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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我国学前领域出现了基于融合教育视角的热潮。在融合教育视角研究繁荣发展的同时,

需要教育界对其研究热潮背后的原因、研究的真实性和学前融合教育的定义进行冷静思考。本文将阐

述学前融合教育的历史与现状,分析出现学前融合教育热潮的原因,归纳学前融合教育领域现阶段的问

题,并提出相应的教育对策。以期为今后学前融合教育方向的研究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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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学前教育领域热衷基

于融合教育进行研究,出现了一股学前

融合教育研究热潮。以“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CNKI)”为例,将高级检索的主题

词或者关键词设为“融合教育”“全纳教

育”并“学前”“早期”“幼儿”等词,

检索到357篇与学前融合教育有关的文

章,经过去重、删除与主题不相干的课题

简介、征稿启事等非终归学术文献后,

得到有效文献336篇。将其结果进行可视

化分析,发现2012年至2021年关于学前

融合教育的研究发展迅猛且文章数量逐

渐上涨,仅2020年一年内就有52篇。 

与学前融合教育在理念上的备受追

捧相对应的是其在实践层面上的举步维

艰甚至停滞不前。近年来,我国多地相继

出现了多所尝试进行融合教育的幼儿园,

尽管数量连年递增,但实践效果却并不

尽如人意[1],因此在我国学前融合教育

理论研究繁荣发展的同时,仍旧需要我

们进行冷静思考,进一步寻找更深层的

影响因素及其解决办法。 

1 学前融合教育的定义 

融合教育是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进

入普通教育机构,与普通儿童一起接受

教育,融入普通教育环境和社会环境中,

实现普通儿童与特殊儿童共同发展。[2] 

相应的,学前融合教育是针对3~6岁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将他们与普通

儿童安置在同一教育环境中,以两者共

同活动的融合教育为主,并提供多方面

的支持和辅助以满足学前特殊儿童与普

通儿童的需要和发展。[3] 

2 我国学前融合教育热潮背后

的原因 

2.1文化认同：对“有教无类”及坚

实的道德基础。我国对特殊儿童的教育是

从“悲悯”出发的,体现了“同情”及“善”

的价值取向。[4]由于在长期以来的统治与

被统治的利益较量中,统治者为了稳固自

身阶层不变,通过对弱势群体出台怀柔政

策,对其进行帮扶彰显怜悯之心,从而获

得更多被统治人群的支持。通过自上而下

的关怀途径,体现了他们权利触角的延伸

及威力。这种对特殊儿童的“善”,虽然

是一种有目的的“伪善”,但也在一定程

度上促进了人们对特殊人群的关爱。[5] 

2.2社会效益：学前融合教育对正常

儿童和特殊儿童都有积极意义。从学前

教育事业发展的角度看,发展学前融合

教育是提高社会效益非常有效的方式。

其一,学前融合教育能够增加残疾适龄

儿童的入园机会,通过适宜的学前融合

教育支持,可以使得学前特殊儿童获得

提升,从而具备进入小学的能力,也可以

提高义务教育的普及率,从而保障学前

特殊儿童的义务入学率。[6]其二,坚持办

好学前融合教育,也有利于减轻社会负担,

创办一所特殊教育幼儿园比建设融合教

育幼儿园的成本高太多,同时让特殊幼儿

进入幼儿园就读也能减轻特殊儿童父母

的负担。同时,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对正

常儿童激发自我效能感、增强移情能力以

及促进心理理论发展等都有积极意义。 

2.3政策支持：已出台部分政策支持

学前融合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

保障法》第二十二条规定,普通幼儿教育

机构应该适当接受“能适应其生活的”残

疾幼儿,《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

年)》明确指出,要“支持普通幼儿园创造

条件接受残疾儿童。支持特殊教育学校和

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增设附属幼儿园

(学前教育部)”。在《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年)》中指出,要“加大力度发

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支持普通幼儿园接

收残疾儿童。在特殊教育学校和有条件的

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普遍增

加学前部或附设幼儿园。在有条件的地区

设置专门招收残疾孩子的特殊幼儿园。鼓

励各地整合资源,为残疾儿童提供半日

制、小时制、亲子同训等多种形式的早期

康复教育服务。为学前教育机构中符合条

件的残疾儿童提供功能评估、训练、康复

辅助器具等基本康复服务。” 

3 我国学前融合教育中存在的

困境 

3.1我国学前融合教育实践缺乏足够

的制度保障。作为现代民主国家社会治理

的一项基本原则,法制无疑是国家各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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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顺利发展的根本保障。我国学前融合

教育法律体系建设并不尽如人意。在21

世纪初,众多研究者在梳理和对比西方

发达国家,特殊教育发展状况后意识到

了我国特殊教育法制建设的不足,并提

出了制定特殊教育法的倡议。[7]但到目前

为止,我国关于特殊教育方面的法律法

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教育条

例》《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等位阶较低的法规和规章,其

他有关特殊教育的法律条文散见于宪法、

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残疾人保障法、职

业教育法等法律文本之中。[8]虽然上述法

律法规为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

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仍然存在很多的

不足,难以提供足够的法律支撑。一方面,

立法的层次较低,缺乏权威性。我国大陆

地区缺少特殊教育专项立法,导致没有与

普通教育立法相对应或并列的特殊教育

立法,缺乏平等的法律地位和应有的效力

层次。另一方面,已有的法律条款用词空

泛,原则性表述多,法律的可操作性低。[9] 

3.2社会群众对现代残疾人观认识度

不足,包容性有待提高。融合教育诚然需

要一个平等、包容的社会环境。我国自古

以来受儒家文化影响,虽然有诸如“仁爱”

“正义”“人本”等有助于学前融合教育

发展的思想,但也有许多封闭落后的思想,

严重阻碍着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其一,

社会群众对残疾的认识存在偏差。在社会

生活中,这些不正常或不合格的“次品”

“瑕疵品”是隔离、驱逐的对象,或被视

为一种危害常态模式的异端而应该被消

灭和根除。[10]因此,残疾人在以健全人为

主题的社会里被视为另类且饱受歧视。部

分群众仍认为残疾与障碍来源于残疾人

自身,应该通过自身努力去适应社会的要

求,社会公共设施与服务不必为满足残疾

人的特殊需求而特别设计。[11]其二,群众

对差异性包容不足。残疾幼儿无法进入普

通幼儿园进行学习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

其他儿童家长的不支持甚至反对。[12]与此

同时,不少残疾儿童家长为了让自己孩子

能够入园就读不遗余力,也有家长由于担

心被人耻笑而索性放弃为残疾孩子争取

正当的学前教育机会,甚至有些家长拒

绝承认自己的孩子已表现出的残疾特征,

想象着孩子长大后会自然得变得正常,

耽误了对残疾儿童的 佳干预期。 

3.3学前融合教育研究重理论轻实践,

相关问题有待深化。虽然我国学前融合教

育的相关文献近几年显著增加,但从整体

上看文献数量并不多,存在起步晚、发展缓

的状况。从研究方法上看,运用的方法以理

论研究居多,实践干预研究较少,尽管近年

来实践调查的方法增多,但是这些方法的

运用也仅仅是停留在对我国学前融合教育

现状的描述上,真正的实践干预层面研究

较少。同时,尽管学者们近年来不断对“融

合教育”、“随班就读”、“全纳教育”等概

念进行争论与辨析,但是从本质上来看融

合教育是一个“舶来品”,是西方文化里的

概念,如何将学前教育建立在我国国情和

传统文化之上还需要不断的探讨和实践。 

4 关于我国学前融合教育的建议 

4.1加强实践研究,重视融合教育研

究的本土化。目前,我国学前融合教育研

究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问题。要想促进

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必须把理论付诸于

实践,使研究从理论层面的探讨转向实

践层面的使用,并多关注我国随班就读

事业或学前融合教育的现存问题,以解

决现实之需。此外,我国学者从各方面阐

释了学前融合教育在我国实施的可行性

与必要性,如何使学前融合教育贴近中国

文化,更具有中国特色,并结合各地特有

文化特点进行分析与研究,多做实证研究

是研究者们必须思考和努力的方向。 

4.2完善融合教育支持保障体系。国

家层面应该通过法律法规的颁布与实施

来保障学前融合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和推

进。虽然我国现在有一系列针对特殊儿童

受教育权的法律法规,但对于融合教育这

一具体举措的保障还处于空白状态。而有

效、全面的立法对促进学前融合教育的发

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国外大多数国家

对融合教育的立法保障都较为完备。 

4.3加强对正确得残疾人观及融合

教育理念的宣传。没有正确的观念很难

推动学前融合教育的落实。在融合教育

的过程中,普通孩子的家长难免会受一

些刻板印象,传统观念的影响,不会那么

支持参与融合。而社会大众不正确的残

疾人观不仅会影响到学前融合教育,甚

至会影响到残障群体的方方面面。所以

加强正确相关观念的宣传刻不容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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