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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义务教育权是受教育权的基本内容。残疾儿童作为社会中的特

殊群体，受到《宪法》的平等保护。在残疾儿童的基本权利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权是社会需要迫

切关注的权利，虽然残疾儿童教育在我国已经有了较为迅速的发展，但与正常儿童相比，残疾儿童教育

仍然面临着入学率低、辍学率高等困境。回望我国对于残疾儿童教育的保障，法律保护方面的不足尤为

明显，因此，本文主要对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法律保护展开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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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s Constitution gives citizens the basic right to receive education, and the right to compulsory 
education is the basic content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s a special 
group in society, enjoy equal protection under the Constitution. Among the basic righ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the right to education in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stage is a right that requires 
urgent attention in society, although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has developed rel-
atively rapidly in China, but compared with normal children, 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 with dis-
abilities still faces the dilemma of low enrollment rate and high dropout rate. Looking back at the 
protection of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China, the lack of legal protection is p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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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cularly obvious, so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legal protection of the right to education en-
joyed by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n the compulsory st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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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素质教育，

促进教育公平。”教育公平是衡量社会公平的重要尺度，赋予残疾儿童同等的教育机会和教学资源，能

更加全面的实现教育公平，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残疾儿童教育是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焦点问题，大

部分国家以宪法为依据构建的法律法规体系中都有保护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的体现，这是维护社会公平正

义的基本要求。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保护与一个国家的法治文明和经济发展状况相联系，能有效的提

升国家文明程度，增强国家综合国力。 

2.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概述 

2.1. 残疾儿童的概念 

残疾是指身体、智力、精神等方面的障碍，是一种生理或心理上的障碍，其种类和程度各不相同。

这些障碍可能是先天的，也可能是后天导致的，从而影响人的正常生活和工作。我国《汉语字典》将儿

童解释为较幼小的未成年人。在《民法典》中也有规定，成年人是十八周岁以上的自然人，未成年人是

不满十八周岁的自然人，此规定与《儿童权利公约》所界定的十八岁以下任何人为儿童相呼应。民政部

在 2001 年颁布的《儿童社会福利机构基本规范》在“术语”部分提到，儿童是指“14 周岁以下的人口”

[1]。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国家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初始年龄为 6 周岁(条件不具备的地区为

7 周岁)。综上可知，根据残疾儿童身心发展状况和相关法律法规，本文对残疾儿童的界定主要是在 6 周

岁以上，14 周岁以下，在生理、心理、智力等方面有各种缺陷低于正常儿童发展水平的儿童[2]。 

2.2. 义务教育权的概念和特征 

从《义务教育法》第 4 条和第 5 条的规定可知，义务教育的对象是适龄的儿童和少年，凡是我国的

适龄儿童和少年，依法平等享有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负有受义务教育的义务。义务教育的责任主体是国

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国家为适龄儿童接受教育提供保障，社会为适龄儿童接受教育提供良好环境，

学校为适龄儿童接受教育提供场所，家庭为适龄儿童接受教育进行监督。所以，义务教育的基本概念就

是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共同保障适龄儿童入学接受的基础教育[3]。 
从以上义务教育的概念可知，其特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依据法律法规规定体现了义务教育具

有强制性；义务教育的对象为所有适龄儿童和少年，体现了普遍性；由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所保

障，体现了义务教育的免费性；义务教育是基础教育体现了其基础性。以上就是义务教育所具有的四

个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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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内容 

依据《宪法》、《义务教育法》和《残疾人保障法》等相关规定可知，残疾儿童享有平等受教育权、

教育保障补助权，无障碍教育环境权和教育侵害救济权等基本权利。 
平等受教育权。受教育权是指国家有义务为公民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以及相应的物质支持以促进公

民个性的自我发展和完善[4]。在我国《宪法》第 33 条的指导下，第 46 条规定了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

义务，由此形成了受教育平等权。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第 21 条规定了残疾人享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我国《残疾人教育条例》第 2 条也作出了同样的规定，并禁止对残疾人的教育歧视。因此，残疾儿童义

务教育权的内容首先是残疾儿童平等受教育权[5]。 
教育保障补助权。残疾儿童的教育补助权是国家为了帮助其实现上学自由所提供的权益保障。我国

《宪法》第 45 条规定残疾人享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我国《残疾人保障法》规定残疾人

享有各项社会保障的权利。我国《义务教育法》也规定保障残疾的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教育

是人参与社会、获得生存能力的基本要求之一，残疾儿童受教育权也应当包含教育保障补助权。 
无障碍环境教育权。残疾人的特殊性决定了教育环境的独特性，残疾人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需要依

赖无障碍环境，无障碍环境是指用于学习、生活和工作的环境处于无障碍状况下，以使残疾人能够在社

会上平等的生活与接受教育。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第七章专章规定了无障碍环境。 
教育侵害救济权。残疾儿童的教育侵害救济权是指当其受教育的权利受到侵害时，所享有的寻求有

关国家机关予以救济的权利。我国《残疾人保障法》第八章专章规定当残疾人的权利受到侵害时，各主

体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我国《义务教育法》也在第七章专章规定了各主体的法律责任。由此可知，当

残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受到侵害时，可以根据侵权人的地位和行为性质，提起民事诉讼或者行政诉讼的司

法救济方式。 

3. 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法律保护的现状 

3.1. 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法律保护的理论依据 

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国家并不是自始就承担着对残疾人进行教育的义务。但在现代社会，国家保

障残疾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是教育改革的发展要求，也是国家发展的内在需要，其依据来源于人权保障

理论和平等理论。 
2004 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条款被写进了宪法，首次确认了人权保障的思想。残疾人是国家

内部成员的组成部分，残疾人受教育权是得到《残疾人权利公约》确认的人权，也是各国宪法明文规定

的基本权利，它包含于人权之中，是人权在国内法律中的具体化。国家理应根据人权保障理念承担保障

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的义务。 
我国《宪法》平等分为形式平等和实质平等。形式平等是一种注重机会的平等，具体是指公民个人

所享有的受宪法保护的，在产生和实现人格过程中的机会均等。形式平等注重残疾儿童教育机会和教育

资源的公平，任何提供教育的平台不得歧视残疾儿童。实质平等是为了实现实质上的平等而在合理限度

上基于合理依据作出差别规定，在充分考虑残疾儿童先天或后天弱势后予以合理差别对待，给予特别照

顾并赋予更广泛的法律权利以推动实质平等。为了真正地实现残疾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要促进教

育的改革，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都要提供积极地保障条件。 

3.2. 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法律保护的相关规定 

从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就十分重视残疾人受教育权利的保障问题，形成了以《宪法》为依据，以

《义务教育法》和《残疾人保障法》为主要支撑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法律体系。我国根据不同时期残疾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5631


陈敏 
 

 

DOI: 10.12677/ojls.2023.115631 4439 法学 
 

人发展事业的需要制定的保障残疾人教育的法律法规，其范围囊括了残疾儿童教育的方方面面，我国残

疾儿童受义务教育权的立法现状具体体现为以下内容。 
《宪法》第 46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以此为依据形成了包括残

疾儿童在内的受义务教育权的法律法规体系。《宪法》第 45 条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哑

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以此为依据形成了残疾儿童享有受义务教育权利这一“特

殊权利主体”的法律体系[6]。《义务教育法》第 5 条、第 6 条和第 19 条的内容都规定了残疾人享有受教

育的权利。例如第 19 条第 3 款规定：“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

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残疾人保障法》对于残疾儿童享有义务教育权的规定主要

体现在第 25 条和第 26 条的第 2 款，例如《残疾人保障法》第 25 条第 2 款规定，“普通小学、初级中等

学校，必须招收能适应其学习生活的残疾儿童、少年入学。”在特殊教育方面，我国《残疾人保障法》

第 26 条第 2 款规定，“初级中等以下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附设的特殊教育班，对不具有接受普通教

育能力的残疾儿童、少年实施义务教育。”由此可见，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一样，在保障残疾儿童

义务教育权的实现上负有相应的义务。 
除了以上法律法规，还有相关的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为残疾儿童享有受教育权提供法律保障，

和法律、行政法规一起，构建较为完善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法律法规体系。 

3.3. 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法律保护的主体 

3.3.1. 国家保护 
国家应发挥其“宏观调控”作用，协调义务教育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完善办学条件和基础设

施。首先，国家协调义务教育发展，究其本质是协调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与非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发展，

把残疾儿童教育引入国家教育体系之中，由国家引领，地方政府具体实施来发展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其

次，在教育资源配置上，应当在平等受教育权的基础上分配教育资源，为残疾儿童教育发展提供人力、

财力和物资基础。最后，国家应为残疾儿童教育的发展提供基础设施，完善办学条件，不仅让残疾儿童

有学上，还能更好的上学。 

3.3.2. 社会保护 
在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发展过程中，社会各界给予了关心和支持，来自社会上的支持和保护为残疾

儿童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保障性教育条件和环境，有助于改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现状，为残疾儿童

义务教育的发展保驾护航。来自社会的帮助和保护主要体现在以下：首先，社会为残疾儿童营造了良好

环境，进行非歧视性保护，使其不受社会观念的束缚。其次，政府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捐资助学，社会

也会残疾儿童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人力和物力，对保障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具有重要作用。 

3.3.3. 学校保护 
学校肩负着教育残疾儿童的责任和义务，是实现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的重要载体和场所，为了保障残

疾儿童入学，学校应从安全、教学质量、基础设施等方面提供相应的保障。首先在安全层面不仅包括校

园安全，还包括残疾儿童自身的安全。学校应加强保卫管理，老师也要监督学生的生活行为，避免残疾

儿童遭受他人侵害或者残疾儿童间的互相侵害。其次是教学质量，学校应保证教师具备教学资质，教学

活动以残疾儿童为中心展开，关注残疾儿童的学业成绩和身心发展。最后是要有完备的教学设施，提供

无障碍环境，保障教学活动顺利开展。 

3.3.4. 家庭保护 
家庭保护是来自父母及其他监护人的保护，法律规定了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有保障残疾儿童接受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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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义务。为了保障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得以实现，父母及其他监护人承担了以下保护任务：首先是保障

残疾儿童按时入学。父母及其监护人对于适龄儿童要保证其接受义务教育。其次是参与残疾儿童学习活

动。根据学校的教学安排和残疾儿童自身的需要，父母及其监护人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最后是保障残

疾儿童的身心健康。父母及其监护人要关注残疾儿童的身心状况。 

4. 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法律保护存在的问题 

4.1. 缺少残疾儿童教育的专门立法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残疾人的教育发展事业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残疾人受教

育状况发展较快。我国保障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法律规范体系已基本形成，但残疾儿童教育法规建设

仍落后于残疾儿童自身教育的发展，例如我国目前并没有专门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法律。在我国相关

法律法规中规定了残疾人教育保障的法律制度，但散见于各法律条文之中，没有对残疾儿童教育形成系

统的保障。虽然有专门规定残疾人受教育权及其保障制度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但相比《高等教育法》、

《职业教育法》等教育体系内的专门立法，法律位阶较低，而且效力也不高。 
因此，我国目前缺少一部专门规定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法律，不能够充分保障残疾儿童的受教育

权，也不利于进一步提升残疾儿童教育保障水平。 

4.2. 义务教育责任主体的义务规定缺乏明确性 

我国《义务教育法》对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在保障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方面规定了相关法律责任，

但对其表述都具有模糊性，缺乏具体指示性信息，例如《义务教育法》在其第 5 条规定的，社会组织应

为社会创造良好的环境、学校应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等内容，都体现出宣示性的规定。还有《残疾人保障

法》第 24 条规定的“鼓励社会力量办学、捐资助学。”包括《残疾人教育条例》第 8 条规定“残疾人家

庭应当帮助残疾人接受教育”、第 9 条规定“社会各界应当关心和支持残疾人教育事业。”以上法律法

规中所表述出来的“保证”、“鼓励”和“支持”等模糊性表达，不具有强制性效力，给相关义务主体

逃避责任提供了法律空白依据，使得相关义务主体对所承担的责任缺乏使命感。 

4.3. 义务教育选择权规定不足 

义务教育选择权就是受教育者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根据自己的梦想、偏好和能力，选择自己心仪

的教育方式。在《残疾人权利公约》中规定了残疾人有权对影响权益的事项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权利，

以此确认了残疾人自主自立和自由地作出选择的权利。残疾儿童的受教育选择权是根据残疾儿童生理状

况和心理状况的特殊性，在接受教育的过程中，所享有的自由表达观点，自己作出选择的一种资格。因

此，残疾儿童应在与非残疾儿童平等享有受教育权的基础上，根据其身心状况的特殊性，特别地享有受

教育选择的权利[7]。但限于残疾儿童不能自主自立的表达自己想法的情况下，可以由其法定代理人来代

为行使。在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中没有明确规定残疾儿童及其法定代理人享有教育选择的权利，只有在

法律中明确规定这项权利，才能有效的保障残疾儿童的合法权利。 

5. 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法律保护完善的措施 

5.1. 制定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专门的法律 

制定一部有关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专门法律，是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国家

推行的特殊教育改革试验区使得残疾人教育事业发展取得了一些成绩，在推行的过程中总结的经验和取

得的成果，应在全国推广，经验措施的推广应有法律制度为其保驾护航。在《宪法》、《义务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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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残疾人保障法》保障下的残疾人的教育发展事业总体上呈上升趋势，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得到较大发

展。制定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专门法律应在《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和《残疾人教育条例》

的基础上，结合残疾儿童现行教育发展的需要，完善现有规定的漏洞，弥补其不足，与以下原则相结合，

发挥出作为专门法律的最大作用。 
制定残疾儿童专门法律的过程中应遵循以下原则：第一，绝对包容原则。这一原则要求为每个达到

义务教育适龄的儿童在平等受教育权的基础上提供包容性教育，无论残疾儿童残疾的程度和类型，都能

享受学校提供的合适的教育。第二，非歧视原则。这一原则体现残疾儿童和非残疾儿童一样享有平等接

受教育的权利，也体现出无论什么残疾的儿童都是平等的，不能因残疾的程度轻重拒绝重度残疾儿童入

学。第三，个别化教育原则。这一原则要求按照残疾儿童的特殊需求和发展需要进行个别化教育，以满

足残疾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第四，全面监督原则。对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入学过程、教学过程和

教学结果进行监督，保障残疾儿童完整的实现整个教学过程，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都可以成为监督

主体。 
制定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专门的法律，把在实践和探索中总结的成功经验以规范的方式规定于法律之

中，增强了保障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有效性，丰富和完善了保障残疾儿童受义务教育权的法律体系，

提高了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法律的专业化、规范化和科学化水平[8]。 

5.2. 明确责任主体的义务规定 

5.2.1. 国家义务 
法律规定国家对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具有实现的义务，是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的根本义务主体[9]。在残

疾儿童义务教育专门的法律中，国家义务可以具体体现为以下几点：首先，国家负有财政支持的义务。

在残疾儿童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国家应当制定合理的财政政策，保障残疾儿童顺利完成学业。其次，国

家应当合理配置教学资源。现我国对于非残疾儿童与残疾儿童的教学资源还存在不均衡，国家应当合理

配置教学资源，为残疾儿童提供更多的便利设施。最后，国家应当创造无障碍义务教育场所。在现有法

律规定的无障碍环境下建立属于残疾儿童的无障碍义务教育场所，能更加针对残疾儿童的身心状况，提

供更多的便利。  

5.2.2. 社会义务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 5 条第 4 款规定了社会的一般性义务，在此基础上，保障残疾儿童义务教育

权的专门立法之中，从以下几个方面规定社会应当承担的保障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义务。首先，社

会中的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侵犯和剥夺残疾适龄儿童入学接受教育的权利。其次，对于能适应学校生

活、学习的适龄残疾儿童，其残疾儿童所在地的基层组织、监护人和残疾人联合会，有义务确保残疾儿

童按时入学。最后，对于能适应学校生活、学习的适龄残疾儿童面临失学、辍学的困境时，相关社会组

织有提供帮助的义务。 

5.2.3. 学校义务 
学校是为残疾儿童提供教育，实现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的地方，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专门立法要更加

关注学校这一责任主体，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明确学校应当承担的义务。首先，维护受教育者、教师

及其他职工的合法权益，保障受教育者在学校不受歧视，按时给教师和职工发放工资。其次，保障受教

育者及其监护人对受教育者的学业情况享有知情权。以适当的方式告知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有关受教育

者的学习成绩、在校表现，能更好的制定个性化教育，激励家长的参与权。最后是学校依法接受监督。

学校在国家、社会和个人的监督下，才会更加的以身作则，公开透明，才能更加的维护残疾儿童的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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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益。 

5.2.4. 家庭义务 
家庭在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的实现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残疾儿童因自身的障碍无法正常行使权

利，父母作为法定代理人当然的享有权利，法律规定残疾儿童家长的权利也是为了促使其更好的履行义

务，因此我国应当在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专门法中明确规定残疾儿童父母或监护人享有以下义务。首先

是获取有关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相关资料和信息。对于保障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法律法规、政策方针，

数据报告等资料信息，残疾儿童家长有获取信息的义务，也应及时知悉。其次是进行监督的义务。家长

对于学校在进行残疾儿童教育教学活动的过程进行监督，对于学校侵犯残疾儿童权利的行为才能及时进

行救济。最后是对于侵犯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行为寻求救济的义务。当出现妨碍残疾儿童正常教学活

动的行为时，家长有义务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向人民法院或者其他有关机关寻求法律救济[10]。 

5.3. 完善义务教育选择权规定 

我国《残疾人教育条例》第 2 条规定了为残疾人提供个别化教育的条款，即残疾人教育应当贯彻国

家的教育方针，并根据残疾人的身心特性和需要，全面提高其素质，为残疾人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创造

条件。义务教育选择权和个性化教育有连接点和相似点，连接点为当残疾儿童享有义务教育选择权后，

并当然的获得个性化教育。相似点为都以残疾儿童自身的发展需要出发，只不过个性化教育的规定主体

是国家，而义务教育选择权的主动权在残疾儿童及其监护人手上。有关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专门法律就

是为了维护残疾儿童的合法权利，应当以残疾儿童为权利主体，对义务教育选择权进行规定。完善义务

教育选择权的规定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出发。首先，明确残疾儿童及其监护人对于残疾儿童学业成绩的

知情权。残疾儿童及其监护人在对发展现状进行衡量时，残疾儿童的学业成绩是重要的参照标准，结合

学业成绩反映出来的现状进行之后的教育规划，更加符合实际。其次，明确残疾儿童及其监护人对于教

学活动的表达权。残疾儿童及其监护人只有享有表达权，才能充分行使义务教育选择权。最后，监督学

校成立个别化教育小组。残疾儿童及其监护人义务教育选择权的实现依赖于学校提供个别化教育，学校

为残疾儿童选择的结果制定个别化教育方案，以便在之后的课程设置和教学中贯彻实施。 

6. 结语 

宪法规定受教育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受教育权是残疾儿童的一项基本权利，残疾儿童受教育权的

实现关乎其个人发展和社会生存，是残疾儿童实现其他权利的前提和基础。残疾儿童是社会中的弱势群

体，应当给予更多的关照和保护，由于其特殊性，往往无法和一般人平等共享社会资源，例如在教育领

域，由于经济、制度的影响，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权的法律保护还较为不完善。因此，本文在他人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法律保护现状，以残疾儿童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受教育

权为核心，先对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概念进行界定，再分析残疾儿童义务教育的法律保护现状，针对现

阶段的残疾儿童法律保护现状提出问题，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完善措施。有关残疾儿童义务教育专门法律

的保护，会使得残疾儿童权益保护更加健全，残疾儿童的合法权利能够得到更加完善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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