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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梳理改革开放以来特殊体育教育政策演进历程基础上，对我国特殊体育教育政策演进进行阶段划分：

特殊体育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范畴；特殊体育教育规范化发展；深化特殊体育教育公平发展；特殊体育教

育走向高质量发展等阶段。研究还提出：完善配套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提升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形

成学校与家庭特殊体育教育合力；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特殊体育教育；促进特殊体育教育均等化等政策发

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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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China’s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has developed rapidl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and other research methods, this study sorts out the evolution of the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divides the evolution of the Spe-
cial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development statu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periods: including the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into the basic education; the standardized de-
velopment stage of the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deepening the equitable stage of Special Physi-
cal Education stage;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towards high quality. The 
study also puts forward five aspects of China’s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perfecting the 
supporting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policy and law system; further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level of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teaching staff; forming a joint effort of special physical educa-
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families; actively guiding social forces to participate in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the supervision and evaluation and promoting Special Physical Educa-
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equ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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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特殊体育教育作为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我国教育整体发展状况与效益。人们在为如

何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寻求解决办法的同时，却忽略了特殊青少年群体体质健康是青少年体质健康问题

的一部分。改革开放后，我国特殊体育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党和政府及相关部门制定了大量政策法规。

我国特殊体育教育在相关政策的促进下，从薄弱到不断完善，逐步走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改革开放后我国特殊体育教育政策的演进历程与特征 

2.1. 将特殊体育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范畴(1978~1988)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建设迅速发展，特殊教育学校和在校残疾学生的数量得到了快速增长。1978
年，我国盲聋哑学校数为 292 所，在校残疾学生大约 3 万人，1987 年，我国特殊学校增至 504 所，在校

生达到 5 万多人[1]。 
1982 年，新修订《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四十五条”提出“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哑聋和其他

有残疾的公民劳动，教育和生活；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2]。为改革开放初期

我国特殊体育教育发展提供了根本法律依据。1983 年《关于普及初等教育基本要求的暂行规定》、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 1986 年《关于实施义务教育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等法律法规

均强调了“重视和发展盲聋哑，弱智儿童的特殊教育”。1987 年，国家教委颁布《全日制弱智学校(班)
教学计划》(征求意见稿)提出：“全日制弱智学校要认真贯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方针以及必须开

设体育课，从弱智儿童身体和智力特点实际情况出发，进行相应教育、教学和训练，有效地补偿其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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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适应行为缺陷”[3]。该计划强调了体育课程对弱智学生的重要性，通过体育教育的方式提升弱智学生

的智力。《全日制弱智学校(班)教学计划》(征求意见稿)是改革开放后首次明确“弱智学校必须开设体育

课程”。这一要求为其他类型特殊教育学校开设体育课程奠定了政策基础。 
1987 年，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全国残疾儿童共有 817.35 万人，其中听力残疾和言语残疾

儿童 116 万人；智力残疾儿童 539 万人；肢体儿童 62 万人。特殊体育教育需求与条件基础之间矛盾十分

突出。1988 年，国务院批转国家计委、国家教委、民政部、财政部、劳动部、卫生部及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编制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1988~1992)》提出“要因地制宜开展残疾人文化体育工作，体

育活动场所的公共设施须为残疾人提供便利”。这是新中国第一个“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首次

把开展残疾人体育活动纳入残疾人事业之中。 
改革开放之初，随着教育领域经过拨乱反正，特殊教育开始受到应有的重视。并通过一系列政策促

进特殊体育教育纳入基础教育范畴，推动了特殊体育教育的发展。受我国人力、物力、财力以及思想观

念等条件限制，还难以满足各类残疾学生的体育需求，只能将有限教育资源满足一部分残疾学生。但改

革开放初期的特殊体育教育在相关政策保障下，特殊教育学校和接受特殊体育教育的青少年数量持续增

长，为特殊体育教育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2.2. 特殊体育教育规范化发展阶段(1989~1998) 

为了使我国特殊体育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加以引导和规范。1989 年，国务

院办公厅转发《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该意见明确提出：“各级各类特殊教育学校应该贯彻

执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方针”[4]。并明确指出“不再仅限于弱智类特殊学校开设体育课，盲、聋、哑

等特殊学校同样开设体育课，全面保障各类残疾学生接受体育教育权利”。 
1990 年 12 月 28 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1991 年 5 月 15 日起施

行)。这是我国第一部旨在全面保障残疾人权利的专门法律，标志着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开始步入法治化

轨道。其中“第三十六条”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鼓励，帮助残疾人参加各种体育活动”[5]。经国务

院批准，《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和《学校卫生工作条例》分别于 1990 年 3 月 12 日和 1990 年 5 月 28 日

起正式施行。两个条例的颁布实施结束了我国学校体育长期以来缺乏专门化法规规范的历史，从而使我

国学校体育工作开始真正步入法制化轨道。在关于残疾学生体育课程学习方面，《学校卫生工作条例》

提出“残疾学生持有医院证明即可免修体育课程”。1991 年 5 月 16 日，国家教委发布《中学生体育合

格标准实施办法》中也出现了相似条款：“因病或残疾不宜执行体育合格标准的学生，可向学校提交申

请，经学校核准，可免予执行体育合格标准，在毕业、升学时与体育合格的学生同等对待”。这两项政

策中涉及残疾学生体育课程学习条款的初衷是照顾残疾学生，但在实践层面却容易导致政策适用偏差[6]。
学生残疾存在多种类型，程度也存在很大差异。这两项政策对于重度以上残疾学生而言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轻、中度残疾学生完全具备参与体育课程学习的能力，实践中由于这两项政策的实施偏差而被排除在

普通体育教学活动之外。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经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自 1995年 10月 1日起施行)，

其中“第十八条”对残疾学生体育教育进行了明确规定：“学校应当创造条件为病残学生组织适合其特

点的体育活动”。1995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其中“第七条”规定：“盲校、聋校、

弱智学校要重视开展学生体育活动”。同时，《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相关条款进一步明确了地方政府、

教育主管部门在特殊体育教育发展中的责任。 
1996 年制定的《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提出：“抓好特殊学校体育活动(课)，定期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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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体能测试”。这是我国特殊体育教育政策中首次提出对残疾学生进行必要的体能测试。标志着

我国特殊体育教育逐步走上了规范化、科学化发展轨道。1998 年，教育部颁发《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

“第二十六条”明确提出：“特殊教育学校应重视体育和美育工作，结合学生实际，积极开展多种形式

的体育活动，增强学生体质，学校应保证学生每天不少于一小时的体育活动”。这项政策的主要目标是

通过体育活动的方式增进残疾学生的体质健康。 
这一时期，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特殊体育教育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与改革开放初特殊体育

教育政策相比。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通过制定不同层次、类型政策法规，使特殊体育教育政策从单一政

策走向各类政策协同配合[7]。残疾学生体质健康问题逐步受到重视。政府和教育部门不仅仅关心特殊青

少年群体接受体育教育权利，更关心特殊青少年群体体质健康等深层次问题。尽管个别特殊体育教育政

策在实践层面出现了一定偏差，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特殊体育教育政策数量明显增多、政策内容更详

细，政策的科学化、规范化特征更明显。 

2.3. 深化特殊体育教育公平发展阶段(1999~2009) 

2001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提出：“逐步形成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级中等

教育、高等教育相互衔接的残疾人特殊教育体系。”教育部等九部委 2001 年制定发布的《关于“十五”

期间进一步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和发展意见》提出：“加强特殊教育学校体育设施，积极组织学生课余体

育活动，大力加强特殊体育教育教师的培养、培训工作”。该《意见》对特殊体育教育的师资、课程、

设施、课余体育活动等均有涉及。虽然相关政策大都间接涉及残疾学生体育竞赛权，特殊学生群体体育

竞赛方面权益保障方面仍有不足[8]。但这些政策的颁布实施，有效保障了残疾学生能像健全学生一样享

受平等、完整的体育教育。 
特殊教育的发展被置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整体战略布局之中，重点加强不同地区特殊教育的协调发

展，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特殊教育。2007 年，国家教育部、发改委印发《“十一五”时期中西部地区特殊

教育学校建设规划(2008~2010)》提出：“中央和地方政府共同投入，在中西部地区建设 1150 所左右特

殊教育学校”。这一规划通过资源倾斜来缓解中西部特殊教育供需矛盾紧张的状况，缩减与东部的发展

差距，最终实现特殊特殊教育均衡发展的目标[9]。针对不同类型和程度残疾青少年体育教育保障条件与

实现的客观差异，2009 年，由教育部等部门联合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快特殊教育事业发展意见通知》提

出“要解决重度肢体残疾、重度智力残疾、失明失聪、脑瘫、孤独症和多重残疾儿童少年等残疾学生教

育问题”。在国家 “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与“关心特殊教育”政策目标下，特殊

体育教育群体保障范围得以进一步扩大，赋予了更多类型的残疾学生接受体育教育权利，体现了特殊教

育的全面发展要求，也体现了国家对特殊教育实质公平的追求和保障。 
这一时期，我国特殊体育教育政策重心从保障体育教育权利的外在“形式公平”向内在“实质公平”

发展。特殊体育教育目标群体范围进一步扩大，保障了各类各级特殊学生接受体育教育。在相应政策调

节下，不同地区之间特殊体育教育差异趋于缩小。体现了我国特殊体育教育总体上逐步实现从“形式公

平”向“实质公平”跃升。 

2.4. 特殊体育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0~至今) 

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支持特殊教育”之后，2017 年 10 月 1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办好特殊教育”。从“支持特殊教育”到“办好特殊教育”的转变，表明了

党和政府对特殊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 
通过普通教育发展特殊教育开始受到更多的重视。《2005~2010 年残疾人体育发展目标》指出：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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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类普通学校要创造条件为残疾学生组织适合其特点的体育活动，提高残疾学生的身体素质和体育运

动水平。特殊学生群体和健全学生共同参与体育活动，为我国特殊体育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拓展了空间。 
体育师资队伍是保证各级各类特殊体育教育发展质量的基本条件。2010 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提出“以提升专业化水平为重点，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2012 年，

教育部下发《关于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指出“应制订特殊教师专业标准，探索建立特殊

教育教师专业证书制度”。 
为全面贯彻落实《“十三五”加快残疾人小康进程规划纲要》，着力解决第一期《实施特殊教育提

升计划(2014~2016 年)》中发现的“教师队伍数量不足、待遇偏低、专业水平有待提高”等突出问题，2017
年教育部等部委联合发布《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 年)》，提出“到 2020 年，所有从事特

殊教育的专任教师均应取得教师资格证”。这一系列政策目标在于通过制定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完

善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和设置教师资格证等形式提升特殊体育教师整体质量，促进特殊体育教育的高

质量发展。 
2016 年 12 月，教育部发布《盲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 年版)》、《聋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

年版)》、《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6 年版)》。这是我国首次专门为残疾学生制定包含特殊体育

教育课程在内的学习标准。 
这一时期，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特殊教育政策体系，特殊教育专业标准、师资专业化培养等成为了政

策的重点，有力推动了特殊体育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 

3. 我国特殊体育教育政策发展的未来走向 

3.1. 完善配套特殊体育教育政策法规体系 

残疾学生的体育权利是指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残疾学生在与体育相关的各种活动中所享有的获益、

资格、自由和权能[10]。包括体育教育权、课外体育活动权、体育竞赛权等。可以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的

经验，完善配套特殊体育教育政策法规体系，适时推进《特殊体育教育法》专门法规的立法进程。进一

步完善配套特殊体育教育政策法规体系，明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环境下，政府、社会、企业、家庭及

个人在特殊体育教育中的权利与义务，为特殊体育教育发展提供全面、系统的保障，以切实维护特殊青

少年群体接受体育教育权利和教师、特殊教育学校的正当利益等。 

3.2. 进一步提升特殊体育教育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 

特殊体育教育师资队伍专业化水平是提升特殊体育教育质量的关键。当前，我国特殊体育教育师资

数量少、专业化程度不高。需要通过政策加以倾斜和引导。应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各类优秀人才加入特殊

体育教育师资队伍行列。如通过减免、降低特殊体育教育专业学费，以及生活补助等方式吸引优秀人才，

提高生源质量。同时，加强特殊体育师资继续教育培训，建立健全特殊体育教师职前培养、入职教育与

职后培训体系等。 

3.3. 形成学校与家庭的特殊体育教育合力 

在特殊教育中，父母参与学校教育活动被认为是实施教育计划和服务的重要部分。应制定相关政策，

明确规定家长参与子女特殊体育教育的权利，引导家长与教师共同制定学生的体育教育计划。同时，学

校与家庭应协同一致，提高体育教育效果，如共同开发适宜特殊学生群体的亲子体育项目、亲子运动会

等。学校应通过多种形式与家长保持有效互动与沟通，及时了解学生的运动技能掌握和体质健康状况等，

形成学校与家庭的特殊体育教育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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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特殊体育教育 

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在特殊体育教育中的作用，如社会捐赠、慈善与特殊体育教育的结合，鼓励特殊

教育与企业、社区、体育俱乐部等社会组织的合作等。社区、社会体育俱乐部等组织开展的体育活动、

表演、竞赛等，可与特殊群体青少年体育相结合，政府及相关部门可通过购买服务、经费补贴、减免税

收等形式予以鼓励引导。以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共同促进特殊体育教育发展的社会氛围与良性格

局。 

3.5. 促进特殊体育教育均等化发展  

我国城乡差异、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发展差异等均在我国特殊体育教育发展中有所体现，带来了

特殊体育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制定相应政策促进特殊体育教育均等化发展，在师资培养、场馆设施建

设等方面完善投入与管理，促进我国特殊体育教育的整体、均衡与可持续发展。 

4. 结语 

特殊青少年群体的体质健康是全民族体质健康和“健康中国”建设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当前，我

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党和政府对特殊教育更加重视。可以预见，特殊体育教育发展必

将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实现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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