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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旨在探讨融合教育背景下学习障碍儿童所面临的挑战及有效应对策略。主要分析了国际视角

下学习障碍儿童融合教育的现状,讨论了发展我国融合教育的重要性、学习障碍儿童的教育需求与挑战以及

实现其有效融合教育的策略和支持体系。本文强调,尽管融合教育为学习障碍儿童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

但在实践中仍存在诸多挑战,如资源分配不均和社会支持不足等。同时,还就如何提升学习障碍儿童的教育

质量和社交技能,从个别化教育计划、持续专业发展与跨学科合作以及家庭与社区参与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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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explore the challenges and effective coping strategies faced by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This article mainly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clusive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from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discusses the 

importance of developing inclusive education in China, the educational needs and challenges of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and the strategies and support systems for achieving effective inclusive education. This 

article emphasizes that although inclusive education provides more educational opportunities for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there are still many challenges in practice, such as uneven resource allocation and insufficient 

social support. At the same time, discussions were held on how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quality and social skills 

of children with learning disabilities, including individualized education plans, continuous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s well as family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Key words] integrated education; learning disorder; Children; Challenge; strategy 

 

引言 

融合教育是目前特殊教育的热点话题,也是未来特殊教育

发展的趋势。融合教育是指融合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各自的优

势,在共同促进中,形成更为强大的教育力量,使普通儿童和特

殊儿童能够享受平等、和谐的生活,使得每一个孩子都能够融入

社会。目前融合教育发展最值得学习的莫过于北欧,无论是从政

策、法律、教育模式还是国际合作方面都是如此。 

1 融合教育的国际视角 

北欧各国(丹麦、芬兰、瑞典、挪威、冰岛)的教育质量之

高、包容性之强、教育体系之广,在国际上享有盛誉。北欧国家

的教育政策强调平等和包容性,致力于为所有学生提供公平和

无障碍的教育机会,不论种族、性别或经济状况。北欧各个国家

通过立法,制定了专门的政策法规来保障特殊需要人群以及特

殊需要儿童的受教育权益。例如,瑞典在1990年代末就出台了一

项政策,要求以公平公正的态度对待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必须支

持每一个孩子的发展,为每一个孩子提供一个包容、平等的受教

育环境,以开展融合教育的“特殊需要的孩子”。 

北欧国家对学习障碍儿童的支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北欧国家从国家政策层面对有特殊需求的孩子提供

个性化服务的强制性要求,在特殊需求的儿童教育中充分考虑

了其发展的个性化需求。以瑞典为例,该国政府制定并实施了多

项旨在保障和促进融合教育的政策措施,以保障和促进学校改

革创新,深化融合教育实践。其次芬兰则通过法律确立了三级辅

导体系,旨在为学习方面有障碍或就读方面有其他特殊需求的

学生提供分层辅导。这一体系中的辅导强度逐级提升,覆盖了一

般辅导、强化辅导和特别辅导。并且瑞典在融合教育的大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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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积极推进本国与世界融

合教育的进程,围绕融合教育建立相关法律法规、优化教育的管

理体制、发展与本国相适应的特色融合教育模式以及加强特殊教

育和融合教育专业教师的培训等措施,在融合教育的大量实践中

建立起了符合国情的教育模式,强调在普通学校中为特殊需求学

生提供支持,减少特殊学校的使用。瑞典从传统的特殊教育模式

向融合教育转变,正在向引领世界融合教育发展的融合教育新阶

段迈进,也为中国融合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示范作用,是一

个典型的案例。最后北欧国家在融合教育领域也积极参与国际

合作与研究,不断探索和改进对学习障碍儿童的支持策略。 

相比之下,中国的融合教育起步较晚,目前融合教育的发展

还在初级阶段,但近年来也在快速发展,尤其是“创建融合教育

环境,促进残疾儿童与普通儿童融合”的要求在“十四五”专项

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被提出。并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了

明确要求,如“加强普惠性发展的特殊教育工作”、“健全社会保

障体系和残疾人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业全面发展”等。 

2 学习障碍儿童的教育需求与挑战 

世界卫生组织(WHO)认为,从儿童发育早期就存在的学习技能

获取障碍来看,学习障碍并不是因为学习机会不足、智力发育迟缓

或后天脑损伤造成的。它起源于以阅读、拼写、数学计算和运动技

能等一系列障碍为主要影响个体能力的认知处理过程的异常。所以

这些孩子需要特别的关注和特别的支持,在融合教育的环境下。 

2.1个别化的教育计划。学习障碍儿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

(IEP)对于确保学习障碍儿童能够获得适合其独特需求的教育

至关重要。IEP不仅有助于实现教育平等,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接

受最适合其发展的教育,而且还能够实现因材施教,根据特殊儿

童的不同需要设计不同的教育方案。此外,IEP还能够为教师以及

学校的工作成效提供评估的依据,促进有效率、有组织的教学。 

如今,学习障碍儿童的识别和干预方式多样,包括心理干

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药物干预等。心理干预通过专业人

员运用心理学的手段和方法对儿童的情绪、行为以及认知问题

进行干预,提高其心理水平。学校教育提供系统完善的教育,对

学习障碍儿童进行干预,包括制定个别教育计划、个别指导计划

以及普通学校的特殊教育等。家庭教育强调父母应具有相关的

教育知识,与教师和医生合作进行学习障碍儿童的干预治疗。此

外,有研究提出了基于高校研究引领下的学习障碍儿童干预实

践,探索从认知能力缺陷入手,对学习障碍进行预防式干预,从

而惠及更广的受众群体。 

然而,在IEP的实施中,教师和家长对于学习障碍的认识不足,

可能会影响他们识别问题和寻求帮助的意愿。其次,IEP的实施过

程中存在一些误区,比如将个别化教育当作个别化训练、认为个别

训练的时间越长越好以及将个别教育计划的成败归结于教师等。 

2.2早期识别和干预。学习障碍儿童的早期识别和干预对于

促进其发展至关重要。早期识别可以帮助教育专业人员了解幼

儿的具体需求,并制订个体化的学习计划,不仅可以更好地满足

幼儿的学习需要,促进幼儿的学术进步,而且可以避免幼儿在学

业上的不断失败感和挫败感,建立起自尊和自信,同时还可以帮

助学习障碍幼儿的社会交往和情绪发展。 

目前,学习障碍的早期识别主要通过观察、家庭背景调查、

神经心理测验和学习障碍儿童筛查量表等方法进行。干预措施

包括心理干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药物干预和其他干预方

式,如多感官策略、交互式多媒体和小组指导等教学策略。 

然而,学习障碍儿童的早期识别和干预仍面临一些挑战和不

足。首先,缺乏统一的识别标准和工具可能导致识别的不一致性

和延误。其次,专业评估和干预资源在不同地区和学校之间的分

布不均,特别是在农村和偏远地区。最后,对于学习障碍的干预措

施需要更多的实证研究来评估其有效性,以便更好地指导实践。 

2.3多学科合作。对于学习障碍的孩子来说,多学科的支持

对于孩子的整体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支持可以保证儿童的

教育、心理、医疗以及社会需求从不同角度得到满足,从而提供

全面的、一体化的干预措施。多学科团队通常包括、心理学家、

言语语言病理学家、职业治疗师、医生和家长等,他们共同为有

学习障碍的孩子制定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和干预策略,并对他们

实施个性化的教育计划和干预策略。 

目前对有学习障碍的孩子进行识别和干预的途径有：心理

干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心理干预通过专业人员对孩子的情

绪、行为和认知问题的干预,运用心理学的手段和方法,使他们

的心理水平得到提高。对有学习障碍的孩子进行干预,包括制定

单独的教育计划、单独的辅导计划和普通学校的特殊教育,学校

教育提供系统完善的教育。家庭教育强调家长在学习有障碍的

孩子干预治疗时,要有相关的教育知识配合老师和医生。 

然而,多学科团队成员之间可能存在沟通和协调的障碍,影

响了干预计划的制定和执行。并且在一些地区,可能缺乏足够的

政策和资金支持来推动多学科合作模式的实施和发展。此外在

言语和语言病理学、职业治疗等领域,专业人员的短缺限制了多

学科团队提供服务的能力。最后家庭在多学科合作中扮演着重

要角色,但有时家庭参与度不足,影响了干预的效果。 

3 有效融合教育的策略和支持体系 

融合教育为处于宽容环境下的学习障碍儿童提供了一个学

习成长的契机,但是要克服一系列的挑战才能达到这种理想。 

3.1科学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针对各学习障碍儿童的具体

情况制定个性化教育计划,明确幼儿的发展目标、教学内容、方

法,是融合教育的基石。个性化教育方案要保证计划的针对性和

有效性,充分考虑幼儿的兴趣、能力和需要。帮助他们逐渐适应学

校生活,通过个别化教学、行为管理来提高学习能力和社会交往。 

3.2持续的专业发展和跨学科合作。教师是实施一体化教育

的关键力量,因此,加强教师一体化教育的教学培训显得尤为重

要,教师一体化教育的教学培训与教学培训工作是提高教师对

学习障碍儿童的认识和辅导能力,通过系统化的培训课程、专业

指导和实际操作。同时,建立跨学科的特殊教育服务机制,组建

一支为学习障碍儿童提供全方位专业服务的支持团队,包括护

理、语言治疗、心理辅导、行为分析以及特殊教育方面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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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多领域专家。 

3.3家庭和社区的参与。家庭和社区的参与对于学习障碍儿

童的融合教育至关重要。构建以特殊儿童为中心、以幼儿教育为

主、以家庭教育为辅助、以社会帮助为基础的交互协同教育模式。

学校为家长开展引导和技能培训,联合其他具备资质的康复机构

开展融合教育分享会,分享特殊儿童培养的心得体会和培养技巧,

形成良性的家园合作模式。此外,社会教育参与也非常重要,包括

设立特别的教育学校、成立志愿服务机构,以及加大宣传和普及

力度,不歧视学习障碍儿童,以接纳和包容的态度对待所有儿童。 

4 结语 

为了使学习障碍儿童能够接受与其他儿童同样的受教育权,

个别化教育计划、持续的专业发展和跨学科合作以及家庭和社

区的参与都是至关重要的。能识别学习障碍并进行干预,并在此

基础上建立个别化教育档案当然是融合教育的首要因素,而家

庭和社区的积极参与也是支持学习障碍儿童在融合教育中成功

的重要因素。家庭与学校之间的紧密合作,以及社区资源的有效

利用,可以为学习障碍儿童提供更加全面和连续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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