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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儿童家庭支持体系建构

———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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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家庭在特殊儿童融合教育过程中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基于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以特殊儿童家

庭场域为主体进行解读，深度透析特殊儿童家庭教育的困境。在融合教育快速发展的背景下，以特殊儿

童家庭场域为中心，综合场域内外部力量，建构特殊儿童家庭支持体系。针对特殊儿童家庭的支持路径

为：优化资本转化能力以增加家庭教育储备；提升惯习塑造能力以形成良性人际互动；提高家庭参与意

识以扩大场域辐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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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教育现代化２０３５》中明确指出 “办好

特殊教育，推进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全覆盖，全

面推进融合教育”。［１］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融合教

育以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为目标［２］，该目标的实

现需要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协同。２０１５年
《教育部关于加强家庭教育工作的指导意见》指

出，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是孩子的第一个课

堂，家庭教育关系到孩子的终身发展，关系到国家

和民族的未来。［３］家庭作为对特殊儿童影响最早、

最持久的场域，其教育作用尤为重要，当前融合教

育相关研究的关注点主要在学校场域，而较少关注

特殊儿童家庭场域。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皮埃

尔·布尔迪厄提出的场域理论自诞生以来，被广泛

运用于社会学、人类学、哲学、教育学等领域的研



究中。场域理论下，家庭教育场域中的 “场域效

果”决定家庭教育场域的界限存在。［４］来自经济、

心理、身体等各方面的压力使特殊儿童家庭 “场域

效果”不显著，使得家庭教育场域辐射范围受限。

本研究采用广义的家庭教育概念，即不单指父母对

子女的教育，也包括父母与父母、子女与子女、子

女与祖辈及其他家族成员之间的教育，基于布尔迪

厄场域理论，构建特殊儿童家庭支持体系，为我国

融合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提供一定的启发与参考。

一、特殊儿童家庭场域解读

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有三个核心概念，即场

域、资本、惯习。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

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

型。［５］１３３行动者根据所掌握的不同类型的资本而处

于场域结构中的不同位置，经过长期观察积累，形

成特定的惯习，从而获得特定的资本分配地位，又

进一步塑造惯习，形成一个动态的过程。

在特殊儿童家庭场域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扮

演着不同的角色，且场域内各主体的角色是动态变

化的。与其他场域中行动者间通常具有的、以自身

资本为手段的竞争关系不同，特殊儿童家庭场域主

体之间更多的是合理运用资本，相互促进、彼此成

就的关系。同样，特殊儿童在不同的场域中角色也

是不断变化的，如在教育场域中，特殊儿童是知识

技能的学习者；在社区场域中，特殊儿童是活动的

参与者。场域不同区域是密不可分的关系网络，随

着特殊儿童及其家庭资本积累，其所涉及的网络范

围不断扩大，其中家庭场域是特殊儿童最核心、对

其影响最大的场，但家庭场域界限是模糊的，与其

他各个场域是相互关联的。［６］

每个人在进入学校体系之前，就已经通过早期

社会化，凭借家庭内部的代际传递，获取了不同类

型的资本。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资本主要由经济资

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组成，特殊儿童家庭场域

同样存在这三类资本。首先，经济资本是其他所有

资本的基础，家庭经济资本为特殊儿童的发展奠

基，制约家庭场域内一切教育康复等活动；其次，

家庭文化资本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对特殊儿童

产生潜移默化且深远持久的影响，如家长的受教育

程度、家庭文化氛围等；社会资本即是我们通常所

说的 “朋友圈”、人脉资源或社会关系网络，［７］这

是特殊儿童家庭场域内主体与场域外部连接并获得

支持的关键因素。

特殊儿童家庭中资本的积累同样伴随着惯习的

形成，对特殊儿童融合教育产生重要影响。惯习有

别于习惯，习惯多具机械性，缺乏灵活性与创造

性；而惯习是持久存在于性情系统中的、作为一种

技艺存在的生成性能力，“行动者通过将一定类型

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条件予以内在化的方式获得这些

性情倾向”，具有持久性、延续性、可转移性等特

征。［５］１６５家庭教育是终身教育，特殊儿童在家庭场

域中习得的相关经验能够迁移到社会情境当中。特

殊儿童家庭场域塑造特殊儿童的惯习，实现特殊儿

童融入社会、获得发展的目标；同时，特殊儿童的

惯习形成，值得场域主体为之 “投资”，有利于构

建充满希望、包容接纳的 “世界”。

二、场域理论视角下特殊儿童家庭教育困境分析

特殊儿童的到来使其家庭成员的角色发生超出

预期的变化，原有资本的占有、分配与使用之间的

平衡状态同样也被打破，而特殊儿童自身的特性也

使得家庭场域对其惯习的塑造效果削弱，其家庭的

资本再生产能力受限，从而与其他家庭场域相比，

面临更多的困难。

（一）家庭教育资本不足及分配失衡

家庭的一切资本均通过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对特

殊儿童的教育产生影响。特殊儿童家长的受教育程

度、家庭经济地位、特殊教育专业知识与技能储备

等要素更多以具象形态 （如：书籍、辅具等）来

丰富儿童自身的资本；而家庭中的生活方式与态

度、教育理念以及由家庭成员间互动形成的人际关

系、心理、文化氛围则更多以潜在的方式对特殊儿

童的成长产生影响。

对于特殊儿童而言，因其自身的特性以及目前

整体的社会现状，大多数家庭拥有的资本仅限于或

者只能够满足其衣食住行的生存需求；因为家长不

能伴其一生，且特殊儿童自身不能有效地延续家庭

原有资本，其未来生活及终身发展令人担忧。我国

学者林云强等对近６０名孤独症儿童家长需求进行
问卷调查和访谈，发现家长最为关注的是孤独症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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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成年后的生存问题，因而家长对政府、学校、康

复机构、社区等其他场域的支持也极为迫切。［８］黄

辛隐等学者通过问卷对７１名孤独症儿童家庭需求

及发展性支持需求进行调查，结果表明，家长关注

最多的是孩子的发展性支持，占比达到 ７４６％，

迫切需要具有及时性、专业性、延续性的康复与教

育。［９］特殊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关特殊儿童未来发展问题成为众多家庭面临的难

题，这不仅是特殊儿童家庭的责任，更是整个社会

的责任。

（二）家庭教育过程中惯习塑造缓慢

惯习的形成通常来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会受

到生长过程中各种条件或资本的影响，且这种影响

通过对话、思考、认知、态度、情感等途径表达。

惯习形成于一定的环境中，由场域内各主体间和主

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联、相互作用而产生。特殊

儿童的早期经验习得来自家庭，其最初的惯习自然

也来自家庭，在与家庭成员、家庭环境的互动中形

成，这些在家庭中形成的惯习也将影响未来特殊儿

童融入学校和社会。

在大多数普通儿童家庭中，孩子与家庭成员之

间处于一个良性互动的状态，通过学习、模仿，积

累经验，其惯习得以塑造，从而构建良好的家庭场

域。然而，对特殊儿童家庭而言，一方面，由于特

殊儿童的先天或后天缺陷，其语言、认知等习得能

力通常弱于普通儿童，如学者邓永兴曾指出，孤独

症谱系障碍儿童由于学习动机薄弱、缺乏主动性，

且专注力奇特、容易分心，机械性学习优于思考性

学习，因此，他们往往对于课堂活动毫无兴趣，常

常会干扰教育训练，在学习过程中，通常只能够以

机械运用的形式参与，学习进程会明显落后于普通

儿童；［１０］另一方面，家庭成员缺乏特殊儿童及其教

育的相关知识与能力，导致其很难为特殊儿童提供

合适的教育环境。鲁玲等通过对在校聋生进行调查

发现，很大一部分聋生只能通过手语交流，而在融

合教育场域中绝大部分人使用口语交流，手语环境

不容易获得，且在聋生家庭中少有会手语者，使得

聋生的交流途径很少，这种交流的差别使聋生在心

理理论的发展上与普通儿童有明显区别。［１１］

（三）家庭教育活动场域受限

家庭场域是从整个社会 “大场域”中分化出

的 “子场域”，各 “子场域”间各自独立，又存在

相互关系。［１２］场域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对内部产

生约束力，具有整体对外的交往能力；［１３］在其对外

交往过程中，各场域形成竞争，此消彼长。每个场

域为获得发展，既要凭借已有的内在资本占据优势

地位，又需要汲取外界资本。

特殊儿童家庭原有的家庭结构被打破，在家庭

内部优势资本的传承中处于不利地位，在塑造特殊

儿童融入社会所需的关系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而

在家庭场域内部，通常存在家长对特殊儿童保护过

多的情况，使得特殊儿童缺乏主动性、过分依赖家

长，与家庭外的其他场域如社区等缺乏互动性交

往，不了解社会规则，不能独立应对环境，其自身

场域拓展能力不足。目前，我国特殊教育起步晚、

基础薄弱，并且面临诸多问题。程硕等认为特殊儿

童家庭的困境在于一方面受限于家长已有的资本与

资本运用能力，难以抢占外界的资源和支持；另一

方面社会资源支持和保障体系本身不完善，获取渠

道不畅通，导致特殊儿童家长无法有效获取外界资

本。［１４］２０１７年心智障碍者家长组织联盟联合相关
科研机构，在全国范围调查显示：适龄受访者的义

务教育在读比例为４５％，２０１７年申请入学成功率
仅为６９％，入读普通学校的特殊儿童中，在学校遭
到歧视或伤害的占比为１７％，被老师排斥的占比为
１４％，被同学或家长投诉的占比为１４％，被要求退
学、休学、转学的占比为１０％．［１５－１６］特殊儿童终身
发展被忽视、融入社会所需的惯习塑造困难、优势

教育资源的缺乏使得特殊儿童家庭处于困境之中。

三、特殊儿童家庭支持体系建构

场域理论为分析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支持体系提

供了新视野、新角度。家庭参与是特殊教育的核心

原则之一，是特殊儿童融合教育的核心力量，家庭

场域内主体间利益息息相关，是融合教育发展中不

可替代的角色。［１７］在特殊儿童家庭场域内外部条件

的约束之下，要使特殊儿童获得最优化的发展，应

当综合发挥场域内外部的力量。基于布尔迪厄场域

理论建构特殊儿童家庭支持体系如图１所示。

２３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１年４月



（一）场域外部协同支持

特殊儿童家庭场域内部如果有足够的自有资

本，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减特殊儿童为其家庭带

来的各方面压力。而大多数的特殊儿童家庭并没有

充足的资本来应对困难，场域外部的社会支持网络

体系无异于是 “雪中送炭”。外部支持包括社区、

政府、学校及机构等方面。

社区是特殊儿童从家庭融入社会的必经之路。

特别是学龄前的特殊儿童，社区是其能接触到的主

要外部场域，社区的力量显得尤为重要。通过社区

活动，宣传特殊儿童相关知识，引导大众正确看待

个体的差异，使特殊儿童及其家庭获得归属感；同

时，社区提供 “喘息服务”、心理咨询、普特融合

活动等社会工作支持，为特殊儿童家庭缓解压力，

也为其他社区人员熟悉、了解与帮助特殊儿童家庭

提供平台。相关研究表明，特殊儿童家长在加入社

区筹办的互助小组后，表现出更强的自主权和归

属感。［１８］

政府作为政策法律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能够在

政策层面为特殊儿童家庭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特

殊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接受康复训练的机会提供强

有力的保障；推动融合教育事业高质量、高水平发

展需要加强经费保障。［１９］政府应当合理分配、规划

财政投入，包括确立残疾人津贴制度和居家护理补

贴制度、教育专项资金补助、规范社会公益项目资

助等，以此对家庭生活费用、特殊辅具器材、医

疗、教育等方面进行补助，从而减轻家庭的经济压

力，满足特殊儿童家庭多层次、多样化、个性化的

需求，体现教育公平。

学校及机构是特殊儿童教育与康复方面的

“专家”，能够针对特殊儿童的个体差异提供满足

其需求的教育计划与方案；能为家庭成员与教师等

专业人员提供稳定、持续的交流机会；能为家庭教

育提供专业层面的指导意见；能提供特殊儿童家长

培训；能够提供情感和心理的辅助。［２０］家庭场域外

部相关专业团队应当树立以家庭为核心的教育理

念，重视且信赖家庭成员的作用，逐渐形成 “以

特殊儿童家庭为中心，以融合教育学校为主导，以

康复机构为补充”的融合教育专业支持模式，整

合家庭、学校及机构的教育资源，合理分工，帮助

特殊儿童更好地融入社区、学校乃至社会，具有系

统性和连贯性。

融合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特殊儿童融入社会。

创设无障碍的物质环境，是特殊儿童融入社会的保

障，为其提供合理便利，如公共场所中无障碍设施

的建设；营造接纳、尊重、包容的融合社会氛围，

大力宣导融合教育，促进外界对于特殊儿童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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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理解，形成和谐共生的社会大场域。

（二）场域内部合力内生

家庭场域主体的自我支持是使特殊儿童获得发

展的根本途径，它应该处于融合教育支持体系的核

心位置。家庭场域的主体包括特殊儿童本身、照顾

者以及其他与家庭直接相关的人际网络，场域内的

每一个人都处于特定的关系结构中。特殊儿童的发

展不仅受家庭场域内资本多少的影响，更取决于家

庭场域主体对资本的运用能力，也就是其自我支持

能力。特殊儿童家庭场域的自我支持能力与特殊儿

童的发展、家长的身心健康以及整个家庭系统的运

行状态息息相关。［２１］

在融合教育生态系统下，特殊儿童家庭面临着

沉重的心理负担，必然经历由悲观绝望的消极心态

到接纳、支持的积极心态转变。［２２］特殊儿童的到

来，使家庭持续面对各种应激，其心理健康状况欠

佳，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研究显示，家庭积极养

育方式与心理和谐对于特殊儿童性格的养成与人际

和谐关系、社会和谐态度等融合教育的必备要素具

有促进作用。［２３］特殊儿童家长应当学会进行自我心

理调适、接纳自己的孩子、学会缓解自己的情绪压

力、学会处理家庭危机、学会沟通协调，积极承担

起家长的职责。

特殊儿童家庭拥有的经济资本决定了他们能够

为特殊儿童提供的教育康复资金，拥有较好的经济

基础意味着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充足、优质的教育康

复。［２４］特殊儿童家庭的经济需求主要来自两个方

面，一个是特殊儿童的生存要求能够得到基本的生

活照顾和医疗教养等；另一个是特殊儿童的发展要

求得到教育与康复服务。［２５］特殊儿童的特性使得其

家庭在经济方面的压力比普通家庭更大，需求更

多。在经济资本运用方面，强调家庭内部作用，将

家庭外部经济支持转化为内部经济资本，合理分配

经济资本，使得对特殊儿童教养资本的投入能够产

出最佳效果。在保障特殊儿童生存需求的基础上，

实现最优化的发展。

家庭作为特殊儿童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影响因

素，其自身的专业能力是影响特殊儿童教育与康复

的核心因素，家长应当长期参与到特殊儿童的教育

教学与康复训练当中。［２６］融合教育需要加强特殊儿

童家庭的参与力度，建立合作意识，特殊儿童家长

的专业素养亟待提升。家长应当主动通过参与专业

的培训与辅导、与同等境遇的家庭沟通交流、查阅

专业相关的书籍与网站等途径，提高自身的专业能

力，配合学校及机构的专业人员，使特殊儿童在生

长发展的核心场域中也能获得专业、有效的训练，

自身的教育康复需求在家庭中也能被满足。

（三）场域内外部互动相互作用

特殊儿童家庭教育场域内外部没有明确的界

限，其范围随着场域内外主体间相互作用力的变化

而变化。特殊儿童家庭教育场域作为一个开放性系

统，能够不断地与场域外部产生资本的相互转换、

惯习的相互塑造，外援内生。场域外部各要素之间

各司其职、协同育人，为特殊儿童家庭教育助力；

家庭场域充分利用外部资源与自身资本，激发内驱

力，使得特殊儿童家庭教育场域处于一个良好的发

展状态，为整个融合教育大场域的发展添砖加瓦。

四、特殊儿童家庭支持路径分析

从特殊儿童家庭内外支持系统的关系看，家庭

场域内部系统是基础的、根本的系统，家庭场域外

部支持系统作为条件的、保障的系统，两者缺一不

可。场域外部支持经由家庭内部系统的作用而转化

为家庭存在、发展的资本，用于塑造特殊儿童惯

习，扩大特殊儿童家庭场域的辐射能力。

（一）优化资本转化能力，增加家庭教育资源

储备

和其他场域一样，特殊儿童家庭场域内活动都

将资本作为过程性手段和结果性目标。随着融合教

育的发展，社会大众对特殊儿童逐渐形成多元的认

知，从情感接纳到行动支持，初步营造了宽容、和

谐、共生的氛围；融合教育通过规章制度的保障逐

渐走向法制化发展；国家财政部门通过相关拨款增

加对融合教育的物资设备和经费投入，为特殊儿童

教育助力。但场域外部的这些资本并不能直接在特

殊儿童家庭场域内起效，家庭成员需要将外部支持

转化为内部可使用的资本。家长应当了解自身在特

殊儿童教育全过程当中的角色与权利，充分参与到

学校教育、机构康复等活动中，并且在参与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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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更多的交流、信息共享、评估、决策的机会，

进一步树立其角色意识；目前，各国已经有相当数

量的特殊儿童家庭教育经验分享渠道，如书籍、网

站、公众号等，为家长提供了 “抱团取暖”的平

台，为特殊儿童家庭教育提供了范例，但在借鉴良

好经验的同时，要结合家庭的基本情况与场域特

征，开展个性化的特殊儿童家庭教育。此外，教

育、康复训练、亲属和社会服务等人力资源皆为特

殊儿童家庭教育中可获得的外部人力支持，家长应

当合理运用各类人力资源的优势，根据不同时期、

不同情况进行合理分配。［２７］随着社会的发展，特殊

儿童家庭可获得的外部支持越来越朝着多元化、多

层次、个性化方向发展，家长应当树立开放意识，

优化自己的资本转化与运用能力，增加特殊儿童家

庭教育储备，提升家庭教育成效。

（二）提升惯习塑造能力，形成良性人际互动

一切家庭场域外部支持由外向内转化，家庭成

员对内部资本的运用以及内驱力的发挥，都要落实

到对特殊儿童惯习的形塑。布尔迪厄认为，作为后

天获得的思想、行为和兴趣，惯习不一定是有意识

的获取，但具有相同资本的个人往往具有相同或类

似的性情系统。［２８］家庭教育对特殊儿童的人格塑

造、身心健康、终身发展都具有决定性作用。特殊

儿童家长能够在家庭场域中对特殊儿童进行在学校

与机构习得的知识与技能进行巩固与泛化，并且有

意识、有目的地通过强化、行为练习等对儿童惯习

塑造产生正向引导。同样，家长的良好心态与积极

应对模式也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家庭氛围，从而有助

于特殊儿童克服自卑、建立自信。特殊儿童的惯习

在家庭场域内得到显性或隐性的塑造，而良好的惯

习又能更好地形塑其他家庭成员的惯习，形成良性

互动，优化家庭场域。融合教育有效开展的前提是

和谐共处，特殊儿童家庭通过将融入社会需要具备

的道德效应和规则意识贯穿于家庭教育中，使家

教、家风、家规发挥积极的情感、示范作用，形塑

特殊儿童的惯习，帮助特殊儿童在潜移默化中形成

适应社会的品质以及迁移能力，达到 “条件反射”

“根深蒂固”的程度。［２９］即使离开家庭教育这一特

定的场域，特殊儿童亦能将在家庭中塑造的人际交

往、语言表达、沟通技巧等惯习迁移至学校、社区

等其他场域，更好地融入社会。

（三）提高家庭参与意识，扩大场域辐射能力

在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儿童家庭参与意识的

提高，需要营造家庭场域内部和谐氛围，以家庭为

中心，辐射其社会网络，建立起特殊儿童自己的人

际交往圈，让特殊儿童及其家长获得安全感与幸福

感，有信心迈出家门、走进社会，主动参与与特殊

儿童教育相关的活动，引发社会对特殊儿童群体的

关注，将特殊儿童教育问题转化为全社会关注的问

题，有理有据有序获得支持，在获得参与感的同

时，亦能起到宣导作用，推动构建全方位、多层次

的特殊教育大场域。此外，构建全社会包容接纳的

软环境对于特殊儿童融合教育效果也具有重要影

响。融合教育是一项系统的社会工程，需要社会全

体成员的广泛支持与参与，以形成包容、尊重差异

的融合体系。［３０］家庭场域外学校应当树立最少受

限制的校园文化氛围，教师提高融合教育信念，

学生在引导下正确对待特殊儿童。支持特殊儿童

的发展，构建特殊儿童社会关系网络融合氛围的

营造不仅是特殊儿童家庭和学校的责任，更应该

是整个社会的追求。而目前由于社会对于融合教

育方面的宣传力度不足，社会大众对特殊儿童及

其家庭的基本知识了解甚少，公众对融合氛围的

重视程度需要进一步提高。因此，要扩大融合教

育的社会宣导，使社会大众认识到融合氛围的重

要性；从特殊儿童家庭场域内、外两方面出发，

提高家庭参与意识，扩大家庭场域辐射能力，推

动融合教育的发展。

本文以融合教育为背景，基于布尔迪厄的场域

理论，构建以家庭教育场域为中心的融合教育支持

体系，倡导从特殊儿童家庭教育困境出发，扩大家

庭教育场域力量的同时，促进融合教育大场域的优

化。当然，在融合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特殊儿童家

庭只是其中的一个场域，根据个体间互动方式的差

异，还可以分化出形形色色的其他场域，家庭场域

的发展模式同样适用于其他场域的发展。本文仅是

场域理论与融合教育结合的初步研究，未来可以从

融合教育中的其他场域出发进行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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