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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术会议看中国特殊教育学术发展热点

———基于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中国特殊教育学术会议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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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学术会议的视角出发，能够反映中国特殊教育学术发展的实际热点。对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１２９场

特殊教育学术会议的地点、类型、主办单位、参会人员以及会议主题进行研究分析，发现近年来中国特

殊教育学术研究活跃，融合教育、课程与教学、特殊教育支持保障体系建设等主题成为当前特殊教育学

术发展的热点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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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特殊教育学科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形成了

特有的话语体系、概念范畴和研究问题等，学科建

制得到完善和规范，显现出独立学科的气象。［１］在

特殊教育学科深化提升过程中，学术会议交流成为

学科建设的重要指标，举办学术会议的数量和质量

直接影响着学科建设发展的前景。学术会议是一群

具有同样专业知识背景的人，为研究问题、交流信

息、获取知识、达成共识等目的，在特定的时间和

地点聚集，按照一定的规则所进行的交流、讲解、

讨论等活动。［２］这种在短时间内围绕议题开展密集

的学术交流活动，能够帮助参会者快速了解该领域

的研究最新成果、促进参会者学术交流和自我思

考、激发学术的动力和灵感。因此，通过对学术会

议的归纳分析，将有助于研究者快速掌握近期学术

研究的热点、趋势，对学术研究者有较好的指导意

义。陈定权、邱均平等学者已使用这种方法研究了

不同学科领域的研究热点，并证明了这种研究方法

的可行性。本文通过收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在中国
召开的１２９场特殊教育学术会议信息，分析学术会



议的基本情况和研讨主题，探讨特殊教育学术发展

的热点，并展望未来特殊教育的学术热点。

二、数据来源及方法

本文所讨论的特殊教育学术会议的范围是指在

中国召开的以特殊教育或教育康复为研究主题的区

域性学术会议①。研究者整理公开的学术会议通知

文件，使用主流搜索引擎检索相关关键词，从新闻

报道等资料中提取学术会议信息。通过初步整理获

得的数据，再依次以主要主办单位、主要信息发布

平台、主要参会专家和会议名称等信息进行多次排

查，尽可能详尽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特殊教育学术会
议信息作为样本数据，录入 Ｅｘｃｅｌ中，以便于后期
处理。

本文使用Ｅｘｃｅｌ的分列、排序、分类汇总、去
除重复和筛选等功能，对样本数据进行基本的数据

统计分析，包括会议主办地、会议名称、主办单

位、参会人员、活动形式、会议主题等。使用

ＮＬＰＩＲ汉语分词系统对会议名称和会议主题进行分
词，整合同义词，再使用Ｅｘｃｅｌ统计高频关键词。

三、学术会议基本情况

（一）会议数量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中国共计主办１２９场特殊教
育学术会议，其中，２０１７年在大陆地区主办的会

议有３１场，在港澳台地区主办的有９场；２０１８年
在大陆地区主办的会议有２４场，在港澳台地区主
办的有１４场；２０１９年在大陆地区主办的会议有３８
场，在港澳台地区主办的有１３场。在全部学术会
议中有２６场学术会议为连续性的活动，如海峡两
岸特殊教育高端论坛已累计主办至第五届。近年来

也涌现了大量的 “首届”新办的学术会议，如首

届全国 “融合教育的发展与挑战”研讨会、全国

首届关爱自闭症儿童公益论坛等大量体现特殊教育

发展新趋势的学术会议。除特殊教育专题学术会议

外，也有教育学或医学学术会议开始增设特殊教育

分论坛，如２０１８年８月２５至２６日在北京市召开
的中国听力语言论坛开设康复教育学分论坛。

（二）会议主办地

中国３４个省级行政区中有２４个地区均主办过
１次及以上特殊教育学术会议，如表 １所示，其
中，台湾地区、北京市、浙江省分别以２７次、１６
次、１４次为中国特殊教育学术会议最为活跃的地
区；江苏省、广东省、上海市等沿海地区的特殊教

育学术会议也较为活跃；未主办过特殊教育学术会

议的省份多为中西部地区。从主办的城市来看，台

北、北京、上海、杭州、澳门和南京分别主办 ２２
次、１５次、８次、８次、５次、５次特殊教育学术
会议居于全国前列，这些城市绝大部分都分布在我

国东部沿海地区。

表１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中国特殊教育学术会议主办地分布

序号 省份 次数 序号 省份 次数

１ 台湾地区 ２７ ９ 福建省 ５

２ 北京市 １６ １０ 香港特别行政区 ４

３ 浙江省 １４ １１ 黑龙江省 ３

４ 江苏省 １０ １２ 河南省 ３

５ 广东省 ８ １３ 四川省 ３

６ 上海市 ８ １４ 湖南省 ２

７ 山东省 ７ １５ 重庆市 ２

８ 澳门特别行政区 ５ １６ 吉林省 ２

４２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４月

①“区域性学术会议”特指中国大陆地区两省市及以上地区共同主办的学术会议；港澳台地区单一地区或多地区
共同主办的学术年会议。



续表１

序号 省份 次数 序号 省份 次数

１７ 云南省 ２ ２６ 山西省 ０

１８ 湖北省 ２ ２７ 天津市 ０

１９ 辽宁省 １ ２８ 海南省 ０

２０ 江西省 １ ２９ 贵州省 ０

２１ 陕西省 １ ３０ 甘肃省 ０

２２ 内蒙古自治区 １ ３１ 青海省 ０

２３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１ ３２ 广西壮族自治区 ０

２４ 安徽省 １ ３３ 西藏自治区 ０

２５ 河北省 ０ ３４ 宁夏回族自治区 ０

（三）会议名称

学术会议名称仅寥寥数字，却囊括了本场学术

交流活动的会议类型、会议范围、研讨主题等基本

要素。学术会议的类型有研讨会 （６０９％）、论坛
（３５７％）和学术年会 （１０２％）三类。研讨会是
学术会议的主要形式，是为研究和讨论某一问题而

专门组织的具有学术性质的会议，［３］其对发言者有

一定要求。论坛作为更加侧重公众发表相关观点，

能够激发更多的特殊教育从业者参与学术交流。学

术年会则是具有制度性的学术会议形式，其除了具

有较好的延续性、学术性外，还具有规模性、主题

性和参与性的特点。也有部分的学术会议兼具了两

种不同的会议形式，如２０１８年８月１０日在辽宁省
大连市召开的两岸融合教育课程规划研讨会暨特殊

教育学校校长高端论坛。

学术会议的名称非常明确地体现了本场学术

会议的受众范围。学术会议的受众范围有海峡两

岸交流 （１３７％）、全国性 （２５６％）和国际性
（１８５％）等多个级别。在特殊教育学术领域，海
峡两岸的文化交流较为频繁，搭建起了沟通民心的

桥梁。其中，有２５％以上的学术会议是面向全国
的，嘉宾和参会者来自全国各地，充分地体现了学

术会议的全国性。我国特殊教育发展整体起步较

晚，特殊教育学者积极学习全世界特殊教育发展的

优秀经验，以促进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近年来国

际性学术会议的数量有所增加。但大部分的国际会

议完全由中方发起主办，仅５场国际会议有国外组
织参与主办；此外，国外的嘉宾比例较低，仍以中

国特殊教育工作者参与为主。值得关注的是，近年

来，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范围的

特殊教育学术会议数量有所增加，体现了各地间的

学术会议合作增强，这将增进彼此间学术交流，并

通过分享和借鉴各地优秀经验，促进区域的特殊教

育发展。

如表２所示，从学术会议名称中可以发现，学
术会议的研究主题包括特殊教育 （４１９％）、融合
教育 （２１８％）、教学 （１４１％）、康复 （８６％）
和课程等关键词，这与后文的主题分析结果基本保

持一致。一部分的学术会议名称还直接体现了所关

注的特殊儿童障碍类型，包括自闭症 （１０９％）、
听力障碍 （７３％）和智力障碍 （５５％）三类。
这一比例也基本符合现在特殊教育生源类型的比例

和发展趋势，特殊教育从关注视障和听障两类儿

童，到关注自闭症儿童和智力障碍儿童的变化。自

闭症儿童在特殊教育学校生源比例逐步增加，成为

特殊教育学校教育教学面临的主要挑战之一。学术

会议对这一群体的关注符合特殊教育发展的需求。

会议名称中出现了２８次的高频词 “暨”值得

关注，它体现了当前部分特殊教育学术会议与其他

主题活动共同合办。近年来，２１％的学术会议是与
其他学术活动或非学术活动合办的，如２０１８年１１
月１３至１４日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的全国特殊教育
国家课程校本化岳麓高峰论坛暨长沙市特殊教育

１１０年回顾展，将国家课程校本化高峰论坛与长沙
市当地特殊教育主题活动相结合。这一举措不仅丰

富了活动的形式，提高了活动的效率，也扩大了活

动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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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特殊教育学术会议名称词频统计 （前２０个）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序号 关键词 词频

１ 研讨会 ７８ １１ 自闭症 （孤独症） １４

２ 特殊教育 ５３ １２ 年会 １３

３ 论坛 ４６ １３ 康复 （教育康复） １１

４ 全国 ３４ １４ 听力障碍 （聋） ９

５ 融合教育 ２８ １５ 课程 ９

６ 暨 ２８ １６ 沟通 ７

７ 国际 ２３ １７ 教师 （师资） ６

８ 教学 １８ １８ 智力障碍 （培智） ７

９ 两岸 １７ １９ 学生 ５

１０ 特殊教育学校 １５ ２０ 质量提升 ５

（四）会议主办单位

主办单位是负责号召与组织会议的机构，主办

单位按照性质可分为教育行政部门、学术组织、高

等院校、报刊杂志社、企业、非营利组织等六

类［４］。如图１所示，学术组织和高等院校作为主要
学术会议主办单位，占比分别为 ２９％、２７％；其
他依次是教育行政部门、报刊杂志社、非营利组

织、一线学校及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和企业。学术组

织作为主办单位共出现６９次，主要有各级教育学
和心理学学会下属的特殊教育相关分会参与主办，

其中，中国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共主办了６场学
术会议位居各学术组织的前列。高等院校作为主办

单位共出现６４次，多数为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的高
等院校，其中，台湾师范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分别

主办了１２场和８场学术会议居于前列。教育行政
部门共参与主办３５场次，其中，台北市教育行政
部门主办４场学术会议居于前列。非营利组织共参
与主办２２场次，如澳门扶康会等与特殊教育工作
相关的团体。在报刊杂志社共参与主办２０场学术
会议中，《现代特殊教育》编辑部主办的学术会议

达１６场之多。一线学校及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共主
办１８场学术会议，除上海市长宁区特殊教育指导
中心参与主办４场学术会议，其他单位均为单次参
与主办学术会议。另有关注特殊儿童发展的爱心企

业参与６场不同的学术会议。

（五）参会人员

会议的参会人员通常包括当地教育行政主管部

门领导、特殊教育专家学者、特殊教育学校校长及

骨干教师、高等院校特殊教育专业师生等。会议的

分享嘉宾通常包括分管特殊教育工作的教育行政部

门负责人，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的高校教师，各地优

秀特殊教育学校或指导中心负责人。学术会议参会

人数通常在１５０～２００人；其中个别大型国际研讨会
人数超过５００人，如２０１７年６月在广东省东莞市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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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首届全国 “融合教育的发展与挑战”研讨会。

此外，个别学术会议进行了同步的网络直播，如

２０１７年６月在上海召开的特殊教育质量提升高峰论
坛，有报道显示超过２８万人次参与本次的学术会
议网络直播，极大地扩展了学术会议的影响力。

（六）会议形式

各场学术会议通常采用专家报告、专题演讲、

圆桌论坛等形式，特殊教育学者们能够围绕主题进

行高效探讨。通过对比中国大陆地区和港澳台地区

的学术会议形式，发现我国台湾地区广泛地采用了

口头发表和海报发表的形式，这值得中国大陆地区

主办方进行借鉴。部分学术会议还在会前进行主题

论文的征集活动，征文是组织者根据会议精神、目

的、内容向同行业人员发起的一种学术倡议活动，

其目的是广泛征集领域内最新的研究成果。［５］会议

主办方通常会筛选优秀论文汇编论文集，少量优秀

论文将有机会参与学术会议的现场交流。另外，还

有十余场学术会议组织了参会人员参观一线学校或

观摩优秀课堂等。

四、会议主题分析

会议主题最直接地体现了本次学术会议讨论交

流的内容，与学术研究热点密切相关。２０１７—２０１９
年特殊教育学术会议中有６６场明确地提出了会议
的主题或分主题；另有３７场学术会议并未明确提
出会议的主题，通过挖掘会议名称和会议内容，逐

步明晰各场学术会议的研究主题。但仍有２１场学
术会议无法进一步明确会议主题，如２０１７年７月
１３日至１５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召开的特殊教
育高峰论坛等。

如表３所示，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学术会议研
讨中最受关注的主题，其次课堂教学、师资培养和

课程 （课程标准）等研讨也是近年特殊教育学术

会议研讨的热点。通过聚类分析，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
间热门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融合教育、课程与教

学、支持保障体系三部分。

表３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特殊教育学术会议主题词频统计 （前２２个）

序号 主题词 频数 序号 主题词 频数

１ 融合教育 ３７ １２ 培智教育 ７

２ 课堂教学 ３１ １３ 未来趋势 ６

３ 课程 （课程标准） ２５ １４ 信息技术 ６

４ 师资培养 １５ １５ 法律政策 ６

５ 自闭症儿童 １４ １６ 家庭教育 ６

６ 康复技术 １４ １７ 安置与转衔 ６

７ 特殊教育学校 １２ １８ 质量提升 ６

８ 支持系统 １０ １９ 学前特殊教育 ５

９ 辅助技术 ８ ２０ 生涯教育 ５

１０ 教育康复 ８ ２１ 沟通障碍 ５

１１ 职业教育 ７ ２２ 资源中心 （教室） ５

（一）融合教育

“融合教育”作为研究的热点话题，是 ３７场

学术会议的主题或分主题，占学术会议总数的

２８７％，这体现了特殊教育学界对于融合教育话题

的极大关注。融合教育既是世界特殊教育发展的趋

势，又是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继续面对的挑战。虽然

融合教育发端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来经过 《萨拉

曼卡宣言》的正式确认，融合教育成为世界特殊

教育发展的趋势。但在过去的一段时期内，我国的

特殊教育发展重点在保障残疾人入学率上，以快速

增长为发展重点。伴随着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适

龄儿童入学率极大地提高、特殊教育质量持续改

善，特殊教育正迈向内涵式发展轨道［６］，更加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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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教育公平，为特殊儿童提供优质的、适性的教

育。重视特殊教育发展的质量，成为这个时期学者

们关注的重点。融合教育便是让所有儿童就读于适

合其年龄层次及学习特点的普通班级或学校，为他

们提供高质量的、有效的教育，让所有儿童都获得

充分发展［７］。２０１７年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

残疾人教育条例》便体现了 “立足实际情况，推

进融合教育”的总体思路；同年 《第二期特殊教

育提升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提出用 “统筹推

进，普特融合”基本原则来发展特殊教育。我国

基本明确了发展融合教育的方向，融合教育将成为

一段时期内特殊教育学术研究的重点领域。以融合

教育为主题的特殊教育学术会议，符合了特殊教育

理论发展和实践需要，仍将是特殊教育学术研究的

热点主题之一。

（二）课程与教学

课程与教学是当前特殊教育学术研究的热点主

题之一，其关键词包括课堂教学、课程标准等。在

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的学术会议中，２６６１％的学术会

议以课堂教学为主题；１８５％的学术会议以课程标

准为主题。这些关键词的高频出现与我国课程改革

已经步入 “深水区”密切相关，课程与教学的问

题集中暴露。［８］随着特殊教育的发展，特殊教育的

课程与教学问题也受到关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３日

颁布的特殊教育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是中国第一次专

门为残疾学生制定的学习标准，是对过去多年特殊

教育经验的总结，也是特殊教育教学改革的顶层设

计。［９］受此影响，课程标准问题成为特殊教育领域

专家学者、管理者、教师等格外关注的议题，例

如：如何认识课程标准的重要性、如何解读课程标

准、如何开展课程标准的培训等。此外，学术会议

主题与当前特殊教育教学的需要密切联系，如

２０１９年５月１６日至１７日在江苏省太仓市召开的新

时期特殊教育学校分层走班教学现场研讨会，其聚

焦于特殊教育课堂教学具体形式的研讨。另一方

面，由于大量的参会者为特殊教育一线工作者，因

此，针对课程与教学的主题研讨能够在进行学术交

流的同时，有助于提高特殊教育工作者的专业

能力。

（三）支持保障体系

特殊教育支持保障体系的建设，是特殊教育得

以发展的保障，是提高特殊人群生活质量的重要手

段，也是维护其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１０］加快特殊

教育支持保障体系的建设是当前重要任务。［１１］支持

保障体系建设这一主题包括了师资队伍培养、法律

政策完善等关键词。支持保障体系可以分为特殊儿

童的教育支持系统、教育支持的保障系统两个子系

统。［１２］特殊儿童教育支持系统是指通过一些资源与

策略帮助人们从整合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中获得资

源、信息和关系，进而使其的独立性、生产性都得

到提高。［１３］特殊教育教师资源是发展特殊教育最主

要的资源之一，如何在新时代培养符合特殊教育发

展需要的大量高素质专业化的特殊教育师资队伍成

为学术会议的热点议题。对于不同学段的教育支持

讨论的热度也不同，目前学术会议对学前教育、高

等教育的发展比较关注，符合了当前我国特殊教育

体系向两头延伸的需要。教育支持的保障体系是为

保证教育支持的实现，与教育支持有关的基本要素

相互联系、相互制约而构成的有机整体。［１４］众多的

基本要素之中，特殊教育政策受到学术会议的关

注较多，如何完善法律保障体系，这与我国特殊

教育正在面临的特殊教育核心法律缺失等问题相

吻合。

五、结语

本文通过梳理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间全国范围内的
特殊教育学术会议信息，对学术会议的重要部分及

主题进行整理分析。研究发现，近年来特殊教育学

术会议活跃，东部沿海地区的学术会议数量明显多

于中西部地区；学术会议的类型以研讨会为主，丰

富多样；主办单位以学术组织和高校单位为多，社

会各界力量广泛参与；参会人员类型多样，分布广

泛。重点分析了学术会议的主题内容，从中发现特

殊教育的研究热点，融合教育成为最热门的研究主

题之一，这与特殊教育的总体发展趋势相吻合，符

合特殊教育的发展需要；课程与教学主题备受关

注，这符合特殊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特殊教育

亟须进一步落实特殊教育学校课程标准和提高教学

质量；研讨如何建设特殊教育支持保障体系，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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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和完善核心法律体系为主要举

措。以上三点是近年来的主要研究热点，此外还有

其他主题也备受关注，可能将是今后研究的热点。

第一，加强跨学科协作，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成为必

然，发挥科学技术支持特殊教育发展将成为一个新

的研究热点。第二，特殊教育学段向两头延伸，关

注转衔教育。随着适龄特殊儿童的义务教育入学率

提高，学前特殊教育、职业教育、高等特殊教育等

学段的研究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因此，提高普及

度、提高教育质量、跨学段的转衔等新问题不可避

免。第三，特殊教育组织形式转型的相关研究也在

不断增长，在今后一段时期内，有效促进融合教育

发展，改革特殊教育组织形式，创新融合教育资源

中心等形式也会成为新的研究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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