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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依据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和残障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将残障学生自我效能感降低的原因分为

容易取得失败经验、难以获得替代性经验、缺少有效言语劝说、情绪与生理状态不稳定、情景条件不完

善五种，在分析原因的基础上构建由学校、教师、同伴三方组成的融合体育活动支持网络，学校层面丰

富赛事组织模式、强化专业师资队伍；教师层面遵循通用设计原则、开展多方合作教学；同伴层面普及

残障群体知识、组成体育志愿小组，从而达到显著提高残障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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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Bandura’s theory of self-efficac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
ment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the research divides the reasons for the decline of self-efficacy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into easy access to failure experiences, difficulty in obtaining alternative 
experiences, lack of effective verbal persuasion, and emotional and physiological states.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reasons, a support network for integrated sports activities composed of 
schools, teachers and peers is constructed. The school is supposed to enrich the event organiza-
tion model and strengthen the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ff; the teacher ought to follow the univer-
sal design principles and carry out multi-party cooperative teaching; the peer should popularize 
knowledge of special groups and form sports volunteer groups, so as to achieve the effect of sig-
nificantly improving the self-efficacy of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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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融合教育在我国教育环境中逐步落实，据统计 2020 年我国随班就读学生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比例

达到 49.47% [1]。体育课作为备受学生喜爱的课程之一同时具备增强自信心、提高社会交往能力、丰富

生活等多项功能[2]，而融合体育活动中通过教师的合理安排和科学指导能使残障学生各方面能力得到锻

炼，从而快速融入主流社会中。但在师资缺乏、设施不足、社会偏见等条件的制约下随班就读的残障学

生无法得到针对性指导或不被允许参与体育活动，甚至可以免修课程[3]，残障学生也会因此经常产生自

卑、焦虑、抑郁的情绪，自我效能感随之降低，以致融合教育的理念流于形式，作用也逐步被弱化。 

2. 自我效能感的概念及分类 

自我效能感的概念由美国学者班杜拉首次提出，其认为自我效能感是某人对依靠自己能力完成某件

工作的自信程度，这种自信程度会受亲历的成败经验、替代性经验、言语说服、情绪与生理的影响四个

因素产生改变。 
多数残障学生由于自身局限性容易遭受外界刺激使得自我效能感降低，往往表现为与外界的交往程

度减少、情绪低落、胆小畏缩等，若长期处于自我效能感较低的状态不利于他们身体和心里的康复，也

会成为其融入社会生活的绊脚石，如果我们能够通过在融合体育活动中发现残障学生自我效能感降低的

原因并对症下药，让残障学生的自我效能感能够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那么他们在活动过程中也会因此

拥有更强烈的归属感与获得感，真正享受到融合教育带来的益处，在今后的生活中也会充满信息和希望。 

3. 融合体育活动中残障学生自我效能感降低的原因分析 

由于研究指向特定群体，考虑到残障学生对外部环境的敏感程度更高，所以自我效能感的影响因素

在班杜拉学者先前总结的四个因素的基础上增添了情景条件，即文章将以行为成败经验、替代性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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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语劝说、情绪与生理状态、情景条件这五项因素为基础分析融合体育活动过程中残障学生自我效能感

降低的原因。 

3.1. 容易取得失败经验 

残障学生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运动平均水平会低于普通学生，再加上器材设备和专业指导不足会

让他们在运动技能学习、比赛中比普通学生遭遇更多次数的失败，降低其自我效能感。所以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需要为残障学生创造更多的成功体验。首先要根据学生身体素质、运动水平的不同合理设置教学

目标、调整课程内容，让每个同学通过努力都能得到进步并完成课程要求，在课程结束后获得成就感。

教师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不要根据统一动作标准程度或比赛的输赢来决定最终成绩，应结合残障学生的

情况选择替代性测评措施，以过程性评价为主，关注残障学生取得的阶段性进步。体育课中的比赛环节

也应多以团队模式进行，将残障学生均衡分配在不同的队伍中，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况改变输赢条件，营

造相对公平的竞赛环境。 

3.2. 难以获得替代性经验 

体育教学一般通过播放视频、教师示范、学生示范、观摩比赛等方式让学生进行替代性学习，因此

尤其是视力障碍的残障学生在体育教育中难以直接获得替代性经验，那么此时替代性经验对自我效能感

的影响效果便微乎其微。所以教师在课程中通过观察学习的方式展开教学时要考虑到残障群体的需求，

采取一些额外措施，例如对需要的学生也可以课前发放相关教学材料以帮助其课堂上更方便理解，面对

视力障碍学生要强化语言描述学习，针对听力障碍则需要注重动作技能的分解示范。还可以让有能力的

残障学生进行课堂示范，成功的示范不仅让动作展示者获得大家的肯定和鼓励，也有利于增强其他残障

学生的自我效能感。另外，还应该创造条件让残障学生参与和观摩学校体育竞赛，运动员们优异的运动

表现和不折不挠的竞技精神都能够给学生们树立学习榜样。 

3.3. 缺少有效言语劝说 

虽然教师在教学时能尽量多的给残障学生营造成功体验，但是失败的体验是不可避免也必不可少的，

其是否产生积极作用主要在于如何处理失败的结果。教师、同伴和家长在发现或与残障学生共同经历失

败后要能够主动对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分析主体原因的同时也要考虑客观因素，减少不必要的消极情

绪，通过以安慰、鼓励为主的语言互相理解与沟通。在遇到听力障碍学生时要注意增加更多手势鼓励的

方法，提升学生在融合体育教育中的归属感与获得感，让他们对接下来的学习更有信心。由此可见活动

中教师是否具备专业性是较为关键的，更加专业的老师对学生运动技能的学习和体能方面的训练也会有

更加充分地了解和更科学地指导，经过相关融合体育教育培训后在对残障学生的运动表现评价时会有更

加准确的把握，从而根据实际情境有目的地给予指导和鼓励。 

3.4. 情绪与生理状态不稳定 

研究表明残障学生是在校生中心理健康出现问题比例较高的群体，内心过度敏感导致极易产生心理

压力，相比较于普通学生而言他们更加会因为心理压力过大无法承受消极情绪带来的痛苦[4]。融合体育

活动的环境中普通学生数量比例较高，也就意味着因为普通学生在学习能力和速度一般都会优于残障学

生，当身边的同伴接连获取成功体验时残障学生的压力就会随之增加，消极情绪同时也会出现，从而带

来自我效能感的降低。所以残障学生周围的群体应对其多关心其情绪的变化，适时通过转移注意力、增

加沟通等方式平稳他们的情绪。尤其是教师需要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良好的工作热情进行教学，营造活

跃的课堂氛围，课堂上不仅仅要教会学生运动技能，也要协助他们树立健康的生活态度，做到关注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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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学生的课堂表现，从而激发并保持残障学生对体育课的热爱和兴趣，帮助学生养成终生体育的习惯。 

3.5. 情景条件不完善 

对于刚进入普通学校的残障学生来说身边的一切都是未知的，他们对陌生的环境会带有恐惧和逃避

的心态，担心自己的异样会引来别人歧视的目光，担心自己不习惯这里的人、事、物，所以除了残障学

生主观上要努力克服外，学校也应该照顾残障学生的生活和学习需要，完善已有但不具备通用性的软环

境与硬环境，一方面，融合体育课堂软环境的创造主要取决于教师和同伴，教师要能够引导普通学生与

残障学生和谐相处，成为团结友爱的大集体，残障学生再融合环境中能放下自己的戒备心，敞开心扉与

大家交流，感受到自己在这个环境中是被接纳的。另一方面，硬环境的改造体现在场地、器材等资源的

共享共通，考虑残障学生的体育参与无障碍需求，让学生能够顺利到达活动地点并安排适合其使用的器

材，这也为教师开展后续教学奠定良好的基础，给残障学生自我效能的提高创造了相宜的情景条件。 

4. 融合体育活动中残障学生自我效能感的提升策略 

依据对原因的分析发现，融合体育活动中残障学生在缺少支持的条件下自我效能感水平较低。学校、

教师和同伴作为主要支持者要协同搭建稳定的支持框架，通过纵向层层推动和横向自主强化的双重路径

助力提高残障学生自我效能感(见图 1)。 
 

 
Figure 1. A supporting framework for self-efficacy enhancement strategies for students with disabilities 
图 1. 残障学生自我效能感提升策略的支持框架 

4.1. 学校层面发挥总体引领作用 

4.1.1. 丰富赛事组织模式 
参加体育比赛是展示运动能力、培养合作精神、锻炼意志品质的良好途径，残障学生通过在比赛中

取得成绩能够向周围的人证明他们的能力并增强自我肯定。据学者调查显示百分之八十的残障学生愿意

并喜欢参与体育比赛[5]，但是因为资金、场地、安全等原因除了特殊学校内举办的运动会外很少有机会

参加比赛[6]。说明体育赛事对残障学生来说是珍稀的活动机会，种种条件限制消磨了他们对赛事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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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体育教育不单存在于课堂中，体育比赛也是融合体育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学校内部、学校之间，

还是县、市、省和全国范围内的各大赛事都需要同时照顾到普通学生和残障学生。学校层面通过构建普

通、残障和二者融合的竞赛模式，让残障学生有资格以观摩、个体报名与合作报名等方式参与比赛，三

种相互交融的竞赛模式不仅能够以直接和间接体验两种形式满足和丰富全体学生的参与需求和比赛经

历，同时也可以经过赛事选拔优秀的残障运动员代表参与全国或国际范围的比赛，为国家输送竞技体育

后备人才。 

4.1.2. 强化专业师资队伍 
教师是融合体育教育中的关键角色，也是提高学生自我效能感的主要引导者。艾莫斯在对融合教育

中教师态度与自我效能关系的研究中发现有过特殊教育经历的教师在融合教育环境中的态度表现更加积

极，自我效能感的得分也更高[7]，同时得分更高的教师也更有信心保持学生积极的心理状态，保障学生

的学习效率[8]，因此，学校更应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整体师资质量。 
首先要增加融合体育教师的数量，除了招聘相关专业的体育教师之外，部分教练员和退役运动员等

也可以进入学校担任教师，由于很多教师缺少融合体育教育的知识，所以在职前和在职时学校都需要为

他们提供培训，职前教师的培训内容不仅仅要包含基础的理论知识，更要重视实践经验，了解残障学生

的特点并和他们保持接触，将理论应用到实践中去才能不断得到巩固和提升，在职教师的培训则需要更

多考虑到教师的时间安排，采取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保证培训的开展。其次，学校还应该在条件允

许的情况下适时安排教师到国外进修，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从而更新已有的知识理论体系满足教学需求。 

4.2. 教师层面专注教学业务能力 

4.2.1. 遵循通用设计原则 
合理设计的融合教育活动有利于培养残障学生的社会性行为，减少问题行为的发生[9] [10]，通用化

设计以尊重差异、接受多元化为基础，以满足所有人的需求为目标，与融合教育中为学生提供最少受限

制环境的理念保持一致[11]。融合体育教师有必要遵循通用性原则对普通体育教育课程进行调整，为残障

学生开辟适合的学习环境。 
《学习通用设计及指南 2.0 版》中与融合教育课程设计密切结合的内容包含目标、方法、材料、评

估四方面内容[11]。教师在目标设计环节应根据学生最近发展区进行分层制定，以确保残障学生具备完成

学习任务的能力。教学方法的选择体现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教学过程结合讲授法、演示法、自主学

习法、探究法等，根据每个班集体学生的不同特点选择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教学材料的安排则要建立

在残障学生能够接收教学信息、参与教学活动的基础上，通过数字媒体、智能化运动设备等形式减少残

障学生参与体育学习的阻碍。最后，对学生的教学评估要避免一刀切现象，评估形式应展现多样化，实

现对学生科学客观的评价。 

4.2.2. 开展多方合作教学 
我国体育特殊教育师资人数至 2019 年已经多达 20,450 人，是 21 世纪初人数的将近两倍，说明师资

培养切实得到关注并取得了不小的进步[12]。但体育特殊教育与融合体育教育所涉及到的教学对象、内容

等有一定的区别，随着融合教育近年来普及程度的上升，融合体育教师的数量缺口正逐年扩大，通过普

通教师和体育特殊教育老师或其他相关专家开展合作教学，不仅可以增强普通学校的师资力量，还能提

高教学质量，给予残障学生更加细致、专业的教学指导。 
合作教学在融合体育教育中以两种主要形式出现，一是让线上和线下两位教师合作开展教学活动，

专任教师在教学设计、实施过程中遇到困境时能通过线上联系专家的方法获得解惑和指导，在教师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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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候安排资深融合体育教师、体育特殊教师、康复治疗师等通过录制或直播线上教学的方式辅助教师

展开教学活动，线上教师在有条件时转为线下则效果更佳。二是为主课教师配置教学助理，负责在课堂

教学中保持对全体学生的关注，在必要时对残障学生进行一对一指导，让学生能够跟上总体教学进度。

也可以根据班级群体的实际情况混合两种教学形式，但最终都需要以学生为中心和落脚点进行综合考量。 

4.3. 同伴层面打造团结互助氛围 

4.3.1. 普及残障群体知识 
由于对残障学生缺乏了解，部分普通学生可能仍然会对他们保有排斥、歧视等现象，即使与残障学

生在一个班级也会主动保持距离，不愿意和他们相处，但多数人的态度比较友好，其中之前接触过残障

群体，听说过相关事例的学生接纳度会更高[13]。普通学生作为校园中数量庞大的群体通过普及他们对残

障学生的认知营造关爱互助的环境，对助力残障学生适应普通学校有重要作用。 
除了在学校里通过教师介绍了解残障学生的相关知识外，还需要鼓励普通学生自己购买或利用网络

资源阅读残障群体有关的书本，理解他们与普通人有差异的原因，从中学习到帮助残障学生的具体方法。

其次，可以关注残障群体有关的视频案例，在实际情境中更易与视频主体产生共情，体会他们在日常生

活中遇到的困难和窘境，感受他们不屈不挠的精神和坚持不懈的毅力。也需要向周围包括家长、同伴等

分享自己的感悟，引导更多的人愿意去理解和关注残障群体。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同伴才能做到发自

内心地与残障学生交流，主动在体育活动中提供帮助，给予他们温暖。 

4.3.2. 组成体育志愿小组 
教师引导下普通学生与残障学生在课堂内外互动经验的增加有利于双方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14]，同

伴作为残障学生在校园中接触时间最长和数量最多的主体在整个的支持框架中能够为其提供强大的力量，

通过参与组成体育志愿小组的方式不但能够帮助残障学生顺利参与体育活动，促进与其他学生的交流，

也有利于普通学生自身品格的塑造和能力的培养。 
体育志愿小组的服务对象应该是障碍程度较大的群体，一般以一对一和多对一两种帮扶形式存在。

首先需要在协助残障学生进入融合体育活动的场地，保障他们的安全问题，其次根据需要在教学活动开

展过程中为残障学生拿取和协助使用运动所需的器材和辅具等，与其保持互动并关注其在活动过程中的

情绪、态度的变化，及时给他们加油打气，帮助其树立积极乐观的心态，课程结束后也要注意与残障学

生结伴返回班级中。志愿小组应以自愿为原则，将同班同学作为主要小组成员，由教师或是有能力的学

生担任负责人进行有计划的安排和组织以确保教学活动的有序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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