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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症又称自闭症，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代表性疾病。据
201 9 年 4 月发布的《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
III》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约有1200 万孤独症谱系障碍人群，
其中12 岁以下的儿童约有200 多万，且呈逐年增长的趋势。庞
大数字背后是该群体不容乐观的生存与教育状况，孤独症儿童的
融合教育已成为政府和社会关注的民生问题。

随着媒体对孤独症家庭困境报道的增加，越来越多的政府部
门、社会组织、学者甚至孤独症家长对孤独症融合教育模式进
行了探索。为保障孤独症儿童平等地参与教育教学，促进其进
一步融入社会，我国已出台相应融合教育政策。《残疾人教育
条例》、《“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等的出
台都明确指出，要大力推行融合教育，保障适龄残障儿童在普
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权利。

融合教育是以经过特别设计的环境和教学方法来适应不同特
质儿童的学习，让特殊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并在普通学校进行
正常学习的一种教育方式。而该教育方式的顺利实施是一个系统
工程，需要教育部门、社会和家庭的通力合作。但由于目前特
殊教育资源供给有限，孤独症儿童难以在微观、中观、宏观的
社会环境中准确寻求融合教育的平衡点，如何高效且精准地开展
融合教育成为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采用实证调查法，以浙江省孤独症家庭为研究对象，
调研温州市、台州市、杭州市等 3 座城市的孤独症儿童家庭，
访谈政府相关部门、学校等教育部门、孤独症康复机构和社会
大众。了解政府和社会为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提供的支持，并
将收集到的资料进行系统性整理和探索性分析，建立基于布朗芬
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系统论的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社会生态系
统模型。基于对孤独症儿童家庭就融合教育内容与实施方式的需
求状况的了解，从全纳教育出发分析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的家庭
的需求、社会接纳度以及目前政府社会支持之间的矛盾，知悉
孤独症儿童的教育需求及现状，探索在社会生态系统下孤独症儿
童开展融合教育的有效策略，以促进全纳融合社会的形成。

1　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现状
在抽样调查的212名孤独症儿童中，2-6岁的占54.72%，6-

12岁的占36.78%，12岁及以上的占5.19%，小于2岁的占3.30%。
其中54.72% 的儿童在机构训练，18.4% 的儿童在幼儿园就读，
15.09%的儿童在小学就读，7.08%的儿童在家训练。41.51%的儿
童接受机构康复训练超过2年，26.42%在1-2年，26.89%在1年
以内，5.19%尚未接受机构康复训练。在抽样调查的283名普校教
师中，32.86%的教师教龄10-20年，30.39%的教师教龄5-10年，
24.73%的教师教龄3-5年，12.01%教师教龄3年以下。89.40%
为小学教师，3.53% 为幼儿园教师，7.07% 为初中及以上教师。
94.35%为普校教师，4.95%融合性学校教师，0.71%为特殊教育教
师。61.84%的教师表示未接触过孤独症儿童，38.16%的教师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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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孤独症儿童。73.15% 的教师表示自己所在班级没有孤独症儿
童，26.85% 的教师所在班级有孤独症患儿。

在抽样调查的819名社会大众中，男性占53.11%，女性占
46.89%。18-30岁者占65.69%，30-50岁者占29.55%，18岁以
下者占4.15%，50岁以上者占0.61%，72.77%的人表示自己没有
接触过孤独症儿童，27.23% 的表示接触过孤独症儿童。71.67%
的人有自己的孩子，28.33%尚没有孩子。52.26%的人表示对融
合教育不太了解。39.93%的人表示对融合教育非常熟悉，7.81%
的人表示自己没有听过融合教育。69.48%的人认可孤独症儿童进
入普校接受教育，26.86% 的人认为应视情况而定，3.67% 的人
表示自己无法接受孤独症儿童进入普校学习。

调研的基本情况反映出，目前国内融合教育的开展情况并不
容乐观。孤独症儿童的最佳干预年龄为2-12 岁，融合教育对其
意义重大，但尚有半数以上适龄儿童未能进入幼儿园和小学。
此外，由于缺少特殊教育教师、教室资源、对普校教师的培训
以及社会大众对孤独症和融合教育了解的匮乏，即使已经进入普
校就读的孤独症孩子的教育质量和教学环境都无法得到保障，被

“劝退”的现象时有发生。
2　现阶段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存在的问题
融合教育是孤独症儿童受教育模式的新探索，它是一项多元

性、综合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工程。根据社会生态环境理论，从
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支持体系出发，构建了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
社会生态系统。孤独症儿童的融合教育是个人因素、家庭因
素、社会环境因素以及三者交互影响的结果，它涵盖了个体、
家庭、教育部门、社区、社会文化、政策法规等众多因子且
相互影响，并不仅仅只是孤独症儿童自身。

图1     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社会生态系统

通过调查和访谈中发现，目前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存在有如
下几个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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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孤独症儿童在融合教育中获取的服务缺乏。调研数据
显示，无论是能力评估、教育资格审查、个性化融合教育方案
指定、融合教育服务还是政府相关政策的落实，如给孤独症儿
童专项补贴”等相关服务，其比率不超过 1 6 %。

（2）孤独症儿童获得的融合教育支持单一，且不专业。调
研发现，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中主要的支持是随班就读，普通
学校同意入学。而评估、师资、教辅上的专业性支持以及信息
等资源整合服务严重不足，且86% 的家长表明这些支持是不持
续、不稳定的。

（3）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在中观系统支持力度薄弱。96%
的被调查者表明，当前“从事孤独症融合教育的专业人员很
少”、“融合教育督导机制不健全”、“相关普校个别化教育
质量不高”、“未建立完善的融合教育体系”、“持续性融合
教育服务不到位”等等。

（4）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的宏观系统支持紧缺。残障儿童
教育政策的制定及实施对特殊儿童融合教育对孤独症儿童融合教
育有着重大的影响。超过88% 的被调查对象提出在融合教育中，

“政府相关配套政策不健全”、“融合教育缺乏职能部门统
筹”、“教育经费不足”、“融合教育保障力度不到位”等。
除此之外，“社会对融合教育的包容性不够”“对融合教育模
式的探索不足”等。政府社会给与的支持不充分。

3　生态系统理论视域下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发展路径探究
3.1建立全方位的教育资源支持与共享机制
全面的教育资源是保障孤独症儿童接受融合教育的基础。为

推进融合教育的进行，笔者建议：加强对普通教育学校教师的
特教培训。教师是学生在学校获取知识和技能的最直接来源，
强调教师在融合工作中的重要性。建议明确融合教育的教学理
念，定期开设讲座、研讨会，增加教师对孤独症相关知识及教
学方法的了解，提高其对融合教育的认同度以及重视程度。针
对已经接收孤独症儿童的学校的老师，定期开展特殊教育的在职
培训也有利于保障教师队伍的质量。

实现普校对孤独症儿童康复训练资源的供应。专门的康复教
室能较好地解决孤独症儿童虽融入普通班级却“只随不读”或

“随班混读”的问题。因而笔者认为，普通学校应该加强针对
特殊儿童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孤独症儿童教育康复所需要的专
门的训练室，提供孤独症儿童所需的干预训练的辅具如教具、
器材、结构化的个人工作系统等，真正实现物质资源上的无障
碍，满足孤独症儿童个性化的教育需求。

搭建普、特校交流平台。特殊教育学校拥有专业的优质师
资，搭建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的交流平台将助力融合教育的
实施。特殊教育学校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通过向普通教育学
校输出教学资源和教师团队、设立权威的专业评估和仲裁机构等
支持服务，对普通教育学校的教师开展技能认定考核等方式提升
普通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推进融合教育的进一步发展。通过这
些措施完善普通教育学校的教育支持体系，提升特殊教育学校对
普通教育学校的支持和共享服务，促进中观系统内资源的流动，
为孤独症儿童获得教育支持单一、薄弱且不专业的问题提供解决
思路。

3.2营造融合共生的社会环境
虽然“普特融通”这一目标已被提出，但是孤独症儿童在

接受融合教育的过程中仍然会受到亲戚、邻里对个性差异的不理
解、社区接纳程度不足等现实因素的阻拦。因此，有必要加大微
观系统及中观系统的支持力度，搭建支持性融合服务平台，探索
一种适合融合的社会环境。

鼓励家长积极参与到融合教育中。孤独症家庭并不是只能在
小圈子里抱团取暖，与大众群体的交流沟通有助于特殊个体的融
入。孤独症儿童家长需要加强对融合教育必要性的了解，加强
融合教育的干预，以积极的心态主动加入到学校、社区等融合
活动中。建议利用孩子自身擅长或感兴趣的某项活动、自身地
理位置以及社会资源的优势积极抓住和创造社会融合机会，借此
培养孩子的自信心，让孩子适应与普通孩子的社交关系，慢慢
走向融合。

创设社区融合文化。社区是孤独症家庭及社会大众接触的密
切环境，社区相关部门对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的宣传普及对社区
成员的认知起着引导作用。各社区以支持包容的立场加大宣传，
包括分发公益广告、定期举办以孤独症儿童为主题的相关活动，
可以引导大众的观念更新，加深社区成员对孤独症儿童以及融合
教育的认知度、认可度，呼吁大众以主动接纳的态度和行为去
理解孤独症儿童，帮助他们实现与环境的交流互动，为孤独症
儿童的融合营造良好的氛围。随着社区对孤独症的接纳这一问题
的解决，邻里和睦关系得以推进，鼓励家长更主动参与到融合
活动中；而家长的积极参与又能加深社区大众对孤独症的了解，
推进孤独症孩子的社区融入，从而巩固微观系统和中观系统的相
互支持。

3.3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孤独症儿童融合教育的成功开展离不开宏观系统的大力支

持。政府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是加大对融合教育的支持力度的
必然要求。

完善教育保障的法律体系。学校的招生制度直接影响着孤独
症儿童是否能进入学校接受教育。需要政府完善并落实孤独症儿
童融合教育政策及相关法律法规，保障孤独症儿童的受教育权，
解决孤独症儿童被普通学校拒收、享受不到受教育权的问题。
明确学校在课程建设方面也应满足孤独症儿童的需要，强调融合
教育理念，进一步实现孤独症儿童教育质量的提升。此外，还
应重视发展残疾儿童的职业教育，使其通过教育以平等、独立
的姿态参与到社会活动中。

健全社会福利机制。政府对孤独症融合教育的充足财政支持
有利于融合教育的顺利实施。因此，团队建议政府给予不同年
龄段的孤独症儿童相适应的福利保障，在早期干预治疗上提供一
定的优惠政策，一定程度上缓解孤独症家庭的经济压力，鼓励
孤独症家庭健全其内部的微观支持系统，促使其走向融合。此
外，政府应加大对孤独症儿童学校、机构中如教师等相关人员
的专业教师培训和平台的设施建设的经济支持力度，并给予具体
明确的政策保障。

培养相关专业人才。鉴于目前融合教育面临着严峻的人才压
力，加大专业人才的输入以形成专业资源支持能提升学校的适应
力和可持续力，对加强宏观系统支持力度有极好的效果。故建
议政府建立特殊教育教师的专业培训系统，并对特教教师的资格
认证进行管理和考核；在教师职前教育的课程中增设特殊教育的
相关内容，以解决大部分普通教育学校教师缺乏特殊教育背景的
问题；加强毕业生师资接受特殊教育培养的渠道建设，促进理论
与实践结合，不断积累优质特殊教育教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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