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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论社会的职能 ①

徐赛华，刘朝霞
（长沙职业技术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２１７）

摘　要：我国开展随班就读工作已有２０余年的历史。２０多年来，随班就读学生社区教育、社会支持方面取得了一定
的成就，但依然存在着教育文化氛围不足、普通学生家长认识偏差、接纳认识程度不够等问题。其实，和谐地开展随班就

读工作，社区、社会是一个宣传者、推广者、支持者。因此，充分发挥社会的功能，加大宣传力度，加强社会、学校和家长之

间的联系，促使社会大众达成共识，营造和谐、接纳且包容残疾儿童的社会环境，对推进随班就读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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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提出
随班就读是指在普通学校的普通班级中接纳轻度残疾的特殊儿童，使之与普通学生一起接受教育

的一种组织形式。《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对于具有接受普通教育能力的残疾适龄儿童，

普通学校必须予以接收其随班就读，并为其学习和康复提供相应的支持。在我国随班就读工作已有２０
余年历史，但是社会对其的接纳程度仍然不足以与五千年的传统观念抗衡。目前社会有营造出尊重和

善待随班就读的氛围。特殊教育专家陈云英提出，让残疾儿童回归主流社会是随班就读工作的核心理

念。而这种回归应该是双向的，一方面特殊儿童通过在学校的学习掌握融入社会的知识和技能，另一方

面社会要接纳和尊重特殊儿童，真正地理解和关爱他们。实现真正的回归，需要家庭、学校和社会的共

同努力。家庭为孩子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保障，学校为孩子成长成才提供保障，社会应整合各方面资

源，形成合力，为特殊儿童的终生发展提供和谐的环境支持。

查询以往文献发现，研究者在研究随班就读支持体系时，主要采用“社区支持”和“社会支持”两种

命名。根据本项课题研究的最初假设———试图构建“社会、政府、学校、家庭”四个维度和“意识、决策、

管理、实施”四个层面的支持保障体系，“社区”一词所指范围较小，不足以代表“社会”层面，故综合考虑

后采用“社会支持”这一命名。通过综述随班就读的研究发现，探讨家庭和学校层面的研究较多，而社

会角色的研究匮乏。本研究试图探究社会在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的角色与功能，以及在

随班就读中应如何发挥社会的功能，从而更好地促进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工作的开展。

１．１　社会在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的重要性
随班就读这一教育教学形式不仅有助于改变普通人对特殊儿童的看法，而且能促进社会对特殊儿

童的正确接纳及普通学校的教学变革［１］。近些年我国随班就读工作取得了较大发展，但也有不少研究

者对目前随班就读的现况提出担忧和质疑，认为“随班就坐”“随班混读”现象较为普遍［２］。这一系列

问题的出现，与社会大众对残疾儿童和随班就读这一教育教学形式缺乏认识和理解有关。

由于普通社会大众对随班就读缺乏正确的认识，故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会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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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斥。学者赖伙琪指出，我国部分残疾学生在随班就读中处于从属的地位，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成了烫手

的山芋，处于“边缘人”状态［３］。郭昱在其研究中发现目前的许多随班就读班级中存在着普通学生家长

排斥特殊儿童的状况，在家长的影响下，普通儿童也排斥特殊儿童。可见，当前社会中的许多人对随班

就读的认同和接纳程度不够。因此，社会大众对随班就读的认可和接纳，是特殊儿童在普通学校获得一

个温暖而良好的学习生活氛围的前提。只有社会大众在观念上真正接纳和认可，普通儿童及其家长才

可能放下对班级中这一特殊群体的担忧和不理解。

另外，特殊儿童家庭的和谐和稳定是促进随班就读工作开展的有利保障。对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

家庭而言，真正强有力的支持应该来自于最坚强的国家和社会。只有政府和社会才能从法律和政策上

为其提供保障。如通过制定针对特殊群体的社会救助和社会优抚政策，或整合社会各方面的资源来为

随班就读的特殊儿童家庭提供帮助。

１．２　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社会认同的现状及问题
以“随班就读”为关键词、并含“社会”进行精确检索发现，有关“社会”与“随班就读”相关的文献几

乎没有，仅有的也是关于“社区”和随班就读的。其他主要是一些研究“家长”和“学校”与“随班就读”

的文献。由此可见，在中国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对社会在随班就读工作中的作用的关注还远远不

够，社会对于随班就读的认同和支持的现状也不乐观。

由于目前宣传力度不够，因而对于随班就读儿童支持的社会认知与重视氛围不够。郭昱在调查随

班就读现状时发现，有７７％的教师认为学校没有为随班就读学生的学习创设足够的环境氛围。这种良
好氛围创设的缺失导致了主流学生对随班就读生的忽视和冷漠，造成了“随班混读”等情况的发生。另

外该研究还发现，有５７％的教师注意到班级的普通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歧视和排斥现象。除了学生，
许多普通学生家长也会有不理解和担忧，如担心自己孩子的学习被影响，甚至担心特殊孩子可能会给自

己的孩子造成身体或心理上的伤害。同样，于玉东等在研究河北省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现状时发现，约

６６．１％的残疾儿童家长不愿将自己的孩子送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４］。

良好氛围的缺失除了反映出学校在营造校园氛围方面的不足和普通家长的认识偏差，也折射出我

国社会对于这一特殊群体的支持不足，以及社会中主流群体对于随班就读的接纳和认识程度的不足。

由此可见，倘若未能取得社会主流群体的认可，随班就读也会长期陷于“被质疑”“被歧视”的泥泞之中。

故营造接纳且包容特殊儿童的社会环境，是推进随班就读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

２　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社会应有的角色与功能
２．１　宣传和推广者

社会可通过普及推广随班就读的教育理念，让社会中更多的人能够认识随班就读且了解其意义，进

一步提高社会大众对随班就读乃至残疾人的社会认同感，最后形成合力。这也为在普通学校创建适合

特殊儿童学习和生活的氛围做准备。

２．２　支持者
社会对于随班就读工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是态度支持，即平等对待随班就读的残

疾儿童，不歧视也不一味地同情，并重视随班就读这一教育教学形式。其次是技术支持，即联合康复医

疗机构等，为随班就读教学提供技术指导，同时鼓励社会上相关人员走进学校，并积极引导和推荐相关

专业的高校毕业生从事特殊儿童随班就读事业。再次是物化支持，联合社区、街道办和企业为特殊儿童

提供康复训练的器具、建设无障碍设施等。最后，社会支持还体现在对随班就读家庭的支持，即为随班

就读的父母提供经济物质帮助和精神支持，以营造有利于特殊儿童学习和生活的和谐家庭环境。

２．３　监督员和检验员
在随班就读工作开展的进程中，社会也起着监督督察作用，以保证随班就读工作高质有序地开展。

另外，随班就读工作开展的好坏最终还是要到社会中来检验，即随班就读儿童最终都要走向社会，

某种程度上其在主流社会的适应能力以及表现直接反映了随班就读教育对其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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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社会角色与功能发挥现状分析
目前大陆有关随班就读支持现状的整体研究相对较少。卿素兰等在研究中指出对于随班就读儿童

支持的社会认知与重视氛围不够，并且通过调查发现在对随班就读支持体系的评价中，社区支持度尚不

够。综合以往研究发现，目前社会在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职能发挥的状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首先，对随班就读儿童支持的宣传度不够，如缺乏对特殊儿童的报道和宣传。其次，尚未形成尊重和善

待特殊儿童的氛围，对其认识不足或不积极，如主观认为残疾儿童低能或无能。再次，社区特教资源支

持不够，无障碍设施建设不完善，辅助特殊儿童的训练器械不足、专业技术缺乏等。最后，特殊儿童家庭

也迫切需要社会支持。

通过以上对社会在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现有角色与功能和应有角色与功能的分析，发现目前

社会在随班就读中角色定位不明确，且其功能并未充分发挥。

４　促进社会在随班就读支持保障体系中功能发挥的建议
４．１　加强宣传建立共识，营造和谐氛围

社会可利用多元渠道对随班就读进行广泛宣传，促使社会大众达成共识，形成合力。比如可以通过

借助网络、电视、报纸等媒体手段来加强宣传，或者通过在社区、学校召开公益讲座、发放宣传资料等传

递核心理念。另外，针对随班就读工作中存在的歧视和认识偏差问题，需要全社会营造一个友善包容的

氛围。首先，通过宣传让社会大众对随班就读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其次，开展各种文体活动，促进普通

群体与特殊群体的交流，让彼此更为了解，让普通群体看到特殊群体的闪光点。最后，通过帮扶和媒体

等方式积极宣传，营造两者和谐相处的画面，强化特殊儿童也可以融入正常群体，促进社会大众观念的

转变，从而促进特殊儿童随班就读工作的开展。

４．２　提供资金、设施、技术等资源
随班就读工作的开展不仅需要有资金的保障，还需要有技术的支持。在资金方面，仅仅依靠国家的

扶持是不够的，社会力量的注入才能推动随班就读工作不断开展。例如，可以借助社会上大量资金的融

入，为随班就读学校提供教育教学设施和师资。另外在技术方面，还需要社会康复医疗训练等专业机构

为随班就读老师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４．３　加强社会、学校和家长之间的联系
随班就读并非只是学校和家长的事，社区、医疗和教育机构等都有义务和责任帮助特殊儿童获得平

等教育的机会和回归主流社会。因而，建立以家庭、学校和社会主体的资源流动、互通平台尤为重要。

首先，加强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联系。家长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到孩子，故积极取得普通学生家长和特

殊学生家长的支持和配合是顺利开展随班就读工作的关键。一方面，学校可通过召开家长会尽快解答

或消除普通学生家长的担心和疑虑。另外，学校要积极取得特殊学生家长的协助，以保障和提高随班就

读的质量。比如可通过走访等方式，深入随班就读特殊学生的家庭，并及时沟通特殊儿童的在校情况。

其次，加强社会和学校的联系。例如，学校可联合社区来开展扶残助残等公益活动，借此让社会大

众了解随班就读，进而体会随班就读的积极意义，从而获得更广泛的群众支持。还可征集社会资金以推

进学校随班就读工作的开展。

最后，加强社会和家庭的联系。例如，可以在社区设立专门的咨询机构为随班就读学生的家长提供

专门指导。另外可定期开办培训班、家长经验交流会和专家讲座，以协助家长掌握一些教育特殊孩子的

专业知识和技术，同时家长间的分享也能为之提供强劲的精神支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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