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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背景下学前特教专业人才培养实践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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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融合教育”背景下学前特教专业人才表现出复合型和实践型两大特征。针对“融合教

育”背景下学前特教专业人才特征，我院学前特教专业积极深化人才培养改革工作，通过构建“三

模块结合”专业课程体系，实施“三课堂结合”一体化育人，实施“三方结合”共建实践平台等

实践探索，较好地解决了学生知识技能结构不完善、学生专业思想不稳定、专业技能薄弱及实践

能力不强等问题，改革实践取得较好效果，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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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世纪，我国教育现代化建设快速发展，

特殊教育发展也进入了新阶段。随着国际融合教育

理念的影响以及 2009年国务院颁发《关于进一步加

殊教育事业发展意见》（国办发〔2009〕41号）和《特

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对融合教育的要求，

我国融合特殊教育开始逐步推行，其中学前融合教

育对特殊儿童发展更具紧迫性。然而，实施融合教

育需要多种条件，具有融合教育素质的专业人员是

关键。目前多数高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与特殊教育专

业面对融合教育的呈现出专业人才培养的不适应问

题。如何适应新阶段融合教育的要求，培养兼具幼

教、特教知识与技能结构，既能胜任普通幼儿教育

机构工作任务，又能为融合教育环境中的特殊儿童

提供帮助与支持。深化专业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对接行业人才需求，探索“融合教育” 背景下

学前特教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是儿童教育类专业发展

选择。我校(北京社会管理职业学院)发挥民政优势，

成立儿童服务与管理专业（以下简称儿童专业），定

位于学前特教专业人才培养，面向幼儿教育机构、

特殊儿童康复中心以及儿童福利机构，培养适应融

合教育需求的儿童服务与管理专业人员，探索了“三

三结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走出一条特色

人才培养之路。 

一、“融合教育”背景下专业人才的特征 

融合教育是指特殊儿童在普通学校与正常儿童

一起接受教育。它起源于上世纪 60、70年代西方国

家开展“回归主流”、“一体化”教育思想。主张儿

童是平等的，应尊重每个儿童权利，认为原来特殊

儿童（支流）隔离式的教育不利于儿童发展，没有

体现对儿童权利的尊重，推行实施融合教育。学前

融合教育在发达国家开始早、实施普遍。我国融合

教育开始于学龄段，实施历史较短。近几年在我国

一些大中城市正积极试点学前融合教育。此文中融合

教育，专指学前融合教育，即指“让学前特殊儿童在

机构真正地和其他正常儿童一起接受保育和教育”
[1]
。 

从实施融合教育关照的对象及其教育诉求看，

参与或从事 “融合教育”的专业人才要求具有仁爱

情怀，能尊重接纳特殊儿童，具有良好的专业思想，

兼具幼教、特殊教育和儿童康复等综合知识和技能，

有一定的实践和创新能力等素质，是为特殊儿童发

展与融合正常生活提供帮助和支持的专业人才。在

托幼、教育康复机构一线既能服务普通幼儿，又服

务特殊幼儿。“融合教育”背景下学前特教专业人才

具有以下两个基本特征： 

（一）复合型 

从事融合教育的人才，应兼具从事幼儿教育和

特殊教育的素质，具有幼儿教育和特教教师知识与

技能，正如特殊教育专家陈云英所讲“幼儿园阶段，

特殊教育教师的标准是——特殊教育教师标准+幼

儿园教师专业标准”
[2]
，只有符合这样标准的教师，

在从事学前融合教育工作中，在对普通幼儿保教同

时，还能关注特殊儿童的特殊需求，并能够给予特

殊儿童适合的帮助与支持，促进特殊儿童真正融合。 

（二）实践型 

从事融合教育的人才应具有幼教专业多种技能

以及较强的操作实践能力。既要具备一般幼儿教师

的唱（歌）、跳（舞）、画（画）、讲（故事）等操作

技能，还要有特殊儿童个别化教育计划制定和实施

技能，才能在保教并重的职业实践中，通过采用多

种教育教学途径，将幼教、特教专业知识与技能融

于职业实践，使寓教于乐、教康一体，促进幼儿体

智德美全面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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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探索“融合教育”背景专业人才培养的理

论依据 

（一）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

要组成部分。根据马克思全面发展理论，人的全面

发展教育应包括智育、体育、技术教育、德育和美

育。全面发展，是一种德智体美多维的又有重心的

结构和整体统一的发展，也就是“心智的全面和谐

发展”、“身心全面和谐发展”和“个体和社会的协

调统一和全面发展”
[3]
。从人的发展角度讲，培养复

合型学前特教专业人才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克服由于

专业结构单一而导致人的片面发展，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可见，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融

合教育”背景专业人才培养铸造了理论基石。 

（二）多元智能理论 

该理论强调人的智能是多元化的，包括语言智

能、逻辑--数学智能、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

音乐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识智能和自然观

察者智能等
[4]
。不同个体对不同智能的表现优势有个

体差异，同一个体在不同时期对不同智能的表现程

度也不同。培养复合型学前特教专业人才就是为受

教育者架构多元的智能结构，使受教育者的不同智

能优势得到更加充分的显现。一方面，使受教育者

获得学习和事业上的成功体验，另一方面，可以充

分利用不同的人力资源，适应更广的职业任务，为社

会创造更大的财富。所以，“融合教育”背景专业人

才培养是多元智能理论在教育教学中的实践和应用。 

三、“融合教育”背景下学前特教专业人才培

养模式探索 

目前多数高职院校的学前教育专业与特殊教育

专业学生不能适应工作的新需求，融合教育急需改

革探索，完善专业课程体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强化专业实践，促进专业人才更好地胜任融合教育

工作，实现专业学习与职业需求的对接。笔者根据

一线机构对融合教育人员的素质要求，结合专业实

际，探索了适应融合教育需求的“三三结合，校企

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一）构建“三模块结合”专业课程体系 

通过“学、用、研”相结合的方法，解决了创

建“融合教育”课程体系的构建的问题。其中“学

习”借鉴幼教、特教专业标准为构建课程体系提供

理论基础，“应用”于教康融合工作需求是课程体系

构建的实践基础，“研究”从边缘到核心的职业发展

过程及学生认知规律为构建课程体系提供了逻辑思

路。最终围绕“融合教育”职业能力需求，形成了

含幼教技能、儿童康复、学前特教“三模块结合”

的专业课程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学生的幼教、康复、

特教方面知识与技能结构不完善的问题。 

（二）实施“三课堂结合”一体化育人 

根据专业课程体系各模块课程的性质、特点、

主要任务与内容，按照认知学习“了解”特殊儿童、

服务实践体验“理解”特殊儿童、专业实践逐步“接

纳”特殊儿童的思路，理清“三课堂”协调机制， 合

理调配时间与资源，发挥好课堂上下、校园内外时

间、场地的育人功能，实现第一课堂以理论知识和

专业理念学习为主，第二课堂以专业技能训练为主，

第三课堂以服务体验、综合实践为主，最终形成“第

一课堂+第二课堂+第三课堂”阶梯式的人才培养体

系。“三课堂结合”教育相辅相成，较好地帮助学生

建立了科学的儿童观、稳定专业思想。 

（三）探索“三方结合”共建实践平台 

在人才培养工作中，专业积极深化校企合作，

调动多方育人积极性，聚力合作育人。通过校、企、

社三方整合场地、经费、人员、时间、项目等资源，

建立“校中厂”—北京启蕊康复中心，为学生提供

特殊儿童教育康复实践平台；校企合作搭建了“校

园”信息直通车，实现“校-园”教学即时互动；举

办“启蕊杯”专业技能比赛；紧密与社区关系，关

注社区家庭需求，开展“婴幼儿托管活动”，搭建了

学生学习实践平台。同时，企业投资完善建设音乐

实训室、感统实训室，建设了有“在线康复云”功

能的智慧教育康复综合实训室，校企社协作聚力育

人，创新了校-企-社互动育人模式。通过校企合作，

“三方结合”共建实践平台，共建师资团队，较好

地促进了“学中做，做中学，学中练、做中练”，强

化实践教学，解决了学生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 

四、“融合教育”背景下学前特教专业人才培

养探索效果 

（一）解决了学生融合教育观念偏差，知识技能结

构不完善问题 

目前融合教育主要针对程度较轻的特殊儿童，

有智障、自闭症、听障、脑瘫等类型。实施融合教

育不仅要尊重、平等地对待特殊儿童，心理上完全

接纳特殊儿童，更有能为特殊儿童提供适宜的帮助

和支持，使其真正与正常儿童融为一体。“三模块结

合”的专业课程体系，较好地解决了学生的幼教、

康复、特教方面知识与技能结构不完善的问题，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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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能够在实践中根据特殊儿童的特殊需求，不仅注

意创造融合教育的环境和氛围，而且利用专业的知

识与技能给予特殊儿童不同的帮助和支持策略，改

变原来认为将特殊儿童安置在正常班级即可的观

念，切实懂得融合教育中教师的职责与任务，具备

一定的帮助特殊儿童融入班级的技能与策略，学生

在为特殊儿童提供帮助与支持过程中，感受到自身

工作的价值。 

（二）解决了学生特殊儿童观念偏差，专业思想不

稳定问题 

专业学生绝大多数对特殊儿童不理解，存在着

特殊儿童没有价值、没有教育意义，是家庭、社会

的包袱，没有发展可能的认识，即使轻度特殊儿童

有教育训练的可能性，也认为特殊教育的任务复杂，

职业技能要求高，投入时间与精力大，工作成效不

明显，工作待遇不高，社会认知度低，学生的职业

认同度不高，职业情感不积极。这些情况直接影响

着学生的专业稳定和专业学习，不利于建立积极职

业情感，更不利于学生形成服务特殊儿童的职业能

力。通过“三课堂结合”一体化育人，学生理论学

习、技能训练、职业体验和实践锻炼在第一、第二、

第三课堂进行不同安排，分布于不同学期，以理实

一体教学课、实践活动课、技能展示与比赛、志愿

服务等不同形式实施，逐步改变了学生对特殊儿童

的拒绝与误解，从而在思想、态度和行动上实现了

理解、关心、支持和帮助特殊儿童，为从事特殊儿

童教育康复工作奠定了思想基础。 

（三）解决了学生专业技能薄弱、实践能力不强问题 

由于学生对专业技能要求认识不到位、投入训

练时间不足，技能训练不扎实，参与实践教学积极

性不高，职业实践机会缺乏等导致学生专业技能薄

弱，实践能力差，不能满足用人单位对融合教育人

才的需求。探索“三方结合”共建实践平台，校企

合作整合师资、教学场地、合建项目等积极开展育

人工作。校中厂及其他机构老师参与人才培养；学

生到机构学习实践常规化，既有日常的交流学习、

服务实践，更有制度性的体系化的志愿服务、专业

见习和顶岗实习，校企合作育人常规化促进学生学

用结合，知行合一。较好地促进了“学中做，做中

学，学中练、做中练”，强化实践教学，解决了学生

实践能力不强的问题。 

总之，“融合教育” 背景下学前特教专业人才

培养实践探索，促进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稳步提升。

毕业生就业率逐年上升，2016 届毕业生专业对口就

业率上升 85.37%；毕业生供不应求，学生的专业素

质受到了机构领导和老师好评，部分毕业生已成为

机构骨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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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n pre-school special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ZHAO Qiao-yun 

(Beijing College of Social Administration, Beijing 101601, China) 

Abstract: In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two characteristics are shown in pre-school special 

professional talents training: compound and practical.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pecial professional talents are studied 

at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ion education”. Our pre-school special professional work actively deepens the reform 

of talent cultivation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three modules combined” professional curriculum system.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ree combinations” classroom integrated education and the “three combinations” joint building 

practice platform better solve some issues, such as the students’ imperfect knowledge skill structure, unstable 

professional thought, weak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e reform obtains a favorable effect and 

professional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improves significa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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