿童的态度亦是接纳的。然而，

认同并不等同于实践，在云南尤其是在偏远少数民族山区，由于受经费、专业知识及物质条件的各种限制，

影响了教师对特殊儿童的帮助和教育行为。因此，特殊教育的发展不仅需要各级政府的关注和支持，还要

加强少数民族教师的特殊教育专业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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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是多民族聚居区域，少数民族居住区占云
南省总面积的２／３以上。云南也是我国少数民族人
口最多的省份，少数民族人口达到１５３３７万人，占
全省总人口数（４５９６万人）的 ３３４％［１］。除汉族

外，云南省人口数在４０００人以上的少数民族有２５
个，其中１５个为云南独有的民族。各民族在云南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创造了色彩斑斓、形态各异的民族

文化。

云南在特殊教育发展方面属于全国较落后的地

区，但近年来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自２０１１年以后，
在中央财政的支持下，云南从原有的２７所特殊教育

学校发展到２０１６年底的６４所，已有６７８０名特殊儿
童在特殊学校就读，约占云南省残联实名登记在册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儿童总数的３０％。根据云南省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云南省将积极贯彻国家《特殊

教育提升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中“全面推进全纳
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接受合适的教育”的

精神，努力建立１４６个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和６００余
个特殊教育随班就读基地学校，以此“健全和完善

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随班就读为主体，以送教

上门等多种形式为补充的特殊教育体系”［２］。

文化认同，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



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使用相同的文化符号、遵循共

同的文化理念、秉承共有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是

文化认同的依据。少数民族教师群体对特殊教育文

化的认同意味着对特殊教育思想观念、特殊教育体

制、特殊儿童安置方式等的认同，在学校、班级和课

堂上则表现为对特殊儿童的关怀、尊重和爱心，同时

也表现为积极学习并遵循共同的关于特教文化的理

念，习得特殊教育的思维模式和行为规范，以及掌握

特殊教育的专业知识技能，等等。

目前，云南省有近７０％的特殊儿童在普通学校
随班就读，大部分分布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多

为山区、半山区，且交通闭塞，经济落后，教育水平不

高，特殊教育更是刚刚起步。因此，少数民族教师群

体对特殊教育的文化认同与否意义重大。这不但关

系到整个特殊教育的办学价值、办学方向等路线问

题，而且也涉及如何正确对待特殊儿童的思想观念和

育人环境问题。就此，笔者通过问卷与访谈的方式，对

云南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教师进行了调查，以了解其

对特殊教育的文化认同情况，并在此基础上对云南特

殊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其解决之策进行了分析和建议。

一、调查的相关情况

（一）调查对象

　　各地参加２０１６年云南省特殊儿童随班就读资
源教师培训的教师、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随班就读

乡村小学教师和部分特殊教育学校教师。调查对象

基本涵盖云南省各地区，能够反映云南少数民族教

师群体的大部分情况。

（二）调查方式及基本情况

以问卷调查为主，访谈为辅。调查问卷共计发

放５００份，回收有效问卷 ４３０份，回收率为 ８６％。
其中，少数民族教师问卷为１１９份，占２７７％．被调
查的少数民族教师年龄在３０～４０岁的占５５５％，
在 ４０～５０岁的占 ２６０％；有中大专学历的占
２６０％，有本科学历占７２３％；而教龄在４～１０年
的占２６９％，１１～２０年的占３９５％。另外，问卷的
随班就读教师占５６３％．其他情况还有：问卷教师
所在地区对特殊儿童的教育安置主要是随班就读的

占６０％以上，特殊教育学校占 ３４％，送教上门的
３％；所在地区特殊儿童教育安置在小学阶段的占
６１％，中学占１８％，幼儿园占４％．

二、问卷情况分析

（一）关于特殊教育基本理念的认识

　　少数民族教师认同“特殊教育是为特殊儿童提
供支持和服务的一种教育形式”的比例很高：认为

“非常符合”的占 ２９４％；认为“比较符合”的占
５７１％，高于汉族教师的 ４９８％达 ７３个百分点；
认同“一般”的也占到 １０１％；仅有 ３４％的认为
“比较不符合”，没有人认为“很不符合”。在“特殊

教育能改善特殊儿童的生活状态”的问题上，少数

民族教师认为“非常符合”的占３１１％，认为“比较
符合”的占５０４％，认为“一般”的占１７７％．可见，
高达８１５％的少数民族教师明确认为特殊教育能
够改善特殊儿童的生活状态（以上详见表１）。

表１　关于特殊教育基本理念的调查情况

选项 教师类别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比较不符合／％ 很不符合／％

特殊教育是为特殊儿童提供

支持和服务的一种教育形式

少数民族 ２９４ ５７１ １０１ ３４ ００
汉族 ２９６ ４９８ １７４ １６ １６

特殊教育能改善特殊

儿童的生活状态

少数民族 ３１１ ５０４ １７７ ０８ ００

汉族 ３５４ ４２４ ２０６ １６ ００

　　而在“特殊儿童问题应由家庭和社会来解决，
学校教育很难改变”问题上，少数民族教师认为“比

较不符合”的占 ４５４％，认为“很不符合”的占
２７７％。此外，在“特殊教育能促进社会发展”的问
题上，少数民族教师认为“非常符合”的占４６２％，

认为“比较符合”的占 ４６２％，认为“一般”的占
６７％。这说明，少数民族教师认为特殊儿童教育问
题不能单纯靠家庭和社会来解决，更多的是需要通

过学校教育来帮助特殊儿童获得发展，同时特殊教

育是能够促进社会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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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调查还显示，少数民族教师认为特殊

儿童不但能通过学校教育学到知识，而且盲聋特殊儿

童还可获得一技之长，长大后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

者。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政府在对特殊人群的就

业也有相应的政策支持，比如鼓励残疾人就业、残疾

人创办的企业或接收残疾人的企业可获得纳税优惠

等等。据统计，仅在２０１５年一年云南省就完成残疾
人就业培训达３６０００人次，新增就业６５２５人。此外，
２０１５年云南省还制定了《云南省残疾人就业规定》，
明确了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具体比例，细化了有关部门

和用人单位的主体责任，完善了促进残疾人就业的保

障措施［３］。在云南各地，地方政府也相应出台了各种

帮扶残疾人就业的规定。例如，在大理州的巍山，特

殊儿童如果参加国家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比赛获

前三名奖项者，残联协助推荐安排工作，年龄不足１８
岁的获奖者到１８岁以后再推荐工作。笔者认为，在

某种程度上，正是近年来上述这些政策的颁布与实

施，促使云南少数民族教师更加倾向于认同国家和教

育能够帮助和解决特殊儿童的相关问题。

（二）关于特殊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认识

从表２可知，对于“特殊教育已受到社会各界关
注”的问题，少数民族教师认为“非常符合”的有

２０２％，认为“比较符合”的有２９４％，认为“一般”的
有４１２％。关于“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已和城市一
样受到广泛关注”的问题，认为“非常符合”的占

１１７％，认为“比较符合”的占１７７％，认为“一般”的
占３７０％，认为“较不符合”的占２５２％。此外，有
５１２％的少数民族教师不同意“从事特殊教育这个职
业社会地位很低”的观点，高于汉族教师的４７６％。
这也证明了近年来云南省正在落实特殊教育教师津

贴工作，特殊教育教师社会地位正在稳步提高。

表２　关于特殊教育与社会关系的调查情况

选项 教师类别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很不符合／％

特殊教育已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少数民族 ２０２ ２９４ ４１２ ８４ ０８
汉族※ １５８ ３４７ ３９２ ７４ １９

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已和

城市一样受到广泛关注

少数民族 １１７ １７７ ３７０ ２５２　 ８４
汉族 ７１ １８０ ４０８ ２３８ １０３

从事特殊教育这个职业社会地位很低
少数民族 　７６ １６０ ２５２ ３４４ １６８　

汉族 ６１ １６１ ３０２ １７０ ３０６

　　 ※此项中有３人出现未选择，约占１％。

　　以上数据说明，少数民族教师感受到了国家对

特殊教育的支持力度在不断加强，以及特殊教育受

到了社会各界的关注。从实际情况也能看到，随着

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的实施，各地政府均提高了特殊

儿童生均公用经费以及特殊教育教师的相关津贴待

遇，同时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教师外出参与学

习的机会也日益增多，特殊教育这个职业越来越受

到重视。当然，表２数据也显示，尽管特殊教育在少

数民族地区得到迅速发展，但一部分教师们并不认

为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与城市一样受到了广泛

关注，即有３３６％的教师认为关注度不一样。

（三）关于特殊教育内容及特殊儿童受教育的

看法

由表３可知，对于“特殊教育内容单一、枯燥、

感觉很无聊”的问题，少数民族教师认为“较不符

合”和“很不符合”的占３２８％和１５１％。由于本
次调查的对象中随班就读教师较多（占５６３％），所
以大多数教师对特殊教育充满好奇，需要学习的东

西较多，愿意积极参与学习。这个调查数据在一定

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具体情况。但正如笔者走访的一

位乡村男教师所说：“我们也尽力了，上课时也在给

普通学生打招呼，特殊儿童在学习方面、生活方面都

存在问题，需进一步加强支持。”对于特殊教育而

言，应该教什么内容、怎样教才会使特殊儿童有进

步，则是教师们最大的困惑之一。

在看待特殊儿童受教育的问题上，５３８％的少
数民族教师不认可“对于特殊儿童，很多教师认为

正常儿童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管残疾儿童”的观

点，８１５％的少数民族教师不明确认可“特殊儿童
到学校随班就读，会妨碍正常儿童的教育教学，影响

正常儿童的发展”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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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少数民族教师看待特殊教育内容及特殊儿童受教育的调查情况

选项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 较不符合／％ 很不符合／％

特殊教育内容单一、枯燥、感觉很无聊 ５０ １３５ ３３６ ３２８ １５１

对于特殊儿童，很多教师认为正常儿童

都顾不过来，哪有时间管残疾儿童
７５ ２４４ １４３ ２８６ ２５２

特殊儿童到学校随班就读，会妨碍正常儿童的教

育教学，影响正常儿童的发展
２５ １６０ ３１１ ３０２ ２０２

残疾儿童是不可能念好书的，念了也无用 ００ ０８ ７６ ４０３ ５１３

　　在如何对待特殊儿童的问题上，能够“尊重理
解”的少数民族教师占７３９％，能为特殊儿童“提供
帮助”的占 ３９５％，能“对家长进行宣传”的占

１９３％，“呼吁社会帮助”的占２１８％。（详见表４）
由此说明，少数民族教师对特殊儿童是关心的，愿意

在日常教学或生活中为特殊儿童提供帮助。

表４　关于对待特殊儿童的调查情况

项目 尊重理解 提供帮助 对家长进行宣传 呼吁社会救助 其他

少数民族教师选项占比／％ ７３９ ３９５ １９３ ２１８ １７

　　对于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３１９％的少数民族
教师能给予平等对待，５７４％的能鼓励特殊儿童参
与班级的学习生活，４３７％的愿意做好正常儿童思
想工作、营造温馨班级，２６０％的能积极评价特殊儿
童的进步与发展。（详见表５）这说明少数民族教师
在随班就读的日常教学中并不排斥特殊儿童，他们

能尽量帮助特殊儿童融入班级。实际上，在笔者观

察的课堂中，上课教师在教学中基本能够关注随班

就读对象，提问次数一般都有３～５次，让对象学生
回答比较简单的问题。若部分问题学生不会回答，

老师就让别的同学回答后再让目标对象回答。另

外，教师还能根据学生情况鼓励随班就读学生参与

课堂活动，如语文课让会读的同学先读，然后再叫随

班就读学生跟着读，等等。

表５　关于对待随班就读特殊儿童的调查情况

项目 给予平等对待
鼓励其参与班级

的学习生活

做好正常儿童思想工作，

营造温馨班级

积极评价其

进步与发展
其他

少数民族教师选项占比／％ ３１９ ５７４ ４３７ ２６０ １７

　　除此之外，本次调查还显示：对于特殊儿童有认
知偏差的家长，少数民族教师更多地采取说服教育方

式的占６１３％，同时告知其处理特殊儿童常见方法的
占５２９％；关于教师所在地区如何对待特殊儿童，教
师们认为积极进行救治的占３２８％，送到学校接受教
育的占４６２％；关于所在地区的民众如何看待特殊儿
童的残疾问题上，少数民族教师认同先天遗传的占

７５６％，认为是后天环境影响的占２０２％．笔者估计，
认同先天遗传的比例之所以较高，可能是受到了如下

观念的影响，即认为少数民族居住区多地处偏远山

区，自然灾害频繁，交通不便，形成了小聚居的特点，

少数民族人口近亲结婚及早婚、早育、多孩现象普遍，

致使先天遗传等条件因素不佳。２０００年，云南少数
民族妇女四孩及以上生育率为２７２‰，２００５年以后

全省出生缺陷发生率达到了６‰ ～８‰［４］。另外，有

关研究还发现，由于云南农村地区少数民族文化水平

相对偏低，不良社会文化因素长期入列少数民族儿童

致残原因的前五位。同时，一些少数民族儿童在智力

和认知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缺乏良好的环境刺激或者

父母正确及时的反馈，导致其智力发展受限［５］。

三、结论及讨论

从前述调查情况综合来看，笔者认为，可以得出

如下结论，即云南省少数民族教师群体对特殊教育

文化持认同的态度。

（一）认同特殊教育思想观念

少数民族教师认同特殊教育能够帮助特殊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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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社会，提高其知识技能水平，其中认同“特殊教育

是为特殊儿童提供支持和服务的一种教育形式”的达

到了８６５％。另外，从笔者走访的一些学校情况来
看，也从另一侧面印证了这一结论。例如，笔者走访

的云南省普洱市景东县的一所乡村学校。该校共有

７７０名学生，其中７１０名住校，有２４名随班就读对象
分散在１７个班级中。在笔者多日的观察中，笔者发
现各班级教师其实早已普遍习惯班里有学习特别迟

缓的学生，从不歧视他们，尽力想办法帮助他们，尽量

让每个随班就读学生在学校里快乐地学习与生活。

（二）认同特殊教育安置方式

实际上，问卷调查的少数民族教师所在区域的

特殊儿童普遍的安置方式有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

校随班就读，其中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占到了６０％以
上，随班就读学生在小学阶段的则达到了６１％。这
说明，在云南多数的特殊儿童主要安置在小学阶段

随班就读。从笔者调查访谈的情况来看，国家撤点

并校后，乡镇中心完小普通班一般约有５０人左右，
在大班额情况下少数民族教师对自己班里的特殊儿

童均尽量实施了合理的照管安排，说明少数民族教

师已经认同并熟悉了这种特殊教育的安置方式。

（三）认同特殊教育已受到社会各界关注

约有一半左右的少数民族教师认为“特殊教育

已受到社会各界关注”，这与近年来国家实施特殊

教育提升政策有密切的关联。近五年来，云南省大

力扶持特殊教育，不断新建特殊教育学校，不断增加

特殊儿童生均公用经费。２０１６年，云南省特殊教育
生均拨款经费更是达到６０００元，同时特殊教育教
师的津贴也有了提高。这些都让特殊教育的教师们

深切感受到了国家对特殊教育的重视和扶持。

（四）认同特殊儿童

调查问卷显示，有８１５％的少数民族教师不明
确支持“特殊儿童到学校随班就读，会妨碍正常儿

童的教育教学，影响正常儿童的发展”的观点，而能

够尊重理解特殊儿童的教师占到了７３９％，能为特
殊儿童提供帮助的有３９５％，５７４％的教师则鼓励
特殊儿童参与班级的学习生活。这些数据表明，少

数民族教师对特殊儿童的态度是接纳的，在教学过

程中能够理解这些孩子的能力不足，并不排斥特殊

儿童。除此之外，笔者还在一所乡村小学四年级的

一节随班就读数学课堂中，实际感受到了这种接纳

和认同的真实存在。课堂中老师教授数字排列组合

时，刻意安排了随班就读对象王 ××（男，１０岁，智
力障碍）参与扮演数字的游戏活动，让同学们观察

数字的排列变化情况。其实，在整个过程中这个孩

子基本听不懂教师教的是什么，但却高兴地参与了

活动，小组讨论也积极参加。该班无论是教师或同

学其接纳特殊儿童的氛围均非常良好。在另一次访

谈中，一位特殊教育老师对笔者说：“无论孩子如

何，每一个孩子都应幸福、快乐地生活在校园中。”

四．存在的问题与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本次调查中，由于受调查的教师多为资源教师和

接触过特殊儿童的乡村教师，他们有较专业的教育理

念和自我意识，所以对特殊儿童能倾注更多的关心和

照顾，但这并不代表在广泛的实际教学过程中就不存

在问题或困难。比如，在访谈中就有教师反映，教特

殊教育的孩子跟读，教完其就忘，付出了很多努力，但

学生的进步仍然很小，如一个四年级对象学生至今还

没有学会“６＋４”，仅只会做一些极其简单的题，可一
考试还是会得０分，教来教去一点儿成就感都没有。
就特殊教育存在的问题，笔者认为有如下几点：

１教师缺乏特殊教育专业知识，教学不具针
对性

从笔者的调查或访谈情况来看，很多少数民族教

师普遍反映不熟悉特殊教育的规律或知识，不具备相

关的教育教学能力，加上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均是按

照普通学生来安排，没有针对特殊儿童个人特征的个

别教育计划或内容，因此随班就读学生进步很慢。同

时作为教师，在缺乏专业帮助的情况下，要对特殊儿

童进行特殊、个别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难度相当

大，对此大多数教师深感压力或无奈。其实，这是绝

大多数随班就读所面临的具有普遍性的问题。

２考核标准不合理，不利于随班就读特殊儿童
发展

众所周知，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主要是用学习成

绩排名来考核学校和教师的。在这个指挥棒的挥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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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学校和教师的主要追逐目标就是如何最大限度

地提升学生的学科成绩，以及如何在各种统考中推

高自己的成绩排名。因此，一部分教师很担心在课

堂中如果过多关注特殊儿童就会影响到正常儿童的

教学进度及教学效果，由此完不成成绩考核指标。

实际上，现有考核标准或制度对特殊儿童随班就读

的不利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３教师工作量大，人手不足，影响特殊儿童因
材施教的实施

在笔者访问到的大多数乡镇小学中，由于学生大

量住校，教师往往身兼数职，除基本的教学工作外，还

要负责学生的生活、住宿及晚自习管理等工作，因此

一线教师的工作强度巨大。一些偏远学校的教师往

往星期日下午到校直到第二周星期五下午６点才能
离校，几乎就等同于住校。有些教师为避免在家庭与

学校之间两头奔忙，干脆就带着自己的孩子一起直接

住进学校，以校为家。不仅如此，实施绩效工资以后

由于没有新增工作量的核算，这些教师兼职管理学生

住宿、生活的相关工作是没有报酬的。不难想象，对

这些教师而言，在这样一个繁重工作环境下还要花费

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对特殊儿童进行因材施教、关心照

顾，这是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和艰辛。

（二）建议

１加强教师特殊教育专业知识培训
目前，云南省每年拨付５０００万的特殊教育专

项经费，主要用于相关设备的采购，对特殊教育教师

长期系统的培训的支持力度不大，现在培训主要以

短期培训为主。事实上，长期深入的特殊教育教师

培训尤其是普通学校资源教师系统的专业培训不

足，对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教师的培训也更是缺乏，同

时全省资源教师专业认证工作仍未启动。笔者建

议，除了加大对特殊教育师资培训的经费投入外，国

家还应尽快出台普通学校资源教师工作任务与职责

指导性意见，同时开展相应学时的系统培训与认证，

以此加强特殊教育资源教师的专业培训。

２建立特殊教育支持体系
应该看到，特殊教育需要政府来协调民政、残联、

卫计等部门的多方合作。对此，各级政府责无旁贷。

建议各地政府建立常态的特殊教育支持体系，特别是

对少数民族地区的特殊教育更需全方位的体系性扶

持。此外，考虑到地方政府的区域资源优势和巨大的

统筹能力，建议各级政府、教育部门或残联今后开展

特殊教育试验区课题时尽量将项目交与地方政府，由

地方政府牵头做好各项特殊教育课题研究。

３增加普校特殊教育教师编制
不得不指出的是，就笔者一系列调查或访谈所

触及的情况而言，笔者认为现有普校教师编制已经

远远不能满足今后特殊教育的发展需要。实际上，

无论从哪一个层面来看，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师资

力量目前均已捉襟见肘。因此，笔者建议在教师编

制规划中应尽快确定随班就读学校特殊教育专业教

师的比例，明确并增加编制数量，以保障特殊教育专

业发展的迫切需要。

４给予少数民族地区教师更多的支持
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学校教师工

作量巨大，因此应在教育教学方面给予少数民族地区

教师更多的帮助与支持。除了提高教师的津贴待遇

外，更应为他们提供常态化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

训，特别是需要大力开展随班就读特殊儿童课堂教学

的指导工作。这一方面能促进随班就读教师改进教学

方法、提升教学质量，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对课堂中的随

班就读儿童予以切实的关怀与帮助，提高随班就读课

堂质量。笔者认为，各县、区教育局可将特殊教育资源

中心与现行的教育局教研室工作结合起来，推动城市

与乡村、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共同开展融合教育工作，

共同为特殊教育的孩子们提供更为有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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