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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特殊教育专业心理学课程设置的思考 ①

王翠艳，武砀
（淮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２３５０００）

摘　要：特殊教育专业心理学课程知识有助于特教老师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教学，进行有效的教学评估和矫治工作。

针对特殊教育专业心理学课程设置的现状，应细分培养目标，适当提高心理学课程的地位；加强常态心理课程设置；适当

融进前沿的心理学专题；补充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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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问题的提出
特殊教育是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彰显教育公平的重要内容。由于种种原因，我国特殊

教育事业起步较晚，至今特殊教育学科自身建设尚不太完善。２０１４年１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卫生计生委和中国残联共同研究制订了《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特殊教育工作重点聚焦在全面提升特殊教育水平上［１］。

２０１４年，中央财政也加大支持力度，已拨付特殊教育补助经费４．１亿元，比２０１３年增加了６倍。自此，
特殊教育专业迎来了久违的春天。然而，特殊教育事业需要面临的问题还很多。

特殊教育旨在培养有特殊需求的学生，特殊教育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水平特殊教育师资的培养。

统计数据显示，截止至２０１５年，全国共有７０多所高校开设特殊教育专业进行特殊教育师资培养。今
年，海南师范大学、湖南师范大学两所高校又相继增设特殊教育专业。中国正在兴起特殊教育专业的办

学热潮。热潮之下，新增的特殊教育专业难免会教学经验不足，从而在人才培养中出现一些问题［２］。

因此，高校特殊教育专业课程的设置研究势在必行。本文以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为切入点，着

重分析其中心理学课程设置存在的问题以及对策。

２　特殊教育专业心理学课程的功能
近年来，特殊教育的对象不断变化。借助早期干预及科技辅助设备，视力障碍、听力障碍的特殊儿

童越来越少，心智障碍的儿童却越来越多。根据２０１４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我国
自闭症者已超过１０００万，其中１４岁以下的群体约有２００万人［３］。心智障碍对特殊教育的要求更高，

它不是手语或者盲文所能解决的，这迫使聋校、盲校向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转变。基于教育对象的特殊

性，实践工作要求特殊教育专业毕业生能运用医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其他现代化技术手段来研究各类

身心障碍儿童，以及进行超常儿童的鉴定、教育、训练等。这些要求决定了特殊教育专业课程体系的复

杂性、多元性。因此，特殊教育专业的主干学科包括教育学、心理学和医学。不可避免，特殊教育专业的

课程一定要包含教育学、心理学、医学三大课程模块。这三个模块的课程相互联系又各有侧重，特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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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专业的课程体系改革需要全盘考虑，整体优化。

２．１　特殊儿童的教育教学
和正常儿童一样，特殊儿童的心理成熟也需要一个过程，熟悉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对更有效地开展

教学、呵护他们的成长大有裨益。另外，特殊儿童还会面临一些正常儿童所不太会遇到的一些问题，比

如行动不便、能力欠缺、社会歧视等等。对他们的教育一定有别于普通儿童，心理学相关知识将有助于

特教老师开展更有针对性的教学。

２．２　特殊儿童的认知缺陷评估与矫治
如前所述，特殊儿童中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不同程度的认知缺陷，因此特殊教育老师必须了解感知

觉、注意、记忆、语言、思维等认知过程及其发展规律，才能有的放矢，进行有效的教学评估和矫治工作。

２．３　特教教师、儿童、家长的心理维护
特殊教育的实施方式由过去的隔离式、集中式过渡到现在的融合式、分散式，融合教育则是主流趋

势。然而，融合教育增加了对特殊教育教师的要求，比如在随班就读的班级中，特殊教育教师需要针对

不同的特殊儿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工作负荷及心理压力远远高于普通教师。众所周知，特教教师的工

作对象是与正常孩子不太一样的特殊儿童，其教育工作难度大，但成效往往不明显，因此职业倦怠难以

避免。另外，与一般教师相比，经常面对非常态的工作对象，特教教师的心理一定需要及时自我维护，专

业的心理知识便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特殊教育教师的任务不仅仅是对特殊儿童进行教育，还有对特

殊儿童家长进行教育的义务。近些年来，特殊儿童家长由于生活压力自杀或带着孩子自杀的新闻屡见

不鲜，因此关注特殊儿童及其家长的心理健康亦是特殊教育的重要任务之一。

２．４　特教科研方法的训练
特教教师比一般教师更需要科研。特殊儿童千差万别，宏观的教育理论和大样本的社会学研究方

法常常难有施展之处，借助科研可以让特教教师在实践中进行研究，帮助解决实践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在科研方法上，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尤其实证的方法、认知神经科学的技术是特教教师进行科学研究的

有力武器。甘昭良（２００３）对特殊学校教师对知识技能重要性的态度进行调查研究显示，特殊教育教师
对心理学相关技能持肯定态度［４］。

３　特殊教育专业的心理学课程设置
就心理学课程模块而言，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的主要学习目标是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心理评估

和干预，对特殊儿童进行认知能力的训练和行为的矫正，以及教学和理论研究等。这一目标的达成需要

课程设置全面而精准。然而，目前心理学课程地位不高、体系参差不齐、任课教师心理学知识技能储备

不足、心理学课程建设不完善等问题依然存在。受“医教结合”“教康结合”等的影响，一些高校在特殊

教育专业的基础上开设教育康复学专业，基于心理学方向的几乎只有华东师范大学１所。以南京特殊
教育师范学院为例，该校目前设有特殊教育系、学前特殊教育系、康复学系等１０个（院）系部，从机构设
置看，独缺特殊儿童心理方面的研究中心。

３．１　提高心理学课程的地位
高校特殊教育专业课程可划分三大类，即公共基础、基础课和专业课，后者又分必修课和选修课。

特教专业的心理学课程自然不是公共基础课，这一点各高校的观点一致。但是对于心理学课程属于基

础课还是专业课、应该分配多少课时并没有统一的标准。有的学校将教育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发展心

理学视为基础课，将实验心理学、心理咨询学等视为专业课，而有些则将前者也视为专业课。但是，有一

些心理学课程常常是专业选修课。众所周知，特殊教育专业的生源以文科生为主，这些学生有时候会因

为心理学属于理科而不愿意选择相关课程，因此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心理学课程设而不开。总之，与外国

相比，我国特殊教育专业对心理学课程的重视程度不高［５］。相比之下，俄国特殊教育专业设置的心理

学课程非常多，有心理语言学基础、病理心理学、特殊心理学基础等［６］。再如，美国特殊教育专业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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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除学习教育基本原理所包含的心理学课程之外，还要求去心理系学习更多的心理学课程［７］。

基于特殊教育人才培养的不同目标需求，心理学课程的性质应该也不一样。欲从事与认知缺陷有

关的智障、自闭症等方面的教师，大部分心理学课程，如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都应是

他们的专业必修课，欲从事其他障碍，比如视障、听障，肢体残疾等障碍方面的教师，大部分心理学课程

都应是他们的基础课，而认知心理学等应是必修课。此外，提高特殊儿童的心理素质更为迫切，却又常

常被忽视。要加强对特殊儿童的心理关爱，提高他们融入社会的能力。基于以上分析，要培养出优秀的

特教师资，心理学的课程设置必须同时完成上述使命。基于这样的思考，高校特教专业的心理学课程设

置需要赋予更多的重视，细分培养目标，然后依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置不同的心理学课程。

３．２　增加常态心理课程
心理学的学科分支比较多，在内容上涉及认知过程、心理发展、个性成长、神经基础等方方面面。就

特殊教育专业而言，给学生开设全部心理学课程不太现实，在有限的课时里，开设哪些心理学课程能更

好地帮助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生完成教学目标，也是目前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目前，我国高校特殊教育

专业开设的心理学课程多以偏态心理为主。这些课程虽可以帮助特教教师了解特殊儿童的一般心理，

但难以全面覆盖，毕竟特殊儿童的缺陷几乎各不相同。因此，理解偏态心理最快速、便捷的方法是熟练

掌握常态心理，以此为依据，一切偏离常态的表现都视为偏态。所以，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心理学课程

应该适当增加常态心理方面的课程，比如普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心理咨询与治疗、社会

心理学，学习心理学等。

３．３　适当融进前沿的心理学专题
特殊教育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依据“人人都有特殊需求、人人需要特殊教育”的大特殊教育理念，

除了生理的缺陷外，身体相对比较健康的人也有特殊教育的需求。与身体有缺陷的特教教育对象相比，

这些人特殊教育需求往往没有得到足够重视，在心理学课程模块中也没有针对性的课程。这一群体所

表现出来的障碍常见的有学习障碍、各种认知障碍（也常伴生理障碍）、情绪障碍、社交障碍、行为怪癖

等等。因此，可以针对这些内容设置一些专题课程，适当融进一些前沿的认知神经科学研究专题，供有

需求的学生选修。

３．４　补充心理学方面的专业实习
在我国，特殊教育专业所开设的实习课程要么是教育实习，要么是康复专业实习。几乎没有一所高

校开设以巩固心理学知识为教学目标的实习。但是，特殊教育专业的心理学课程模块中都是非常实用

的心理学课程，特殊专业的学生学习这些课程的目的是要解决非常具体、迫切的实际问题。因此，心理

学实习训练非常必要。经过实训，特教专业的学生才能更好地将所学的心理学知识变成可操作的矫治、

教育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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