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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our education work.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refor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the progr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is obvious to all. The significance of education lies in the excava-
tion and exertion of the value of human beings. The goal of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is to make the 
student groups with special physical conditions be able to obtain high-quality teaching growth in a 
good condition and become an important factor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our socialist 
cause. Of course, China’s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work will encounter various difficulties and 
setbacks, such as the inadequate law of special education, the scarcity of high-quality teachers, 
lack of development funds, the lack of infrastructure, the complexity of the psychological state of 
students and so on. Based on these, we should grasp the future base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novative methods and ideas, through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practice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of higher special education in China to promote the promo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level of special 
groups for the community to cultivate more talented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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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特殊教育一直是我国教育工作中的重点。近年来，随着我国教

育体制的改革深入以及教育现代化的发展，我国高等特殊教育的发展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教育的意

义在于对人类价值的挖掘和充分发挥，高等特殊教育的目标就是让身体状况特殊的学生群体能够在一种

良好的条件下获得优质的教学成长，成为促进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我国高等特殊

教育工作开展过程中会遇到多方面的困难与挑战，譬如有关高等特殊教育法律法规不够完善、专项发展

资金的不足、基础设施建设的欠缺、受教育者因残障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以及专业化师资力量紧缺等。基

于此，我们要立足现状，把握未来，利用科学的方法和创新的思路，通过理论上的研究和实践中的探索

来优化我国高等特殊教育的发展，促进高等特殊教育教学水平的提升，为社会培养更多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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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 5 月 22 日我国第一个独立设置的高等特殊教育师范类本科院校——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

在南京成立，这也是我国第一个独立设置的、专门培养特殊教育师资和残疾人事业专业人才的本科类院

校，同时也是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创新办学条件的结果[1]。作为一种特殊的高等教育，高等特殊教育的学

生主要是一些视力、听力、智力、身体存在一定障碍的学生，这些学生由于先天或者经历疾病等特殊情

况的原因，在学习能力和智力方面与其他正常的学生存在一定的差距，不能够接受常规化的教育。虽然

我国的医学条件为这些存在一定身体障碍的学生融入正常的生活、学习提供了可能，例如视力存在障碍

的学生通过针灸推拿的方式缓解甚至解除了障碍，但是仍然有大部分的学生因为家庭无法支付高昂的医

疗费用或者目前的技术无法提供治愈，并且这样的学生基数比较大，且逐年在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

如何保障这一弱势群体能够完整地接受高等特殊教育，提升自身的素质，并通过自己的知识和能力获得

属于自己的成功，为国家发展做出贡献是我们高等特殊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 

2. 我国高等特殊教育的发展现状 

长期以来，我国高等特殊教育一直是处在稳步健康发展的状态，但因受教育对象皆为身体存在障碍

或心理存在缺陷的残障群体，所以其发展的步伐与有常规高等教育相比较为滞后。就目前我国高等特殊

教育的发展来看，发展的成果是喜人的，且尚存巨大的发展空间，但是其发展的道路还需继续摸索前进，

需要我们以勇于挑战和敢于创新的态度共同促进高等特殊教育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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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国家高度重视高等特殊教育 

教育是我国保持长久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支撑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高校

每年为国家输送大量的实用型人才，这其中就包括一定数量高等特殊教育培养的人才。为了保证特殊的

学生群体受教育权的实现，我国从法律制度和学校的建设方面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将残疾人的受教育权

纳入国家中长期的发展规划纲要之中，出台相关的残疾人教育法律、条例，切实保护特殊群体受教育权

利的实现。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加大对于高等特殊教育的资金投入，不断完善教育教学设施建设，通

过整合高等教育资源，培养高素质的高等特殊教育人才，为学生提供优质化的课堂教学，通过现代化的

教学手段来深化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鼓励学生通过自身的学习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不断创新。 

2.2. 社会资源的不断整合 

高等特殊教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资源的支撑，学生的成长成才社会的塑造息息相关。社会对于高等

教育的发展因资源的有效的整合与利用做出了积极的的贡献。社会为高等特殊教育工作开展提供了重要

的信息支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社会信息交流和传播的媒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大量的信息

资源通过互联网得以共享，为学生的能力发展和价值展现提供了重要的平台支持，一些残障大学生通过

参加社会组织的一些比赛，获得了惊人的成绩，并且赢得大量注视目光，通过自身努力体现其社会价值。

然而，目前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工作尚处于探索发展阶段，在高等特殊教育法律法规、专项发展资金、基

础设施建设、受教育者因残障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以及专业化师资力量紧缺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困难，需

要我们通过对高等教育体制的研究和实践，不断总结经验，促进高等特殊教育的健康快速发展。 

3. 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高等特殊教育作为一项常规性的教育内容，为满足学生、社会、国家发展需要所发挥的作用是不言

而喻的，由于其存在的特殊性，在日常教学工作开展的过程中会遇到一系列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

要以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对问题发生的原因准确分析，然后追本溯源，寻求有效解决问题的方法。以目

前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而言，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3.1. 高等特殊教育法律法规不完善 

目前我国高等特殊教育的法律体系主要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等法律为支撑，对我国高等特殊教

育学生的受教育权和教师的相关权利加以保障。在行政法规方面，主要有 2017 修订《残疾人教育条列》、

《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定》、《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2011~2015)》、《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等(2014~2016)》、《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2020)》等对保障残疾人特殊接受特殊教育权利做出具体

切实的保障[2]。 
从这些法律法规所规定的内容和实际效果来看，虽然有效保障了特殊群体接受教育的权利，但因大

部分法律法规是上世纪 90 年代颁布出台的，特殊教育经过近 30 年发展，一些法律背后所蕴含的时代背

景已发生了巨变，社会、学校、学生都已随之改变，故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背景下，

这些法律和法规的效用稍显滞后，需要及时修订和补充。同时，这些法律法规所重点关注高等特殊教育

范畴。从具体的实践层面上来看，法律法规的规定显得有些薄弱，在社会发展的适应性方面存在较大差

距，尤其是对于高等特殊教育工作理论指导和设计层面到具体实施其法律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 

3.2. 高等特殊教育专项发展资金短缺 

高等特殊教育资源的整合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的支持，然而目前我国高等特殊教育专项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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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资金极为短缺，就目前我国在高等特殊教育方面的资源投入存在中央财政投入不足，要由各地自行“买

单”的现实情况，严重影响地方对高等特殊教育投入的积极性[3]。因此，高等特殊教育投入保障机制尚

未形成。残障大学生在教育中并未享受到特殊待遇，只是与普通大学在校生一样按在校人数划拨资金，

然则国际上皆认为特殊教育每生每年经费约为正常学生的 5~8 倍，这一点在我国的高等特殊教育中是极

难达到的水平。 
在我国财政的传统资金管理定位中，恰好严重忽略了发展资金的管理定位。因此种观念的约束，在

高等教育的经费投入中，残疾人高等教育专项补助目前是缺少投入的，同时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助学体系

建立的也并非完善，因此，无法满足残疾大学生的实际需要。对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工作、师资的培养工

作更是很难达到理想中的需求。 

3.3. 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要矛盾之下，我国北方的高等特殊教育基础设施建设较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的发展上较为滞后，然而，由于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在法律法规层面就没有足够完善的体系支持，就没有

充分的资金建设作为有力的财政支撑，基础设施建设也是较为简单，拿长春大学为例，在长春大学特殊

教育学院，无障碍设施建设中的盲道只在宿舍与教学楼之间铺设，其他地段并未铺设盲道，教学资源中

心的无障碍设施陈旧且数量仅供十分之一的学生使用，制作设备较为陈旧且故障频频等。与健全学生的

教学设备仪器相比有些较为陈旧，当然导致基础设施建设不到位的原因就是未能形成完整的支持服务体

系，与基础特殊教育相比，国家对高等特殊教育的重视程度还不够。 

3.4. 受教育者存在心理健康问题 

在多位学者对残障大学生的心理调查研究中，残障大学生心理因素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

面，然而负面心理因素对残障大学生的成长具有极大的决定性作用，其消极的心理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心理表现孤独。大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良好个性的塑造和健康成长有效的促进因素就是具有良好

的人际关系。残障大学生对与老师和同学们正常交往有极大的渴望，能够建立良好的人际互动关系，然

而因为生理上存在缺陷，致使他们无法客观地正视自己，在实际中没有足够的勇气与人交往，表现出对

交往的极具恐惧现象，进而自我封闭的行为与心理由此产生。因此残疾大学生心理状态很容易表现为孤

独，甚至会产生社交恐惧症，这种心理对残障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有着严重影响。 
心理表现自卑，这是残障大学生能否正确自我评价的一种重要体现。自卑心理的产生主要受自我评

价、生理状况、人格因素、能力高低、经济条件、外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人自我意识发展较为快速且

向成熟迈进的关键时期就是在大学阶段的时期，此阶段内，残障大学生对自己的外在形象极为重视，然

而残疾大学生在自身残疾基础之上，对自我的认识存在更大的偏差，较难以肯定的态度认识自己的能力，

自卑心理便由此产生。个体的行为模式在这种自卑心理会反作用于下，就易表现出自我逃避、行动迟缓、

防御攻击等行为，这种行为模式又会加重残疾大学生的自卑心理，随之而来既是更加自卑的心理特点[4]。 
在残障大学生的心理表现中，更为严重的就是抑郁心理。残障大学生的自卑感心理常常会导致其对

待周围的人或事产生猜疑的心理，他人对自己的态度和看法在意程度强于正常大学生。同时，他们对身

边发生的事件更倾向于负性的解释，负性的情绪及行为反应也因此而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相互的，

如果在交往过程中，负面的情绪和信息总是残疾大学生带给他人的，极易导致残疾大学生融入正常集体

中的难度提升，自我压抑的情绪因此在他们身上产生，严重者则会产生负罪感和危机感。如果长期存在

这种不良现象，久之就会出现严重的抑郁心理表现。 
与正常的高等教育相比，特殊教育学生接受除了一些理论性知识外，更多地是进行自我心理的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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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我价值的挖掘。学生因身体存在功能障碍，多存在自卑、抑郁等心理疾病，对有序开展学生教育工

作及其长远发展都极为不利。因此，高等特殊教育非常需要重视学生心理素质的培养，例如以各种素质

课程和心理康复来培养学生的自我调节能力，同时对学生的培养工作更是以其自身的特点制定个性化培

养方案，此方式培养的学生在自我职业定位方面往往存有极大的优势，通过思考能够明确自己的兴趣和

爱好，最终确定自身的发展方向。高等特殊学校在学生个性化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青少

年的发展不断地贡献着力量。 

3.5. 专业化师资人才紧缺 

教师是教学活动的开展者和目标的达成者，在实际的课程开展过程中，教师以一定的方式将教育内

容生动地展现出来，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收获知识和快乐。高等特殊教育作为一种对残障学生开展的

教育课程，除了对教师的知识和方法有常规性的要求以外，鉴于学生的特殊性，教师着重要调整自己以

适应学生发展为需求。比如，对于视力存在障碍的学生，教师就需要尽可能地采用口述的方式来替代那

种板书或者文字性的内容，方便学生对于学习内容的理解与掌握；而存在听力障碍的学生，则更多的是

采用文字内容帮助其理解掌握知识。 
然而我国师范院校所培养的教师人才在校未接受过专业的特殊教育训练，因此，在面对特殊需求的

学生开展具体的课程教学，其能力存在极大欠缺，又因学生普遍心理健康问题，对教师的能力要求就更

加严格，故此，能够符合既有专业技能又要掌握特殊教育的基本技能、基本知识、基本能力的教育人才

显得更加珍贵。 
上述的因素对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发展的水平、人才培养质量、庞大的残障群体的社会价值与生活质

量，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的宏伟目标具有决定性作用。 

4. 促进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健康发展的创新路径 

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项艰巨且宏伟的教育工程，需要我们充分发挥自身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实

践不断探索，找到发展过程中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以促进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工作的全面、可持续健康

发展。 

4.1. 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法律法规的完善是当前众多学者共同认可的观点，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法治国背景下，高

等特殊教育的开展有赖于相关法律制度的支撑。鉴于目前我国法律法规所存在的一定的滞后性等问题，

需要我们在现有法律法规体系下，结合高等特殊教育以及特殊群体学生的实际需求和未来职业发展的目

标加以完善和补充。结合高等教育的相关法律法规对未来一定阶段内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发展提出中长期

的规划，明确指出规划方向并出台具体可行性指导措施，从法律制度层面为特殊群体享有高等教育权利

提供切实可靠的保障依据，保障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能扎扎实实地落在实处。 
同时，鉴于我国特殊教育受教育群体权益维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需要详实的法规作为有力支撑，

地方政府需要根据本地方的实际情况出台专门的权益保护法规，如制定维护视力障碍学生接受高等教育

权利的法规、维护智力障碍学生的受教育权利的实施等，同时建立有效的残障大学生资助、补助等专项

投入相关法律法规。 

4.2. 建立并优化中国特色残疾人教育支持服务体系 

本文的创新之一是建立并优化中国特色残疾人教育支持服务体系，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发展需要大量

的资金支持，按照 2017 修订《残疾人教育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残疾人教育经费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0.91012


周婷婷 等 
 

 

DOI: 10.12677/ass.2020.91012 76 社会科学前沿 
 

筹措，予以保证，并随着教育事业费的增加而逐步增加。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设立专

项补助款，用于发展残疾人教育[5]。由于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不充分，致使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在

发展过程中，未能很好地得到资金支持，笔者建议残疾人高等教育经费应加大中央财政支持比例，其余

由地方政府自筹。以此可加高等特殊教育分发展速度。2017 年出台的《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将各地的特殊教育发展状况纳入政绩考核范围，努力形成“财政为主，社会支持”的经费支

持。建议地方政府增加彩金基金和就业保障金投入，着重在高等特殊教育提供经费保障，发展地方高等

特殊教育事业。 
高等特殊教育在资金方面如能得到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充足的支持，在此基础之上，建议加快无障碍

学习环境的建设以及推进特殊教育院校资源中心的快速发展。高等特殊教育院校中如果无障碍学习环境

不能有效保证，残障大学生心理会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依然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盲生为例，上文

所提无障碍盲道建设在宿舍、食堂、教学楼之间，大部分盲生错误的认为，学校如此铺设盲道为了限制

他们的出行，仅限于宿舍、食堂、教学楼，因此他们会对学习环境感到一定的厌倦感，对周边人或物极

重的戒备心理，因此对他们的学习、生活造成了一定的影响。在无障碍教学资源方面，我们更应该对无

障碍教学资源做出有效的保障并且在教材制作等方面加大经济支持，及时更新统编教材和校本教材，建

立无障碍考试系统、学习系统等等一些以互联网为媒介的无障碍教学系统。只有在学习、生活方面得到

充足的保障，久而久之残障大学生才会快速适应并接受新环境，以满足他们的特殊需要，推动高等特殊

教育向高质量发展。 

4.3. 医教结合促进教育质量提升 

高等特殊教育医教结合是本文的另一处创新，在我国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模式在基础阶段部分发展

迅速的地区已经逐渐开始起步，但是在高等特殊教育领域，医教结合的教育模式尚未形成，高等特殊教

育重视的依旧是对人才专业技能的培养。残障大学生凭借着专业技能寻找就业平台，然而由于残疾人的

负面心理因素，促使他对社会认识较为偏激，不敢正确认识自己，强烈的自卑感、孤独感等促使着他们

不愿意去就业、不敢去就业，这也是导致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就业稳定性差的原因之一。 
我认为，在我国高等特殊教育领域，依旧实施医教结合的教育教学模式，继续开展残障人的康复工

作，重点康复残障大学生的心理疾病。通过传统的中医手法、现代医学技术，以及心理治疗等手段对残

障大学生继续康复训练。由于在大学生活中，残障大学生的心理因素更多的是受外界因素影响，比如同

学是不是认可我、教师是不是重点关注我，我的外表与健全学生相比等有没有什么异样等等，这些因素

归根结底因为自身的身体障碍造成严重的心灵创伤，加之从小在特殊教育学校中生活、学习。基础教育

阶段很少与外界交流，导致进入大学后不能与外界交流，无法融入健全人的生活之中。通过对残障大学

生的身体康复和心理康复，有效解除残疾大学生上述心理因素问题，继而提升高等特殊教育的教学质量。

其具体实施办法主要是在校园内科学合理的建立起残疾人康复团队、以中医学、临床医学、康复医学、

心理学专业人员为主，并配有相应的康复设备、心理测试设备等。 

4.4. 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建设 

高等特殊教育的有效开展需要大量高素质的教师力量。在目前的情况下，随着教育技术信息化技术

不断推广和普及以及学生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发展，高等特殊教育要注重对于师资队伍的培养。通过引进

高素质的师范生来充实教学力量，支撑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同时通过系统化的培训来提升目前现有教

师的教学能力，使其掌握必要的心理学、教育学和管理学的知识，同时熟悉必要的医学护理知识和基本

操作，能够适时对学生的身心健康给予必要的关注。当然，除了上述的两种方式外，学校还可以通过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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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相关的高等特殊教育学术研讨会等形式来开展相关的学术交流活动，用宏观的学科性研究来促进高等

特殊教育质量的提升，通过开展此类活动可以挖掘本领域内的专家学者，聘请学术领域内的专家为特殊

群体提供高层次的学术相关教学课程，完善师资队伍建设。例如通知组织召开全国性或者地区性的针灸

推拿学术研讨会，有效引进国内经验丰富的专家和先进技术。这类讲师均是针灸推拿学术界的领头羊，

能够根据自身的经验和理论研究为视力障碍的学生提供更加实用且高价值的课程，有效提升残障学生的

自身价值与就业率。 

5. 结语 

高等特殊教育在我国国民素质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新时代背景下，教育活动迎来了重要

的机遇，学校要以高等教育体制改革为契机，立足教育事业而长足发展。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完善

并优化支持服务体系，高等特殊教育医教结合，优化师资队伍结构建设等创新方法以有效解决我国高等

特殊教育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为推进我国高等特殊教育的持续健康发展，提升高等教育质量，促进残

疾人就业的稳定性，改善残疾人社会地位以及生活保障做出积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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