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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党一百年来中国特殊教育发展成就*

赵 斌＊＊ 张瀚文
( 西南大学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要 教育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大计，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来遵循党办教育的方针。
建党一百年来，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主要经历了酝酿涵育、探索起步、快速推进与内涵发展

四个阶段。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特殊教育在性质确立、安置模式发展、支持保障体系构

建、办学质量提升以及社会氛围营造等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新时代，办好特殊教育必

须坚持党的领导，在尊重个体差异的基础上，秉持因材施教理念，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完善特殊教育支持体系基础上，贯彻共同体理念，构建中国特色特殊教育模式; 在推进教

育现代化进程中促进特殊教育内涵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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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是国民基础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体现党的基本教育主张、折射国家的整体教育实力、反
映社会的文明程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不断提

出发展特殊教育的科学战略指导思想，积极探索有效

的教育实践机制，营造促进特殊教育进步的制度环境

与社会风气，彰显了党和国家意志层面发展特殊教育

的决心与行动［1］。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风雨兼程，以

实事求是的精神，在传承基础上不断探索创新，为中国

特殊教育法治化、规范化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战略指导，

指明未来方向，取得了卓越成就。党是中国特殊教育

的设计师与总指挥，是推动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核心

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特殊教育战略与

时俱进、地位日渐凸显、体制逐步健全、支持保障体系

愈发完善。特殊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关乎整个教育事业

发展的兴衰，更影响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实现进

程。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十四

五”规划的开局之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本文回

顾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我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成就，总结

党对特殊教育总体部署的演变及其特点，并对未来在

党的战略思想引领下特殊教育的发展方向进行展望，

以期为我国特殊教育的未来发展献智出力。

1 建党一百年来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建党一百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特殊教育，特殊

教育事业发展经历了酝酿涵育、探索起步、快速推进与

内涵发展四个阶段。

1． 1 酝酿涵育阶段( 1921 年—1949 年)

从建党到建国前的 28 年间，中国共产党在黑暗中

摸索救国之路，并未走上执政地位，教育方略主要结合

斗争实践。对于昔时千疮百孔、动荡不安的中国，党的

教育政策值得肯定［2］，从其中能够看出特殊教育发展

战略的价值取向: 1922 年中共二大宣言中提出“改良

教育制度，实行教育普及”，强调男女享有平等的权

利［3］，此后党中央统筹实施强迫义务教育; 1934 年，我

党在第二次全国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明确苏维埃

文化建设的中心任务之一是厉行全部的义务教育，通

过普及教育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

人［4］; 1945 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七大上发表《论联合

政府》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国家制度下的文化教育

是“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决不应该是“少数人所得

而私”［5］。此时党的教育方针虽未明确提及特殊教

育，但其中“普及教育”“平等”“人人享受文明幸福”
等理念印证了党“以人为本”的宗旨和为人民谋求平

等权利的初心使命，为新中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奠

定了思想基础。
1． 2 探索起步阶段( 1949 年—1978 年)

1951 年 10 月，政务院颁布新中国第一个学制文

件《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指出“各级人民政

府并应设立聋哑、盲目等特种学校，对生理上有缺陷的

儿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这是党和国家首次在政

策条例中提及特殊教育; 为加强对特殊教育的管理，1953
年教育部设立盲聋哑教育处。此外，“一五”计划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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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培养建设新中国的人才，我党派出青年学者朴永馨、
钱春铭二人，肩负党之重任、国之期待赴苏联莫斯科列

宁师范学院学习特殊教育［6］，回国后为我国特殊教育

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共产党人的带领下，我国

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从 1948 年的 42 所增加到 1960 年

的 479 所，在 校 学 生 数 也 从 2350 人 增 加 到 2． 67 万

人［7］。在此阶段，党的教育方针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

文化教育向社会主义性质教育的根本转变，特殊教育

事业从慈善救济性质转变成由党直接管理的国民教

育，提高了特殊教育的社会地位和战略定位。
1． 3 快速推进阶段( 1978 年—2012 年)

1978 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揭开了我国以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主要任务的历史新

篇章。教育改革成为重点任务之一，特殊教育也枯木

逢春，开始全面恢复［8］。八二宪法指出:“国家和社会

须帮助安排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
活和教育。”这是我国首次在国家根本大法中对特殊

教育作出明确规定［9］。1988 年 3 月，中国残疾人联合

会正式成立，同年出台残疾人事业纲领性文献《中国

残疾人事业五年工作纲要( 1988—1992 年) 》，此后历

次工作纲要均涉及对特殊教育工作的明确部署。受国

际融合教育理念影响，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了

本土化的融合教育实践，随班就读安置模式得以推广

与发展; 为加强特殊教育师资队伍建设，教育部统一部

署，开设特殊教育高等教师教育，1986 年北京师范大

学开设特殊教育专业，随后华东师范大学、西南师范大

学等高校陆续开办;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关心特

殊教育”。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加快推进特殊教

育的探索与实践，特殊教育事业取得了较快发展。
1． 4 内涵发展阶段( 2012 年至今)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支持

特殊教 育”，开 启 了 特 殊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的 历 史 新 起

点［10］。教育部等七部门分别于 2014 年和 2017 年发

布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围绕完善特殊教育体系、增
强特殊教育保障能力等方面进行总体部署; 2015 年颁

布《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为特殊教育教师

培养、准入、培训、考核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2016 年盲、
聋、培智三类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出台，各层级教育

部门与基层学校的学科教学实践与研究能够有章可

循; 2017 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办好特殊教育”，对提升

特殊教育质量、促进内涵发展提出了新要求、新战略目

标; 2018 年 9 月，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新的更

高要求［11］，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体系得以完善。自党的

十八大以来，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飞速增长、教育质量

稳步提升、融合教育不断推进、课程改革持续深化、支
持体系逐渐完善、新的理念逐步形成，彰显了中国特殊

教育发展的蓬勃生命力。

2 党领导下特殊教育的发展成就

中国共产党统揽全局、与时俱进，党的战略指导思

想推动着特殊教育的自身建设与外部发展环境的优

化，促进我国特殊教育的深层次发展，在不断的创新与

改进中，取得了瞩目的成就。
2． 1 明确了举办特殊教育的性质和方针

1874 年，苏格兰传教士威廉·穆瑞( William Mur-
ray) 于北京创办了瞽叟通文馆，标志着我国特殊教育

的开端。然而，到建国以前，特殊儿童属于福利事业管

辖，并没有体现其教育性与育人性，这也导致我国特殊

教育的发展相对滞后。1949 年，新中国成立，正式确

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1951 年，政务院颁布了

《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将特殊教育纳入到了国民教

育体系当中，特殊教育事业开始由党全面、直接指导。
原来由教会等福利组织筹办的特殊儿童收容机构、特
殊教育学校由政府接管，凸显了建国前后特殊教育性

质的改变。此后，特殊教育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与关

键节点，党的领导都起着决定性作用，如相关法律法规

的颁布与修订、资源设施的统筹配置等。进入新世纪，

《关于“十五”期间进一步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

意见》等特殊教育相关文件陆续出台，党中央统筹相

关职能部门展开特殊教育实践探索。党的十七大提出

“关心特殊教育”，十八大提出“支持特殊教育”，十八

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发展”，十八届五

中全会与十九大报告中要求“办好特殊教育”，更加明

确了特殊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要求。在中国共产党的全

面领导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下，我国特殊

教育事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向着内涵

式发展前行。
2． 2 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儿童教育安置模式

为弥补抗战时期残疾儿童教育的缺失、保障其受

教育权利，建国后全国开始兴办特殊教育学校。建国

之初，我国仅有 42 所特殊教育学校，招收 2380 名学

生［12］，大量特殊儿童无学可上，因此，普及成为当时特

殊教育发展的首要任务，各地创建了数所盲校、聋校。
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核心思想的深刻影响下［13］，

我国注重以义务教育为突破口，提高特殊教育普及水

平。1979 年我国出现招收智力障碍学生的培智班级

和学校，此后视障、听障、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数量

快速增长，陆续出现了综合型特殊教育学校，招生对象

不仅限于传统的三类障碍学生，孤独症、脑瘫等儿童也

得以入学［14］。在发展过程中，我党逐渐意识到单一的

特殊教育学校安置模式不能达成“培育合格的公民以

融入社会”的教育目标，由此开始融合教育安置模式

的探索。1994 年《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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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试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随班就读成为我国特

殊教育发展的基本举措［15］; 2006 年修订出台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普通学校应当接收具

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少年随班就读，

并为其学习、康复提供帮助”［16］，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

划、《关于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段随班就读

工作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通过不断探索实

践，我国已构建出“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普通学

校特殊班、随班就读为主体，以远程教育、送教上门为

补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安置模

式。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不再依附、复制普校办学模

式，突破单一的特殊教育学校安置，转向多元安置形

式。2019 年，我国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普通学校随

班就 读 与 附 设 特 教 班 就 读 学 生 占 总 人 数 的 49．
63%［17］。我国特殊教育终身教育体系也在不断完善，

已经形成了从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到成人教

育的多层次安置体系［18］。
2． 3 构建了特殊教育支持保障体系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殊教育事业负总责、抓落实，

对特殊教育可持续性发展作出战略规划，跨学科、多部

门协作，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健全特殊教育保障机

制”，共产党以实际行动支持特殊教育，显现了党对特

殊教育支持保障体系完善的重视程度［19］。《中华人民

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排盲、聋、
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从根本上保

障了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20］; 1994 年我国颁布第一部

针对特殊教育的专项法规《残疾人教育条例》，指明了

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法治化之路。《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应当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完

善教育现代化投入支撑体制、完善落实机制”［21］，对特

殊教育支持保障体系提出要求。为保障特殊教育的发

展，财 政 投 入 制 度 不 断 完 善，《特 殊 教 育 提 升 计 划

( 2014—2016 年) 》中要求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

达到每年 6000 元［22］; 特殊教育经费从 2008 年的 40．
41 亿 元［23］ 达 到 2018 年 的 165． 04 亿 元［24］，增 幅 达

308． 41% ，这为特殊教育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为支持融合教育常态化与专业化发展，近年大量资源

中心依托特殊教育学校建立起来，以整合区域资源、提
供融合教育咨询与指导、辐射和引领区域特殊教育发

展，为融合教育的发展提供专业支持与保障。两期特

殊教育提升计划均指明需建立健全多部门协调联动的

特殊教育推进机制，明确教育、发改、民政、财政、人社、
卫生、残联等部门的任务，形成工作合力。此外，为使

有特殊需要的公民平等、便捷地参与社会生活，我国于

2012 年颁布了《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各类公共场所

逐步规范无障碍设施，以支持特殊人群的日常生活。

2． 4 推动了特殊教育的内涵发展

伴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推进，人民生活水

平日益提升，社会各界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有了新

的要求。党的十八大提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支持特殊教育”，人民满意的特殊教育绝不仅仅在于

入学机会的普及，而是同时追求量足与质优。在党的

领导下，我国特殊教育走向了内涵式发展时代。2020
年底，我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2244 所，在校生 88． 08
万人［25］，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与特殊儿童入学率均不断

提升。《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 年) 》
明确指出，应当大力推进特殊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盲、
聋和培智三类特殊教育学校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标准相

继出台，义务教育阶段相应各科教材也在编写中。此

外，随着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党和国家逐渐

意识到特殊教育不能仅仅只关注“残疾”“缺陷”层面，

目前“特殊教育”这一概念更多采用的是包含残疾儿

童、问题儿童、超常儿童这一广义取向［26］，可以看出特

殊教育从关注缺陷、残疾转变到了关注学生的特殊教

育需要，高质量的教育应当能够满足儿童的教育需求，

适应个体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所谓“知人而善

教”，特殊教育亦如此，关注个体特殊需求，发展共性

与个性，正是当今推进以生为本、教育过程与结果公平

的本质内涵所在。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为促进特殊教

育教师专业发展，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2015 年教育

部颁布了《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 试行) 》，这一标准

是国家对合格特殊教育教师的基本专业要求［27］。此

外，特殊教育师资培训正依托国培计划全面开展，开设

特殊教育专业的高等院校数量连年增加，据不完全统

计，当前已有超 60 所高校开设特殊教育专业，特殊教

育师范专业认证也在推进当中，通过提升师资水平来

促进特殊教育质量的发展。课程标准化、师资专业化、
安置体系化、评价多元化、保障全面化，都是我国特殊

教育走向了优质均衡的内涵式发展的表现。
2． 5 营造了关注生命价值和人文关怀的社会氛围

建党初期，由于长时间的阶级斗争与战乱，导致大

量的残疾人生存困难甚至失去生命。当时残疾人事业

为的是保障残疾人的基本生存，而对于残疾人的个体

长远发展则力有未逮。建国以后，我们党出台了系列

政策条例，譬如 1950 年《革命残废军人优待抚恤暂行

条例》等，帮助残疾人解决或缓解由于缺陷所致的生

活困难，为其个体生存兜底。随着时代的进步，我国综

合国力的逐渐提高，共产党锐意推进体制改革，残疾个

体的基本生存问题得以保障，特殊教育的价值取向紧

跟党的理念，“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

全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28］。以习

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关注民生问题，总书记

在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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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旨演讲中谈到: “我们要积极架设不同文明互学互

鉴的桥梁……密切妇女、青年、残疾人等群体交流，形

成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29］; 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二十八次集中学习时总书记强调: “社会保障关乎人

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针对老年人、残疾

人等群体的特点，提供更加贴心暖心的社会保障服

务”［30］;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进程中，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

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人民的美好生活，一个民族、
一个家庭、一个人都不能少”。总书记掷地有声的系

列讲话影响着特殊教育的发展，其价值不再局限于个

体生存，而是从根植于人文精神的特殊需要出发，整合

多学科资源，展开全员、全程、全方位的特殊教育与支

持，增强特殊人群的获得感; 党中央统筹出台系列特殊

教育相关政策法规，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提高特殊人

群的安全感;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向乡村振

兴过渡的进程中，对残疾人的支持与帮扶一直是党之

大计，帮助特殊人群适应生活、高质量生活，获得幸福

感，民生福祉持续增长，人的生命价值日益体现。《第

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 年) 》中指出“营

造关心和支持特殊教育的氛围”［31］，在党的引领下，目

前正通过多种渠道弘扬人道主义，营造人文关怀，提高

全民素养，以促进特殊教育发展。

3 新时代党的战略思想引领下特殊教育发展展望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庄严宣告: 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

史方位［32］。在新时代党的战略思想与习近平关于教

育、残疾人事业系列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应汲取党的精

神力量，紧紧围绕改革发展大局，办好人民满意的、具
有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意义的高质量特殊

教育。
3． 1 坚持党的领导，保障公正权利，推进教育现代化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写到，

“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
如今，教育现代化迈向新征程，对特殊教育的发展也提

出了新的挑战［33］。教育现代化背景下，要想实现特殊

教育的现代化，前提在于紧跟党的步伐，认清形势，思

想上、行动上努力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而其本质在

于将受教育权利与受教育质量结合，建设高质量的特

殊教育体系。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探索和实践具有

本土特色的特殊教育安置形式，依托义务教育普及工

作，提高特殊儿童入学率，保证受教育机会平等。特殊

教育质量与资源仍有一定的城乡与区域差异，人民对

于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需求日益强烈［34］，应整合各方

资源，优化特殊教育政策，促进均衡发展，以达到真正

的教育公平公正。此外，特殊教育的发展需要由义务

教育逐渐向两端延伸———我国早期筛查、学前特殊教

育工作目前如火如荼地开展，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也

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残疾人高等教育、职业教育也经历

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的过程［35］，为特殊人群的

就业与升学创造了更多机会。在党对特殊教育工作的

全面领导下、在相关部门法规纲要的统筹指引下，关注

人的特殊需要，逐步扩充教育教学资源，构建关注生命

全程的终身教育体系，既是党和国家保障特殊儿童公

正权利的根本路径，也是建设教育现代化强国的必由

之路。
3． 2 履行特教特办，促进内涵发展，提升残疾人获得感

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今，一直秉持着“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特别是党

的十八大以来，在共产党的强大执政能力下，统筹、协
调推进“五位一体”与“四个全面”布局，人民生活质量

得以飞跃、幸福指数不断攀升。特殊教育是社会主义

事业的组成部分，办好令特殊儿童及其家庭满意的教

育、提升其获得感同样重要，这实则是党和国家对特殊

教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升特殊教育质量的新

要求、新战略。不论是促进公平正义，亦或是社会文明

进步，又或者是建成教育强国，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起

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由于特殊教育工作的独特性，应

当坚持特教特办，走专业化、信息化道路，实施有效举

措，开展有力工作。特殊教育师资专业化与现代化成

为质量提升的关键支点，教师要秉持党的宗旨与理念，

适应特殊教育发展的时代要求，保持与时俱进的理论

知识，拥有专业化的能力与水平; 各地落实高层规章制

度，加强师资建设，按照地方、校本工作要求，努力培养

高素质专业化的特殊教育教师队伍; 特殊教育学校需

从外延式发展转向内涵式发展，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发

扬学校特色，重视催生新动能新优势，带动区域融合教

育发展; 实施分类安置形式，明确特殊教育学校与融合

教育学校的入学条件，保障公平的受教育权利; 调整课

程教学与评价体系，创办因地制宜、因材施教的教育以

满足个体需求，帮助特殊儿童立足生活需求习得知识

与技能，以适应生活、融入社会。坚持特教特办，促进

特殊教育内涵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特殊教育。
3． 3 完善支持体系，贯彻共同体理念，构建融合社会

为保障我国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党中央注重从

顶层设计上完善特殊教育相关政策，建立健全法制保

障体系，冲破普通教育相关政策措施的束缚，倾斜支持

特殊教育。除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充足的物质保障之

外，更为重要的是创设促进特殊儿童融入的文化环境，

积极倡导尊重生命、包容接纳、平等友爱、互帮互助的

良好社会风气［36］。特殊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全

民的支持、离不开文化的熏陶，融合教育是推进构建和

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手段，是提升人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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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促进社会文明进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途径

之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出

的为建立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的新意识［37］。在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广泛感召力下，党对特殊教育的

价值旨归也与之契合———特殊人群与普通人群同样隶

属于这个社会，二者相互交流、相互促进，命运紧紧联

系在一起。所以，发展融合教育不仅是特殊教育领域

的任务，更是整个社会的追求与愿景，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念是在全球视野下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特殊教

育的发展同样应当贯彻共同体理念。14 亿中国人民

同呼吸共命运，在包容接纳的社会环境中，汇聚中国精

神与中国力量，消除对特殊人群的歧视与隔离，集中力

量携手合作，多方协同发力，共同为特殊教育的发展添

砖加瓦。在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共产党人带领下，未

来应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特殊教育，共建一个

美好共存、共同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赓续传承，创

新发展，向不断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

利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宏伟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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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Ｒeview of Achievements in Speci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t the Centena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ZHAO Bin ZHANG Hanwen
( Faculty of Education，Southwest 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

Abstract Education is a primary task of cultivating talent for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in China has always followed the principle of party-run education． In the past one hundred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 CPC) ，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abuilding cultivation，initial exploration，rapid promotion and development of
substance．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special education has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in terms
of the establishment of its nature，the development of resettlement mode，the construction of support and
security system，the improvement of school running qualit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atmosphere． In
the new era，th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education must be led by the CPC，respec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dhere to the concept of teaching students in accordance with their aptitude while respecting individual
differences，and fulfill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On the basis of improving
the support system for special education，the concept of community should be carried out to build a special
education model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

the development of substance of special education should be promoted．

Key words special education development achievements centenary of the C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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