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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中信息技术应用的现状研究
曹正飞

（庆阳特殊教育学校，甘肃 庆阳 745000）

摘要：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 简称 IT）是指在信息的基础上并结合计算机技术和网络拓展人类信息功能的技术。从本

质上讲信息技术是承载着教育的电子化软件。本文所涉及的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中的应用从信息技术和特殊教育的视觉出发进行调研，

以 “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的应用”为关键字，检索了中国知网和其他网站如百度、谷歌上的相关数据库，分析国内外特殊教育领域

信息技术的应用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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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研究统计

国内文章大多来自于知网上的“期刊全文数据库”和“优秀 ”， 

匹配“信息技术”和“特殊教育”，”模糊”，并对筛选论文的

数量进行分布统计。统计分布如图 1 所示。   

图 1　特殊教育中信息技术引用相关文献统计图

从检索结果来看，特殊教育中信息技术应用相关文献数量并不

多，主要集中在 2010 年以后，主要原因是国内特殊教育在上世纪末

才受到关注，高速发展是在 2010 年前后，所以关于特殊教育中信息

技术应用研究资料在此刻才大量涌现。对 10 篇文章做了一个统计。

综合以上对几篇文章详细阐述，笔者认为，目前国内信息技术在特

殊教育中应用现状调研的文献还比较匮乏，对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

领域如何高效应用或现状调研并没有做详细的调查统计分析。

（一）文献整理

在 1998 年国家公布特殊教育网页后，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教

学中的应用开始重点研究，为更全面了解特殊教育信息技术的应用

情况。因此，在中国知网上，共检索到 9 篇关于特殊教育中信息技

术应用研究的期刊论文和 19 篇 ，并本文以主题检索的方式进行检

索，以（2000.1.1~2016.7.31）刊发的论文为对象，对文献内容进行

分析。信息技术在不同残障儿童教育应用的研究文献如表 1 所示。

表 1　信息技术在不同残障儿童教育应用的研究文献

特殊类型 研究文献篇数 概  要

听觉障碍 79 篇
最多是把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在语文学科最多。创设情境，依据视觉来培养学生的感知能力，让学生了解课堂，

学习文化知识。

视觉障碍 14 篇 多半从课程和信息技术整合角度出发，制作形式多样的多媒体课件，利用学生的听觉优势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智力障碍 2 篇 主要是从应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入手，研究如何促进学生对外界事物的认知。

通过对 18 篇专业期刊文献进行内容分析，多数属于实证分析，

以及关于学科和信息技术整合的研究。介绍了常用的信息化教育

资源，针对学科的教学内容和学科特点，提出了教师的信息技术

培训模式。分析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中的应用，提出了适合特殊

教育教师和学生信息素养提高的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设计应用

中应考虑的问题及解决方法。这三方面论文的比例如图 2 所示。

（二）论文研究

对（2010 年 -2016 年）学术论文以“特殊教育信息技术”为主题，

进行模糊检索和统计仅得到 6 篇论文，其中 2013 年和 2016 年相

关论文处于空白状态，对 6 篇论文进行内容分析，发现信息技术

在特殊教育中的应用研究方向有以下三种：特殊教育中信息技术

应用研究方略、特殊教育教学中的课程研究、信息技术在特殊教

育中的应用调查研究。三种研究方向的文献数量分布如图 3 所示。

图 2　信息技术应用特殊教育期刊文献比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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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种研究方向文献数量分布图

信息技术和信息技术应用概念的模糊性。在教育技术领域，

通过走访和文献阅览显示，信息技术概念太广，部分文献的作者

有概念模糊状况，信息技术的局限性是投入到课堂应用存在约束。

一要提高提高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二还要通过信息技术提升学

生的学习效率，教师只有将信息技术和特殊教育方法有效融合才

能提升课堂学习效率。特别是如何建立一个信息技术通用模型，

使得教师和学生间建立一个很好的联系。如果这些问题不加以解

决，就不可能很好地发挥信息技术的作用。

二、国外研究统计

国外文章以 Springer Link 和 Science direct，外文数据库为样

本来源，以检索项：“主题”；以“Special Educ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为检索词进行检索；剔除内容不符等无关样本，对日

本、美国和英国的特殊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及发展状况进

行对比分析，如表 2 所示。

表 2　特殊教育领域信息技术应用现状及发展情况对比分析

国家 特殊教育发展现状 特殊教育中信息技术应用现状

日本

 1978 年在日本京都市开设了盲哑院，开始实施

盲教育和聋教育，是日本特殊教育的开端，从

1993 年 4 月起，日本的普通班就读已经制度化。

1986 年提出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 ”。1990 年提出培训教师的信息化操作技能。

1994 提出相关政策。特殊教育界针对不同特殊儿童，改良了对教育技术中硬件、

软件与潜件的利用，日本针对残疾人或身心残障者发明、改进或改良了教育技术，

这是值得我国特殊教育领域和教育技术领域所关注和学习的，依据不同残障程度，

有针对性地利用信息技术。

美国

 美国特殊教育发展划分为以下四个时期：从救护

到教育时期、从封闭到开放时期、从隔离到融合

时期、从全纳到卓越时期。

  信息技术的普及程度和普通教育一起与时俱进、同步进行，这一普及程度现如今

在世界上遥遥领先，在这一过程中，有过成功的经验，同时也暴漏出了诸多问题，

如信息安全、教师信息技术素养、学生信息技术应用能力等。

英国 

特殊教育有 200 年的历史，对残障学生的评价体

系还有很多不足，如何提高教师的职前水平标准

和怎样提高学生的学业水平。

大卫 . 霍克里奇教授和汤姆 . 文森特对“使用机会”和“对能力的扩展”进行了重

点分析。并说明了信息技术对残障人群的帮助作用。

综上所述，通过统计分析发现，美国、日本、英国由于经济

的发达程度很高，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领域应用比较广泛，针对

不同残障学生在信息化应用的同时，他们做到了特殊化和精细化，

对不同学生进行个别对待和使用信息技术，而我国的信息化在特

殊人群中的教育应用相对比较落后，只停留在最普通和最普遍的

基础上，针对不同个体进行个别使用和研究几乎是零基础。在信

息技术应用方面，存在以下一些问题：教师的特殊教育技术和信

息技术的结合能力怎么样？计算机或手机等移动终端可随时提供

给学生使用吗？等等。

总的来说，国内外在特殊教育领域研究的成果是硕果累累，

研究的角度是全方位的，研究的方向和内容很全面，佐证的资料

颇丰，成果中既有实践反思也有理论分析，为本调研的开展提供

了广阔的研究视野和丰富的佐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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