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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理念下随班就读质量提升的几点策略
任希希

（六盘水市特殊教育学校，贵州 六盘水 553000）

摘要 : 融合教育虽然已有了近 40 年的实践历程，但是在很多较为偏远的地区，融合教育的教学质量一直不甚理想，多数随班就读学

生只能算作是“肢体性随班”或“社会性随班”，并没有真正融合到集体教育教学活动中，融入到主流社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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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作为市级资源中心教师，在一年的随班就读巡回指导工

作中发现，大多数特殊需要儿童处于肢体性随班就读（仅是肢体

在普通班级里，并未融入班级参与教学活动）或社会性随班就读

（与普通儿童一起活动，有接纳和交往，但未得到需要的教育）

的状态，离融入主流社会，平等参与社会生活的培养目标仍有极

大的距离。如何缩短甚至消除这段距离，随班就读班主任和科任

教师是关键。以下是笔者结合多年特殊教育实践经验，根据随班

就读现状，着力提升融合教育质量，整理出的几点行之有效的实

施策略。

一、教育安置方式灵活化

教育安置应根据儿童的障碍程度、教学现状、个性发展等方

面进行科学设计。如在特殊学校就读的学生，经评估可以到普通

学校随班就读，为使学生身心顺利过渡，可以设计个性化课程：

第一阶段上午在特校上课，下午到普校上课；第二阶段上午在普

校上午，下午在特校上课；待学生基本适应普校教学节奏和教学

环境后，调至第三阶段，全天在普校就读。又如在普校随班就读

不适的学生，可根据其障碍类型，请资源教师安排个别教学课程

对学生进行缺陷补偿或者心理辅导，帮助其融合融入班级教学活

动。

二、创设最少限制教学环境与和谐的学习氛围

（一）最少限制教学环境

无论是在普通学校还是特殊学校，学校和教师都应该尽量满

足特殊需要学生对学习环境的需求。不同障碍类型和障碍程度的

学生对学校的环境和班级的环境往往还有不同的要求。在校园环

境中，应设有盲道、轮椅通道、振动提示器、无障碍卫生间等公

共设施。在班级中，在给特殊需要学生安排座位时，一定要考虑

到他们的心理特点和功能障碍，把他们安排在既有利于自我调节，

又能兼顾他们学习方便，同时还能方便与教师交往的座位上。

（二）和谐的社交氛围

在笔者指导过的随班就读个案中，有两个对立的案例。

A同学是中度脑瘫，智力落后于同龄人岁左右，能进行简单

的语言沟通，握笔不稳，能独立行走，但不能奔跑。班主任将该

生安排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最角落的位置，独立成排，并叮嘱班

上同学不要与该生交往，否则出了事情自己负责，然而了解下来

该生并没有攻击性行为。具备参加部分大课间活动的运动能力，

但是被安排不参加所有课外活动。不参加所有考试。

B同学为中重度脑瘫，智力正常，基本不具备语言能力，握

笔不稳，勉强能独立行走，但时常摔倒。班主任将该生安排在教

室的第一排离教室门最近的位置，安排同学轮流帮他打饭和如厕。

在同学们的帮助下，他没有错过任何一次大课间活动。虽然他难

以用语言表达，但是大家都知道他能听懂多数的课程，数学最好，

喜欢读小说。

A同学在班级里如同空气般的存在，常常不来学校，在校时

基本不与同学交流，表现出极度的内向和自卑。鲜有老师关注到

他，班主任表示只要他在课堂上安静，在学校里安全即可。这是

典型的“肢体性随班就读”。B同学十分爱笑，与师生相处融洽，

大家都学会了与他“眼神交流”，并且喜欢与他交流。虽然握笔

困难无法参加考试，但是老师能判断出他是否有效地参与学习。

从这两个案例不难看出，社交氛围对于随班就读学生身心的影响

之大，和谐友善的氛围能促进特殊需要儿童更好地融入班级，有

效地参与学习活动，反之则像把特殊需要儿童推向更深的深渊。

而在和谐环境的创设中，班主任和科任教师是关键。

三、缺陷补偿，潜能开发的教学原则

在特殊教育的教学理念中，笔者认为“缺陷补偿、潜能开发”

应放在第一位。给不同障碍类型的学生给予相应的缺陷补偿，以

降低他们因功能障碍而导致的学习和生活困难，更好地融入社会。

如听障学生进行听力语言训练，脑瘫儿童进行康复治疗等，尽最

大努力帮助其无限接近常人的生活状态是教育的目标和意义。

四、弹性作业布置与多元化的评价机制

（一）弹性作业

作业必须要完成，但是可以有弹性的空间。对于残障学生，

因为需要针对障碍进行一些教育训练，所以尽可能地将作业与教

育训练结合起来。另外，可以增加实践性作业，以提高这类学生

的社会适应能力。如视障学生需要更多的口头作业，智障学生需

要更多的操作作业。

（二）多元化的评价机制

对于特殊需要儿童来说，简单的用考试成绩这种“一刀切”

的方式来评估教学效果是不科学的。固然需要考察学业成绩，但

是在要求上可以根据学生障碍程度进行适当的降低。同时还应该

评估学生在其他方面的能力，如智力障碍儿童，可评估其认知能力、

语言能力、生活适应能力、社会交往能力等方面。

参考文献：

[1] 陈雅娟 . 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幼儿随班就读策略探究 [J].

才智，2019（13）:180.

[2] 欧阳叶 . 论随班就读智障儿童的融合教育及实施策略 [J].

绥化学院学报，2020（1）:9-13.

[3] 许萍 . 两位随班就读“问题学生”的融合教育策略研究 [J].

教师，201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