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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推进融合教育成为新时代特殊教育发展的主旋律。特殊教育教师作为专业队伍对其专业性的

要求在不断提升。融合教育的情境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要求有别于传统的特殊教育环境,在完成教育这一

基本工作的同时还要求其具备合作、沟通、督导等专业能力。参照我国现有政策文件的要求可以发现,

职前与职后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与培训是特殊教育教师融合教育专业胜任力养成的主要途径。当前上

述两种培养途径均存在无法兼顾实践中融合教育需求的情况。基于上述讨论可以对我国特殊教育师资

培养有以下几点建议：改变传统观念,创新培养机制；建立健全资格证制度,促进多专业多学科的整合；

多方沟通协作,建立合作实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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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the Competence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Several thought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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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moting integrated education has become the main theme of speci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As a professional team,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requirements for their professionalism are constantly 

rising. The requirements for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the context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are different from 

those in the traditional speci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they are required to hav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such as 

cooper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upervision while completing the basic work of education. Referring to 

foreign experience in building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 in integrated educ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pre-service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system largely influences the formation of 

high-quality teachers.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en training system, sufficient internship 

time, and diversified practical experiences in the pre-service teacher training in foreign countries can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prospective teachers'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in integrated education. Based on the above 

discussion, the following suggestions can be made for China's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 training: change the 

traditional concepts and innovate the training mechanism; establish a sound qualification system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multi-disciplines and multi-disciplines; communicate and collaborate with multiple parties 

and establish a cooperative pract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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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80年代融合教育理念被提起到当前发展为国际特

殊教育领域的主流话语已有近40多年的发展历程。2021年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发布的《“十四五”特殊教育

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中将“以适应融合为目标”、“推进融合教

育”写进了指导思想里,促进融合教育不断向前发展已成为新时

代特殊教育发展的总体要求。随着融合教育理论知识的普及以

及各国相关实践项目的本土化尝试的推进,特殊教育教师在其

中的角色与作用也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我国特殊教育教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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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内涵愈加丰富,对教师各方面素养的要求也正在随着政

策的调整发生着变化。2015年教育部颁布了《特殊教育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该标准以“师德为先、学生为本、能力为重”

为基本理念,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性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界

定。2018年《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进

一步提出了“复合型知识技能”卓越特殊教育教师的目标。特

殊教育教师作为专业队伍其专业性的要求在不断提升,在融合

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也在得到社会各界更多的关注。 

1 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胜任力概述 

有关教师胜任力的研究已有长时间的研究积累。这些研究

主要回答教师在成功的教育教学实践中所需的知识与技能是什

么,研究认为这些成功的教师身上往往存在一些可辨识的教师

特征[1]。近年来随着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的提升,公众对特殊

教育教师的角色认识也越来越专业。一些研究者关注到这可能

与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可辨识的特殊性有关。陈秀敏将特殊教育

教师职业的特殊性总结为劳动目的与任务的特殊性、劳动对象

的特殊性、劳动效率的特殊性等[2],这些特殊性意味着特殊教育

教师的工作需要高度的专业性才能得以胜任。由此,一些研究者

也开始关注那些具备合格特殊教育教师品质的教师究竟拥有哪

些能力,这些能力的培养应当具备哪些条件的问题。特殊教育教

师胜任力的研究正是回应上述问题。在一项特殊教育教师胜任

力的调查研究中石学云提出了特殊教育教师胜任特征的六维度

模型,该模型包含职业道德、职业动力、合作能力、专业能力、

专业素养和个人特质[3]。另有一些研究者得出了相似的结论,

如隋文婧的胜任力模型包含职业人格魅力、动机、心理特质、

寻求自我发展及知识储备、研究能力与技能等五个维度[4]。汪

碧云的特殊教育师资胜任力模型中包含心理特质、教学能力、

职业动机三个维度[5]。然而融合教育的深入发展使得特殊教育

教师职业开始出现分化,既有特殊学校的教师,还有资源教师、

巡回指导教师、送教上门教师以及随班就读过程中的助理教师

等等。传统特殊学校教师的专业胜任力已不足以涵盖不同种类

特殊教育师资应具备的知识技能与素养。 

在一些研究中研究者们认为特殊教育教师所需的能力与技

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这取决于特殊教育的对象与教育情境。在

一项融合教育教师胜任力的研究中指出教师所需的能力中筛查

与评估、差异教学、课堂行为管理、以及合作沟通技巧最为关

键[6]。这说明融合教育的情境对于教师的要求有别于传统的特

殊教育环境。这种要求不仅仅是针对普通学校的教师,同时也在

迫使传统特殊学校的教师作出相应的改变。特殊学校从原来的

封闭式教育机构转变为区域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在原有教育职

能的基础上还增加了评估、资源服务、合作协调等辐射区域特

殊教育需求的新功能。朱楠等认为作为特殊学校的教师应能够

执行和完成上述工作,由单一的教育者角色转变为兼具“教育

者”、“合作者”、“协调者”和“监督者”的多重角色[7],更好地

服务于区域融合教育的发展。日本国立特别支援教育综合研究

所曾对融合教育系统中各类师资的专业素养进行过如下整理

(图1),越是外围的专业人员对其资格与素养要求更多标准更

高。从图中不同教师的专业要求来看,特殊教育教师作为专业人

员专业能力要求仅次于学校管理者,且应涵盖融合教育教师和

普通学校教师应具备的能力要求。 

 

图1 融合教育背景下对各类教师专业能力的要求[8] 

2 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教育教师专业胜任力的构建 

让特殊教育教师兼具融合教育专业胜任力已是推进融合教

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前提。因此许多特殊教育服务相对发达的

国家和地区在职前师资的培养中格外注重特殊教育专业人才的

学科教学与合作协调能力。其中有一些国家较为注重教师在融

合教育中的多元文化素养,例如美国范德堡大学皮博迪教育学

院教学部开设有早期儿童教育、小学教育、中学教育、特殊教

育、课程与教学等专业培养未来教师,这些教师教育项目力求让

学生毕业后能胜任各类学生的教育教学,包括不同年龄段、各种

能力水平以及来自不同国籍和宗教地区、拥有不同社会经济条

件和文化背景的学生[9]。还有一些国家则更加注重特殊教育教

师的复合能力,如日本东京学艺大学特别支援教育专业可以申

请获得小学教员资格证和特殊教育资格证两类资格证的同时也

可以在校时期同时申请学习中学教员资格证所需的学分课程,

以获得相应的资格证。 

在融合教育中单凭教师获得的理论知识是远远不够的,能

够胜任融合教育教学情境的专家型特殊教育教师还应具备丰富

的融合教育实践经验。因此一些发达国家高校在培养职前师资

的过程中会加大实习的时间比例。如美国雪城大学融合教育小

学特殊教育专业学生从入学的第一学年就可以开始参加实习,

在实习过程中就可以接触到郊区学校、少数族裔学生、重度残

障儿童、天才儿童等多种多样的教学情境和教学对象。同时学

生的实习的时间也是从第一学年每学期20小时,到第二学年每

学期增加到40小时,第三学期每学期120小时,最后的学年更要

进行为期一学年的教学实习[10]。 

近年来,除了上述专业主义视角下培养特殊教育教师融合

教育胜任力的观点以外,还有一些研究者越来越关注教师合作、

协调与沟通等综合工作能力。这些观点认为特殊教育教师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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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与融合教育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固然很重要,但也应避

免向教师专业主义与技术论过度倾斜。从教师专业发展的长远

视角来看,教师的社会化能力,人文关怀的情怀、与多样群体的

沟通交流能力可能更为核心,也更加影响教师职业发展的所有

阶段[11]。高质量的融合教育离不开特殊教育教师合作与沟通能

力,这里所说的合作与沟通能力不仅仅是将自己的意图传达给

对方,而是确保双方可以达成专业问题上的共识,相互之间的充

分理解。 

3 对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建议 

3.1改变传统观念,创新培养机制 

近年来随着我国特殊教育的深化发展,教育质量得到提升、

教育对象不断扩大、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也在加速复杂化。因此

仅仅针对传统盲、聋、弱智三类残疾儿童的教师教育专业设置

是范围极其狭窄的培养模式,其通识化的培养使得特殊教育专

业人员专业化不足,分工不明确,精细化不够。我国推进融合教

育的大背景下上述传统培养观念与模式已不能满足当前特殊教

育的发展,甚至成为融合教育加速发展的条件限制。2012年教育

部等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提

出了“复合型知识技能特殊教育教师”的概念,2018年《教育部

关于实施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的意见》中又进一步对“复合型”

进行了详细界定,明确了此类教师的新型培养模式。我国政策文

件的变化也在进一步显示出特殊教育师资传统观念上的突破,

也表明了探索新型培养模式已是未来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重要

课题。 

3.2建立健全资格证制度,促进多专业多学科的整合 

参照发达国家融合教育师资培养经验可以发现,大部分国

家是基于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体系,设置开放型特殊教育师资

培养模式。这样做的优点是确保足够数量的准教师持有特殊教

育资格证的同时可以使多专业多学科的学生获得特殊教育资格

证。从制度上保障了“特殊教育教师获得融合教育能力,普通教

育教师兼具特殊教育专业知识”。例如美国和日本的双证制的特

殊教育师资培养模式便是基于资格证制度建立的师资培养模式,

即特殊教育教师需要持有至少两种教师资格证,一种是幼儿园、

小学、中学、高中教师资格证,另一种是盲聋智力障碍等养护学

校的资格证。推进融合教育的过程中应充分利用教师资格制度

加强师资培训机构对师资培训的导向作用,培养具备特殊教育

基本知识与技能的融合教育专家型人才和普及型人才。 

4 结语 

特殊教育教师的培养和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

校、社会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与协作,以确保特殊儿童能够享有更

高质量的教育和更好的成长环境。《“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

升行动计划》的实施,标志着国家对特殊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坚定

承诺。在特殊教育教师专业化的过程中我们应当认识到,在推进

融合教育的过程中,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成长仍面临诸多挑战。

首先,教师的专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体系尚需完善,以确保教师能

够适应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其次,教师在实践中需要更多的支

持和资源,包括合理的评价体系和专业发展机会。此外,社会对

特殊教育的认识和接纳程度,以及家长和社区的参与度,也是影

响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成长的核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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