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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美国儿童特殊教育一瞥
杭秀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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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20 年新冠疫情对美国特殊教育事业挑战巨大。为保障接受特殊教育儿童获得及时、稳定的科学外部干预，政府、

学校、家庭等多方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并在实践中针对暴露出来的问题积极探索和改进方式，以求在疫情防控和特殊儿

童教育之间找到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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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以来，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给人类社会的
方方面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其中教育也不能幸免于
难。作为国际疫情重灾区的美国为应对疫情对其教育领
域做出诸多调整，主要表现为学校封闭、课堂转为线上。
线上教学的诸多疲敝在儿童特殊教育领域表现得更加显
著。这主要是由于特殊教育的客体决定的。特殊儿童较
普通儿童相比存在生理发育机能上的不足，在学习过程
中即表现为自控能力差、注意力难以集中、理解能力低
下等。在线上教育条件下，由于缺乏老师面对面的引导
和手把手的教学，即使有家长在旁边提供帮助，受限于
家长专业教育技能和知识的缺乏，特殊儿童仍然难以适
应新的教学形式也难以在外部辅助降低的情况下通过自
身能力完成学习任务。此外，家庭网络硬件条件的层次
不齐也限制了线上教育的长期、广泛推广。根据 Robert 
Wood Johnson Foundation( 以下简称 RWJ 基金会 ) 的调
查显示，全美约有 34% 有孩子的家庭面临着网络连接
困难或网速过慢的问题，难以支持线上教学的开展 []。
这种现实的局限决定了线上的特殊教育在效果和公平性
上是大打折扣的。

然而特殊教育所要求的连贯性和时效性决定着即
使面对疫情的挑战，特殊教育也需要保质保量的进行。
特殊教育的这两点特性首先是由人心理、生理发展规律
决定。针对儿童的研究显示，大脑神经元激增于 0-3 岁。
这一时段，大脑神经元完成了全方位的初步发展。而由
于此时的发展是自然的，是无方向性的，因此在接下来
的几年，幼儿所处的外部环境以及经历塑造了其独特的
语言能力、视觉听觉能力、高级认知能力。这些幼年形
成的能力与体系，虽然经过接续的教育在不断扩充和变
化，却形成了无形的基础，甚至很多时候决定了个体发
展的上限。对于特殊儿童而言，尽早发现缺陷，尽早提
供包括治疗和特殊教育在内系统性、持续性外部干预手
段，有利于抑制生理心理缺陷对儿童未来人生发展可能
产生的不利影响，为特殊儿童最终能接受正常教育，进
行正常生活奠定基础。美国政府和特殊教育机构也认识
到了特殊儿童接受教育的紧迫需求同疫情影响下特殊教
育供给受限之间的矛盾，采取了诸多措施以保障疫情之
下的教育质量。

政府部门通过指导性意见和资金支持，一方面保住
特殊教育行业主体，一方面维持其职能正常运行。3 月 

27 日，联邦政府颁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援助、救济 和
经济安全法案》(Coronavirus Aid, Relief, and E- conomic 
Security Act, 以下简称 CARES 法案 ) 中有部分条款适用
于学前教育机构和家庭，包括 35 亿美元用于援助为必
需岗位家庭提供儿童保教服务的机构、7.5 亿美元用于
支持开端计划，私立学前教育机构还可申请薪酬保障计
划贷款、紧急经 济伤害灾难贷款等。各州政府也相继
颁布对早 期教育机构的经济援助计划，免除共同支付
费用 ( 伊利诺伊等 7 州 )、覆盖家庭支付费用 ( 加利福
尼亚等 11 州 )、覆盖私立机构学费 ( 阿拉斯加等 3 州 )、
补足招生差额费用 (密歇根等 19 州 )、放宽 请假政策 (得
克萨斯等 10 州 )、为从事必需工作人 员的子女提供服
务的机构增加拨款 ( 新泽西等 6 州 )、为受影响的机构
提供专项计划 ( 内布拉斯加 等 10 州 )。为缓解教育机
构疫情防控面临的压力，3 月 11 日，CDC 颁布了 《美
国 K-12 学校与早期教 育项目管理暂行指引 : 对新冠病
毒疫情的计划、准 备与应对》，主要探讨了疫情背景
下不同类型托 幼机构的角色与作用、计划与准备以及
如何防控 疫情传染等相关事宜 ;同时，CDC还发布了《疫
情期间学前教育机构重开的决策建议指引》，提出了一
系列的卫生健康标准以帮助管理者做出决 策。此外，3 
月 15 日，CDC 还发布了《疫情期间儿童居家卫生健康
建议》，从家庭卫生与健康环境的创设、一日生活安排、
儿童轻重症的表现及家庭 处理等提出了具体建议。

美国在过去一年的时间内，针对特殊孩子，学校
和各大教育机构是如何做出应对的呢？首先，在疫情刚
刚爆发的 3 月份，美国教育部就采取紧急应对措施，关
闭了所有的学校，学生只能在家上网课。学校同样也为
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们安排了每周 2-3 次的网上课程，
多数是以加强口语表达和沟通，以及行为矫正为目的的
课程。在上课的过程中，家长一般会在旁边辅助孩子的
学习，但大多数的孩子不会认真听老师的指导，很多孩
子自顾自地去玩耍，家长要求过多的时候，有些孩子就
更不配合。实践证明网课这种授课形式并不能满足接受
特殊教育的孩子需要，尤其是低龄的孩子。为此，各公
立、私立特殊教育机构在政府部门指导下，通过积极加
强疫情防控举措，为线下授课创造条件。一是公立学校
在防控新冠病毒的安全上，做到严防死守。学校对所有
设施定时进行消毒，要求所有上岗教师戴好口罩，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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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消毒、洗手等日常防护。在这样的基础上，学校对
没有能力上网课的特殊孩子，允许送到学校接受一对一
的训练，这样就解决了特殊孩子的根本问题，不会因环
境限制耽误他们需要进行的各项发育指标训练。二是美
国的各大私立特殊教育机构，像针对自闭症儿童训练的
ABA 训练机构，以及专门进行语言、行为、运动训练
的机构，为了保证特殊孩子在疫情期间也能得到帮助和
提升，他们做了很多次的防疫标准改革，以确保老师和
孩子们的安全。例如，要求家长只能在车里接送孩子，
不允许进入机构内；孩子在训练前必须戴好口罩，测好
体温；经常用肥皂和水洗手；咳嗽和打喷嚏时需遮住；
避免用没洗过的手触摸面部；经常清洁所有被广泛接触
的表面（例如，电话、门把手、厨房台面等）。一旦有
疑似接触病例者，规定居家 14 天以上，之后方可入校。
总之，每一次的防疫措施都会比之前更加完善！在我所
服务的机构内，从今年 6 月份至今，还没有出现过任何
新冠病例。可见，教育部门在防疫和特殊时期的孩子教
育问题上下了功夫。这些举措也让家长们松了口气，一
些低龄的尤其语言发育方面迟缓的孩子，如果没有这些
训练机构和学校的奉献，孩子一旦错过语言发展的关键
期，就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然，与学校努力密不可分的便是家长们需要辛
苦付出。第一，疫情对家庭的经济条件带来巨大冲击，
给家长带来严峻挑战。根据 RWJF 基金会针对全美有子
女的家庭的统计显示，其中 61% 的家庭面临着“严重
的资金困难”，60% 的家庭中有成员的工作或收入在
疫情期间受到冲击。第二，疫情期间，学校教育的失位、
缺位要求家长承担起更多教育儿童的责任。对于接受特
殊教育的儿童而言，他们的教学内容更复杂，除了要求
父母提供教学之外还要求父母对儿童进行健康监测以及
帮助儿童对接医疗资源、社会福利资源等，对父母提出
了很高的要求。第三，家长需要对儿童健康提供更多的
支持以帮助他们在公共卫生危机的大环境中保持个人健
康。首先，家长要保证孩子们饮食上的安全与营养均衡，
以提高抵抗力。每样食品的外包装都要冲洗几遍方可放
入冰箱或开始制作。每天要保证蛋、奶、鱼、肉、蔬菜

的营养摄入。其次，家长需要引导孩子们养成规律的作
息和运动习惯。虽然大部分的时间，孩子们都呆在家里，
但除了每天的网课，家长们依然需要带孩子在外边的公
园活动或空旷的田野玩耍，用正确的方法和积极的心态
引导孩子。此外，家长还需要帮助保持儿童良好的心态。
居家令、休学等等疫情之下的特殊限制缩小了儿童的人
际交往空间、以及生活活动的空间。这种情况容易造成
儿童心理上的焦躁与抑郁。因此，家长在承担巨大家庭、
个人压力的同时，依旧需要以积极向上、乐观开朗的态
度引导、感染、鼓舞孩子，教会孩子适应抗击疫情的新
常态和面对种种变化的平和心。

结束语
虽然当前世界疫情的发展还没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冬季反弹”、“病毒变异”等骇人听闻的字眼在媒体
上不断闪现，让人们无法放松对疫情的警惕；但是希望
光芒在一点点展现，目前包括中国疫苗在内多款疫苗上
市，中国的抗议经验得到重视，以及美国新政府为疫情
防控带来的更多确定性、科学性和准确性，都让一切重
回正轨有了更多的可能性。2021 年或会彻底告别新冠，
我们对此抱有共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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