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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全纳教育实施随班就读的阻力因素及对策研究
——以雨外小花神庙分校自闭症儿童为例

高学东 1　尤　铭 2

（1. 南京市雨花外国语小学花神庙分校，江苏 南京 210000；

2. 南京体育学院，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本研究基于全纳教育理论试对实施随班就读的阻力因素进行剖析（以我校自闭症儿童为例），发现当前实施随班就读面临

ASD 儿童思想难研判，亲社会、攻击性行为难控制；特教素养不过硬，缺方法、乏经验、低效能；家校联动低共识，理念偏差不作为等

阻力因素，并由此提出应对策略：正确认识 ASD 儿童行为表现，挖掘潜在亲社会行为（培养亲社会行为，消除攻击性行为；重视社交技

能训练，教授沟通表达策略）；素养提升与专业培训并重，观念转变与教学创新并举（努力提升小学教师全纳教育素养、切实加强特教

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培训、教学实施突出个别化）；家校合力双管齐下，辅牙相倚，加强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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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随班就读之再认识

（一）随班就读旨趣之再认识

“随班就读”（Learning in regular classroom，LRC），专业上

指部分肢残、轻度智障、弱视和重听等残障儿童，亦可通俗理解

为智力、感官、情绪、身体、行为、沟通能力等与正常儿童有所

差异的学生进入普通教学班进行学习和生活的一种教育形式，旨

在能够让这些特殊儿童在与普通学生相互交往、共同活动的同时

获得必要的、有针对性的特殊教育和服务，以及必要的康复和补

偿训练，以便能够更好地开发潜能，学会做人、求知、创造、合作、

健体、审美等，为今后自主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夯实基础。

（二）随班就读现状之再认识

随班就读是以“零拒绝”“多元化”为主要特征的全纳教育在

我国的实践落地，是我国根据国情制定的特殊儿童教育模式，亦是

对特殊儿童接受公平公正教育的一个重要保障。2018 年全国教育数

据表明：小学阶段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在校生占特殊教育在校生

总数的 49.1%，占比明显。虽然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在基数上有明

显提高，但教育质量却十分堪忧。特殊儿童进入普通课堂给教师的

教学和管理带来极大挑战，随班就读教师对特殊儿童认识片面，态

度消极，难以做到适合适当适宜的教育，职业效能感不高。此外，

家长不理解、不作为，家校联动缺乏，难以形成合力等。

二、实施随班就读的阻力因素

目 前 越 来 越 多 的 自 闭 症 谱 系 障 碍 儿 童（Autism Spectrum 

Disorder，ASD，以下简称 ASD 儿童）进入普通学校就读（笔者所

在学校各年级均有一到两名 ASD 儿童），学界也普遍认为全纳教

育能够为他们创造与普通同龄人互动的机会，帮助其提高学业能

力和社会技能，促进其教育目标的实现和良好同伴关系的形成。

但纵观实施过程，可谓阻力重重，且收效甚微，个中缘由，或思

想理念，或方法手段，或形式内容等。

（一）ASD 儿童思想难研判，亲社会、攻击性行为难控制

上述，笔者亲历随班就读的 ASD 儿童，整体上外显为反应迟钝、

孤僻自卑、成就感低、与外界交流障碍等。在校期间较为消极且

相对稳定（此稳定性是指 ASD 儿童亲社会行为较低、攻击性行为

较高，且不因年级和智力水平的不同而不同，表现出的稳定性），

同时表现出兴趣狭隘，具有重复刻板性行为，且多伴随有听觉、

触觉等感官异常，再加上沟通障碍，与环境中的他人或事物互动

时面临诸多挑战，容易产生冲突，从而诱发其表现出较多的攻击

性行为。

譬如：四年级的 ASD 小黄同学课间经常独自一个人坐在桌前

（交往障碍），持笔在纸上用力乱涂乱画（重复刻板性行为），

旁边同伴出于好奇走进观察，小吴不想让别人看见自己在画什么

（自闭），在没有任何沟通的情况下（沟通障碍）直接动手推搡

打了该位同学（冲动、攻击性行为）。幸而课间护导教师到位，

及时制止。事后，班主任和护导教师均表现出对小吴的无奈，无

法研判 ASD 儿童的思想，无法预料下一个行为动作。

（二）特教素养不过硬，缺方法、乏经验、低效能

随班就读一直是特殊儿童入学的主要形式，而常规建制学校

接触随班就读的教师几乎都是普通教师（并非特师），可能接受

专业化特殊教育培训的机会较少，从而间接导致部分教师对于获

取专业支持的主观能动性不强。限于特教专业知识技能的缺少、

苦于方式方法的不当、穷于特教经验的匮乏，在对特殊儿童的教

学和管理中束手无策、处处碰壁，自我效能感较低。认为自己没

有足够能力去引导和教授特殊儿童，久而久之造成了融合教育融

而未合、随班就读见其形而未见其效。

一言以蔽之：师资（特师）力量薄弱，随班就读教师（普师）

融合教育专业知识、能力普遍不足，专业程度不够，凡此种种使

得随班就读质量和效果良莠不齐。

（三）家校联动低共识，理念偏差不作为     

不少特殊儿童家长存在一定的教育理念偏差，家庭和学校的

教育边界模糊，片面地认为教育仅仅是教师和学校的事情。全纳

教育随班就读是以特殊儿童为关注对象，以家庭和学校间的双向

合作为介质的教育教学形式，学校、学生、家庭的共同参与是顺

利开展的重要前提。 

随班就读自实施以来一直处于学校教师单向输出的模态，譬

如：二年级 ASD 小吴属于单亲家庭，其父亲就是持有这种片面观

点的典型，认为将小孩送至学校就万事大吉，如此很难及时发现

孩子的真正需求，亦很难去引导和改变孩子。同时，在随班就读

的实施上一些家长存在着不合理行为，再如：一年级 ASD 小汪的

家长刻意隐瞒孩子的真实情况（担心会被其他人嫌弃或歧视等），

入学后一直表现不佳从而成为教师眼中的问题学生。原本可以靶

向性地帮助孩子逐步适应新阶段、新环境、新刺激，由于家长的

隐瞒而导致孩子被耽误，遭受新的打击，可能形成新的心理障碍。

此外，亦有很多正常儿童的家长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与特殊儿童

在一起学习与生活，始终戴着有色的眼睛去看待特殊儿童，缝隙、

隔阂、距离一旦产生了，很难再弥补再挽救。

三、全纳教育理论对实施随班就读的指引性和适用性

全纳教育亦称“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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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在同一学校同一班级接受同等的教育，

它强调“有意义地融合，共同成长，主动地改变”，提倡教育机

会均等，保障教育的起点公平。自 1994 年“萨拉曼卡宣言”开始，

它在特殊教育领域已经被广泛实施，其目标在于促进包括特殊学

生在内的所有学生在普通教育环境中获得实质性进步与潜能发展。

学校是获得经验最主要的地方，班级则是接收信息最直接的

场所，实施随班就读的意义正在于此，在全纳教育理念下，让特

殊儿童接受同样的信息，感受同样的环境，体验同样的学习生活，

挖掘其潜在的亲社会行为，正确诱导该行为的发生。此外，ASD

儿童有很强的可塑性，基于随班就读，教师要为他们创设健康的

环境，满足其特殊需求，实现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的真正融合，

让每个学生都在各自的基础上得到自由发展、蓬勃生长。

四、对策研究

（一）正确认识 ASD 儿童行为表现，挖掘潜在亲社会行为

1. 培养亲社会行为，消除攻击性行为

研究发现 70% 的 ASD 儿童社会行为表现较为复杂，在同伴

互动中他们既可能在某种特定时刻表现出亲社会性，也可能在某

种特定时刻表现出攻击性。因此，教育者对此要有清晰的认识，

摒弃可能存在的偏见。在校期间要注意观察 ASD 儿童在同伴互动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亲社会行为或具有亲社会倾向的行为，寻找出

现该行为的可能原因，加以鼓励和积极引导，建立良性的 SR 反应。

2. 重视社交技能训练，教授沟通表达策略

据研究，ASD 儿童的攻击性行为更多是由其沟通能力的缺失

造成的，这就要求教育者靶向性地教授恰当回应、主动发起、保持、

转换和结束话题等沟通技能和策略，提高其沟通的有效性和清晰

性，从而降低攻击性行为，减少同伴拒斥。

再例 ASD 小黄同学，上学期的靶向性社交技能训练从使用简

单词语、图片、手势等肢体动作进行交流开始，合理表达自己的

意图与诉求。本学期小黄同学会主动与同伴微笑、打招呼，虽然

话语不多，但可以感受到他对同伴的接受与融入。

（二）素养提升与专业培训并重，观念转变与教学创新并举

1. 努力提升小学教师全纳教育（融合教育）素养

教师是全纳教育的践行者，是实施随班就读是否见效的关键，

这就要求随班就读教师不仅要具备能教好普通学生的素养，还要

具备能够应对特殊儿童的素养，这种素养是基于教师原有素养之

上的更加专业化、科学化、特殊化的高层次素养。

2. 切实加强特教专业理论知识与技能培训

省市区各级主管单位拟可组织开展以特殊教育基础知识、基

本技能为主的各类培训，切实提高实用技能，让普教教师有章可循、

有车可鉴、有师可从。再例我校基于随班就读特殊学生的客观存在，

每月组织一次班主任和任课教师靶向性、诊断性例会，研讨与总

结实践经验，向随班就读要质量。

  3. 教学实施突出个别化

回归全纳教育的初衷，用平等对待、包容接纳的眼光、用尊

重差异、发展期待的眼光去看待 ASD 儿童。聚焦到教学过程上，

教育者需从学科特点和学生个体差异出发，把每一个随班就读学

生的调适目标落实细化到每个阶段、每个单元、每节课中去。

针对五年级 ASD 小朱同学，笔者（从事《体育与健康课程》

教学）制定了个别化学习目标（表 1）。随班就读学生使用的教

材与普通学生相同，但可以根据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和发展需要，

研制个别化教育计划，调整学科课程教学进度与节奏，在备课、

上课、辅导等教学环节给予必要的帮助与引导，以期提高身心功

能和社会适应。

表 1 五年级普通学生和 ASD 小朱同学的学习目标——《体操：跪跳起》

学习目标 普通学生 ASD 小朱

知识与技能

知道跪跳起完整动作及名称术语并能说出挥臂制动、腿脚压垫动作

要领，能够初步做出跪跳起完整动作，小腿与脚背压垫，摆臂制动，

发展腰腹、下肢力量和柔韧、协调等素质；

知道跪跳起动作名称，并能做出跪垫摆臂动作，能够协

调做出跪立、蹲立动作，发展下肢力量和协调性；

态度与参与
积极参与学练，表现出较高的热情，初步学习技术并能说出挥臂制

动、腿脚压垫动作要领；

能按要求参与正常学练，不抵触不拒绝，不扰乱课堂纪律， 

不擅自离开练习场地；

情意与合作
乐于同伴间互动，勇于尝试、勇于挑战的精神，强化自主学习、小

组合作研究的意识与能力；

感受运动状态，体验运动乐趣，能够和同伴共同进行活动，

表达自己的感觉；

（三）家校合力双管齐下，辅牙相倚加强联动

ASD 儿童现在走进校门已经不是一件难事，但如何让他们进

入校门后能够坚持并逐渐适应，委实需要多方共同努力才能实现。

基于交叠影响域理论，实施随班就读以家校合作为根本保证，由

学生、教师、家庭和学校共同完成，缺一不可。

我校积极开展家校互动，定期对 ASD 儿童进行家访，制定“向

阳生长手册”，全面记录特殊儿童的学习情况、心理状况以及行

为变化，跟踪保障儿童良性发展。此外，由外聘心理学专家、特

教专家、班主任向家长宣传特教知识，指导家长正确开展家庭教育、

康复和护理。家校共同体的构建为特殊儿童创造一个良好的学习

与生活环境，在共同引导和监护下促进学生良性转变。

综上，基于全纳教育理论，随班就读是作为立德树人时代背

景下全面落实素质教育、破除特教与普教二元分离的体制性障碍

的重要工具和有力推手。随班就读如何高效落地，不仅需要教育

理念之转变、教育结构之调整，还需要教育者特教专业素养之提高，

方式方法之改进，更需要家校联动之合力。在两个双边合作的基

础上（家长和教师、家庭和学校）充分发挥出随班就读应有的作

用与价值，切实彰显随班就读之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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