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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残疾人扫盲教育情况分析——以内蒙古开放大学

扫盲教育数据为例 
吕知新 

（内蒙古开放大学） 

摘要：残疾人作为一种弱势群体，其教育工作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残疾人教育工作已经成为国民教育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

分。近年来，内蒙古对于残疾人教育的关注度不断提升，积极推进残疾人扫盲教育，并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相对于普通教育而

言，残疾人教育仍存存在有明显的落后现象。为此，本文就以内蒙古开放大学扫盲教育数据为例，对当前内蒙古残疾人扫盲教育情

况进行分析，同时指出了当前残疾人扫盲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并提出了改进策略，希望可以为今后残疾人扫盲教育活动的开

展提供有效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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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出台了多项法律法规，以保证残疾人

受教育的权利，并有效推动了残疾人教育事业的发展。但不能改忽

视的是，虽然各项法律法规的颁布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残疾人受教

育情况，但其教育现状仍然不容乐观，残疾人教育排斥现象仍然非

常严重，残疾人文盲现象也非常普遍。本文就以内蒙古开放大学扫

盲教育数据为例对内蒙古残疾人扫盲教育情况展开分析，具体如

下： 

1 内蒙古残疾人扫盲教育情况分析 

1.1 分析方法 

以内蒙古开放大学扫盲教育数据为例对内蒙古残疾人扫盲教

育情况展开分析，从年龄段、性别、城乡地区、区域、残疾类别、

残疾等级等几个方面对在内蒙古开放大学接受残疾人扫盲教育的

800 名残疾人情况进行分析；并将数据输入到 spss20.0 统计学软件

中进行处理，进行卡方（X2）检验，分析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

同残疾等级、不同残疾类别及城乡地区残疾人参加扫盲教育的情

况； 

1.2 分析结果 

1.2.1 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年龄、性别情况分析 

本次研究中所选取的 800 名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中男性共

468 人，占 58.5%，女性共 332 人，占 41.5%；在年龄分布上，男性

受教育者与女性受教育者均以 45-59 岁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居多，分

别占 28.5%、17.3%，其总比率占全部受教育残疾人的 45.8%，其次

均为 35-44 岁这一年龄段，总体占比 24.6%，具体见表 1： 

1.2.2 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城乡、区域分布情况分析 

本研究中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中城市分布率为 45.3%

（362/800），旗县分布率为 54.8%（438/800）；在区域分布方面以乌

蒙、锡盟为主，分别占 27.9%、24.3%，具体见表 2： 

表 1 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年龄、性别情况分析 

性别 年龄段 

男 女 

合计 

＜14 岁 1（0.1%） 0 1（0.1%） 

15-24 岁 37（4.6%） 20（2.5%） 57（7.1%） 

25-34 岁 77（9.6%） 63（7.9%） 140（17.5%） 

45-59 岁 103（12.9%） 94（11.8%） 197（24.6%） 

60 岁以上 228（28.5%） 138（17.3%） 366（45.8%） 

合计 468（58.5%） 332（41.5%） 800（100%） 

表 2 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区域分布情况分析 

地区 例数 百分比 

包头 200 25.0% 

赤峰 83 10.4% 

呼市 100 12.5% 

乌盟 223 27.9% 

锡盟 194 24.3% 

合计 800 100.0% 

1.3 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残疾类别、等级情况分析 

本研究中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中残疾类别中以肢体残疾为

主，共 420 例，占 52.5%，其次为智力残疾，共 194 例，占 24.3%；

在残疾等级方面，以 2 级、3 级、4 级为主，分别为 247 例、230 例、

244 例，占比分别为 30.9%、28.8%、30.5%；1 级残疾者较少，共

79 例，占 9.9%，具体见表 3： 

表 3 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残疾类别、等级情况分析 

残疾等级 残疾类别 

1级 2级 3级 4级 

合计 

多重 23（2.9%） 13（1.6%） 3（0.4%） 1（0.1%） 40（5.0） 

精神 1（0.1%） 25（3.1%） 4（0.5%） 4（0.5%） 34（4.3%） 

视力 12（1.5%） 10（1.3%） 11（1.4%） 17（2.1%） 50（6.3%） 

听力 6（0.8%） 11（1.4%） 14（1.8%） 19（2.4%） 50（6.3%） 

言语 2（0.3%） 4（0.5%） 0 2（0.3%） 8（1.0%） 

语言 0 4（0.5%） 0 0 4 

肢体 33（4.1%） 97（12.1%） 118（14.8%） 172（21.5%） 420（52.5%） 

智力 2（0.3%） 83（10.4%） 80（10.0%） 29（3.6%） 194（24.3%） 

合计 79（9.9%） 247（30.9%） 230（28.8%） 244（30.5%） 800（100.0%） 

2 影响残疾人受教育的原因 

通过分析 800 例在内蒙古开放大学接受残疾人扫盲教育的数据

情况发现，800 名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男性占比略高于女性，而

在年龄段分布上，以 45-59 岁这一年龄段的人群居多，其次为 35-44

岁这一年龄段；年龄低于 35 岁的人群，尤其是年龄低于 15 岁的人

群较少；在城乡区域分布上旗县分布率略高于城市分布率，在区域

分布方面以乌蒙、锡盟为主；在接受扫盲教育的残疾人残疾类别以

肢体残疾为主，其次为智力残疾；在残疾等级方面，以 2 级、3 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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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级为主，1 级残疾者较少。从总体上来看，内蒙古残疾人扫盲教

育的整体水平仍然不容乐观。而影响残疾人扫盲教育水平的原因主

要可以从下述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思想观念落后。受各方面因素的影响，社会扶残助残意

识尚不够浓厚，多数人都会将残疾人视为社会负担，歧视甚至伤害

残疾人的现象仍然屡见不鲜，导致很多人并没有认识到残疾人扫盲

教育的重要性。另外，很多残疾儿童家长对于残疾人教育知识的了

解较少，并且有很多家长甚至错误的认为残疾儿童无法学习，或者

即使是接受了教育也没有用，无法找到工作，所以并不积极送残疾

儿童去上学。当然，部分残疾人自身认知问题也是影响其接受教育

的重要因素，他们认为自己生理上存在缺陷，就理所当然的依赖他

人，缺乏积极进取的精神。 

第二，教学模式单一。对于残疾人教育应根据其残疾类别、接

受能力以合适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但这种教育方式也存在有较大

的限制性，其一，数量少，内蒙古设立的特殊教育学校、针对残疾

人的开放大学数量较少，且学校分布区区域不均衡，这也就限制了

很多采集人不能接受教育。其二，多数特殊学校的教育都是以义务

教育为主，中、高等特殊教育学校较少，这也是导致很多残疾人无

法继续接受教育的重要原因。 

第三，教育经费不足。特殊教育具有一定特殊性，需要借助康

复设备进行，并且应设立无障碍设施，其资金投入较大。虽然内蒙

古近些年来增加了对残疾人教育的投入力度，但总的来说现有资金

尚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加之特殊教育学校资金来源渠道有限、社会

资助较少，影响了特殊学校的大范围设立。 

第四，就业渠道不通畅。当前我国残疾人就业形式主要是以福

利企业集中就业、企事业单位分散就业及残疾人自谋职业三种，但

受残疾人教育程度、职业教育不足等因素的影响，使得残疾人在接

受了教育后仍然难以就业，这也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残疾人接受

教育的积极性。 

3 改进残疾人扫盲教育效果的策略 

教育是提升个人素质与能力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能力；通常

来说，个人所接受的教育及培训层次越高，其所获得的工作机会也

就相应越多、生活能力也就相对更强。然而，残疾人因生理缺陷，

使得其在学习、掌握知识技能方面相对于普通人具有更大的难度，

甚至因为社会的偏见、认知的差异而使得很多残疾人并没有真正享

受到教育的权利，而没有接受良好的教育，自然会进一步影响残疾

人就业与生活。笔者认为，为改进残疾人扫盲教育效果，可以从下

述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重视思想教育。想要充分保障残疾人受教育权利，就必

须要提升全社会对残疾人的理解与残疾人教育的支持。这也就需要

城乡各级组织做好对残疾人教育工作的重视，同时宣传部、新闻单

位则应做好对全社会的思想教育，通过各种媒体对残疾人事业、扶

残助残事迹进行宣传推广，逐步提升全社会对残疾人的关爱、理解

与尊重。 

第二，深化特殊教育模式改革。内蒙古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加强

对残疾人教育的重视，尤其应在普及残疾人义务教育的同时，增加

对中等、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重视，为残疾人提供更高层次的教

育工作，并做好义务教育与更高层次教育的有效衔接。具体可以从

下述几个方面着手： 

（1）对于义务教育，应继续普及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并加大

对残疾人教育的宣传，积极督促残疾儿童入学，促使适龄残疾儿童

入学率能够尽可能达到国家标准。以内蒙古为例，仍应继续加强对

各区域特殊学校建设的重视，且各区域需要对辖区内残疾人的数

量、分布情况、年龄阶段、残疾类型、等级等各方面情况进行统计，

然后在残疾人较为集中、且交通便利的地区建立特殊学校，从而便

于残疾人就学。 

（2）对于中等教育，应以残疾人自身情况为依据，通过普通

高中随班就读形式开展；同时可根据地区情况，积极推进特殊学校

的中等教育工作，为残疾人提供专业化的教育。 

（3）对于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应加强对特殊教育职业学院

建设的重视，以促进更多残疾人能够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职业教育。

通过本文的调查分析可以发现，内蒙古残疾人扫盲教育人群以

35-59 岁的人群为主，该年龄段的残疾人其就业需求相对更大。因

此，在开展残疾人教育时应充分考虑其需求，加强对残疾人职业教

育的重视。 

（4）对于教学形式，应积极改变传统单一教学模式的不足，

积极响应素质教育教学改革的要求，充分挖挖掘学生潜能、补偿缺

陷，以促进残疾学生能够通过残疾人教育而获得相应的知识、技术

与能力，为其立足于社会提供帮助。相对于普通学生而言，残疾人

学习时所遇到的困难更多、更大，这也就需要教师需要予以学生充

足的耐心和信心，充分的尊重、理解学生，予以其鼓励、支持和帮

助。在教学方式的选择上，也应充分结合残疾人的身心特征进行选

择，重视对学生动手操作能力的培养，通过现场教学法、情境教学

法等多种理论结合实际的方式开展教学活动，从而切实提升残疾学

生的动手时间能力，同时拉近课程和职业场景间的距离，提升残疾

学生今后就业、生活的信心和能力。 

第三，增加经费投入。为更好的落实残疾人扫盲教育工作，就

需要增加对残疾人教育的经费投入，政府部门可将安吉人教育工作

纳入财政预算，并增加经费投入力度；同时还应建立残疾学生救助

提提，落实捐资助学、两免一补、减免学费等优惠政策，为贫困残

疾学生接受教育提供保障。 

第四，保证残疾人就业。其一，政府应积极增设适合残疾人的

就业岗位，为残疾人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通过集中与分散的方式，

多形式、多渠道的推进残疾人就业；同时政府还推行相关优惠政策，

以促进残疾人自谋职业。其二，特殊学校应转变教学方式，在教学

上以就业为导向，提升残疾人的就业能力。同时还可增加学校与当

地企业工厂的合作，通过厂校结合、产教结合的方式等多种途径来

促进残疾人就业。以这样的方式改变传统单一的教学模式，为残疾

人提供系统、更专业、更实用的教育，为其教育后就业提供更多保

障才能真正提升残疾人参与教育活动的积极性。 

4、结束语 

总而言之，通过分析内蒙古开放大学扫盲教育数据，能够因小

见大、见微知著，当前内蒙古残疾人扫盲教育工作仍然不容乐观。

今后，相关政府部门仍然应加强对残疾人教育工作的重视，积极深

化残疾人教育改革、增加残疾人教育经费投入，并增加对残疾人就

业的关注，从而切实提升残疾人教育工作质量，促使残疾人教育与

就业实现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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