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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基本概念

4

（一）学前特殊儿童的概念

    学前特殊儿童指的是学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换言之，

是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个体发展特别需要的 0-6 岁儿童。



一、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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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前特殊儿童概念的变化：

1 、从医学的角度评价：出现某些疾病的症状便称为异常，因为

这样的人有别于一般正常人和健康人

2 、从心理学的角度评价：远离常态标准行为，则被视为一种非

正常的变态

3 、从社会学的角度评价：当一个人出现无法顺应一定的社会角

色或者无法建立正常的人际关系的问题时，则被归为异常

近些年来的观点（ 2002 年以后），所谓个别差异是在儿童发展

的群体中彼此之间存在着某一身心特质上的差异状况。



一、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基本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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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概念

学前特殊儿童教育是指为各种不同特殊需要儿童所提供的促进其

发展的特别帮助和支持。相对于普通教育提出

1 、是对具有特殊学习需要的个体施以有别于一般教学的教育方

式，采用不同的安置形态、教材教法以及辅助器材等，使受教育者

能达成最佳学习效果

2 、在肯定人的发展存在潜能的前提下，学前特殊儿童教育为不

同发展需要的儿童创设有利于他们潜能发展的教育计划，促使各种

差异儿童潜能的发展

3 、在早期为各种不同差异的儿童提供支持性的教育环境，使他

们在发展的关键期内获得适应期发展需要的良好的发展机会



二、学前特殊儿童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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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特殊教育专家柯克和葛拉格（ 1983 ）：

1 、心智偏异：包括智能超常和智力低下儿童

2 、感觉障碍：包括听觉损伤和视觉损伤儿童

3 、沟通异常：包括学习障碍和语言障碍儿童

4 、行为异常：包括情绪困扰和社会不适应儿童

5 、多重保障与重度障碍：包括各种生理和心理方面混合障碍儿童



二、学前特殊儿童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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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前教育机构内比较常见的学前特殊儿童：

1 、认知发展障碍儿童：

主要表现在智力落后和学习困难两方面

2 、生理发展障碍儿童

包括儿童发展中出现的各种感官、动作和身体健康的问题

3 、语言发展障碍儿童

主要指儿童在早期语言获得过程中出现了发展性的异常现象。

4 、情绪和行为问题儿童

自闭症、多动症、社会适应性问题

5 、超常儿童



二、学前特殊儿童的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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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儿童类型：

1 、智力型：特点是智商高

2 、语言型：语言能力强是普遍表现。有更为突出和有益的语言

能力，主要反映在阅读和写作能力上。超长的阅读能力最早可以出

现在 2-3 岁

3 、艺术型：擅长美术、音乐戏剧，有很高的艺术天资和素养

4 、创造型：特点是创造性强，能不拘一格进行发明创造

5 、领导型：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分析判断能力、感召力和自我

控制能力等领导人的素质和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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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接效益——对特殊儿童成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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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积极帮助学前特殊儿童建立全面发展的基础

0-5 岁是儿童在语言、概念化、社会性、情感和动作能力等方面

飞速发展的时期。

2 、充分促进学前特殊儿童潜能的发展

3 、有效预防学前特殊儿童第二障碍的出现



一、直接效益——对特殊儿童成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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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预防学前特殊儿童第二障碍的出现？

任何一个儿童在成长的过程中都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对

已有特殊需要的儿来说尤其如此。就障碍儿童而言，他们已有某一

方面的障碍，如果没有及时给予适当的特殊教育，他们的障碍问题

不仅得不到改善，而且可能会造成第二种障碍或者第二次障碍。比

如听力损伤儿童，没有良好的早期教育环境，他们的听觉障碍本身

问题会加重，同事也会出现情绪障碍，或者智能障碍。



一、直接效益——对特殊儿童成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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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常儿童原本不存在障碍，但是当他们的需求在学习环境中不能

得到满足的时候，当他们的行为被视为怪异的时候，他们也有可能

出现心理障碍，从而偏离正确的发展轨道，因此早期教育环境的适

宜性，将有利于预防特殊需要儿童第二种障碍或者第二次障碍的出

现。



二、间接效益——对特殊需要儿童家庭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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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助于家长正确认识孩子的特殊需要，并且积极参与教育过

程去帮助自己的孩子

2 、有助于家长减轻精神和物质方面的负担，为特殊需要儿童的

成长提供更好的家庭条件



三、社会效益——对社会发展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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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为社会发展增加了建设力量

2 、将有效减少社会承担的特殊教育和残疾福利费用

3 、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



学期特殊儿童教育
的发展趋势

/03



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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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早期发展、早期干预

2 、一体化融合教育

3 、整合教育



一、早期发现与早期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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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干预方案：针对 6 岁以下的特殊需要儿童的发展及其特殊发

展需要，设计对他们进行早期教育的环境、条件和方式

尽可能早的为特殊儿童及其家庭提供适宜的支持和服务，这体现

了学前特殊儿童教育的发展趋势是：早期干预



二、一体化融合教育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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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世纪 60 年代以来，世界特殊教育届兴起了一场发展迅速

的运动——回归主流。

使得特殊教育不再是一个与普通教育截然分离的独立系统，从此

开始了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一体化的融合教育

回归主流的一体化融合教育

全纳性的一体化融合教育



二、一体化融合教育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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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特助儿童的具体程度，将回归主流的教育安置分成三种形式

：

1 、物理空间的回归主流：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在相同的学校或

机构接受教育，所有儿童都有机会认识他们生活的相同的世界

2 、社会交往活动的回归主流：不只是在相同的空间接受教育，

而且由教育者安排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交往互动，让特殊儿童与正常

儿童相互了解、尊重，相互邀请参与一般的社会交往活动

3 、教学的回归主流：特殊儿童与正常儿童相互交往，并在特教

教师指导下接受个别化教育，在学习社会互动及物理空间上都相互

同意，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主流



二、一体化融合教育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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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种比较突出的回归主流教育模式：
1 、资源教室模式：美国、加拿大
将特殊儿童安置于正常教育机构，一部分时间到资源教室里接受个别教育

，其余时间与正常儿童一起学习
2 、教育配对模式：丹麦
在教育机构中，一个普通班与一个特殊班想配对，普通班与特殊班教师共

同负责两个班的教育，安排两个班儿童共同学习或者单独学习
3 、咨询教师模式：挪威
在普通教育机构中增设受过专业训练的特教人员，为每一位教师提供有关

特殊儿童心理教育的基本训练，确保特殊儿童能适应正常教育环境
4 、混合服务模式：东欧
在教育机构间进行再协调，像普通教育机构中的特殊儿童提供专业的协助



二、一体化融合教育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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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纳性教育用“特殊需要儿童”的概念，来替代过去常用的“残

疾儿童”和“特殊儿童”的概念，这就打破了原有的按照残疾分类

来给特殊儿童贴标签的做法，也扩展了特殊教育的范围，同时也让

人们从教育的角度而不是从医学的来考虑教育计划的制定



二、一体化融合教育的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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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纳性教育的基本特征：

1 、要求在普通学校的普通班级内教育所有学生，无论他们有何种残

疾，也无论他们的残疾程度如何，都必须在正常班级里面接受所有的教

育；教育要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并且根据儿童自身的特殊需要提供特

殊服务

2 、要求教师与其他人员组成特殊需要儿童工作小组，为有特殊需要

的儿童提供高水平的支持。工作小组成员包括普通教育教师、特殊教育

教师和家长等

3 、课程由一般课程和个别化教育计划构成，主要以小组学习的方式

进行，保证每个儿童都有同样的机会参与活动



三、整合教育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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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基础：美国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

整合课程观念：（简答）

1 、经验的整合

2 、社会的整合

3 、知识的整合

4 、课程的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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