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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前阶段作为残障儿童接受教育的开端，是我国残疾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调查

问卷为研究工具，对随机整群选取的S市3所特教幼儿园和2所特殊学校学前部的110名残障儿童家长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

表明，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整体水平较高，尤其对学校性质及形象需求、保育及服务需求最为迫切；残障儿童家长的学

前教育需求与儿童残障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儿童年龄段、家长学历、家庭月收入呈显著正相关；残障儿童家长年龄、家庭月收

入、家长学历、儿童年龄对其学前教育需求具有显著的预测作用。相应的建议：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公办融合幼儿园和特色融

合幼儿园的建设；加强残障儿童家庭和校（园）间的合作，促进康教（育）结合；对残障儿童家庭实施政策倾斜，确保其享有经济

保障；根据儿童残障程度，实施差异性教育；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家长年龄、学历、家庭月收入等因素对其学前教育需求

的影响，改善相应的管理工作，满足家长的教育需求。

关键词：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教育需求

中图分类号：G7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70X（2021）08-0034-10

PDF获取：http://sxxqsfxy. ijournal. cn/ch/index. aspx doi：10. 11995/j. issn. 2095-770X. 2021. 08. 005

An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Needs of Parents of Disabled Children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GUO Wen-bin1，2，NIE Wen-hua1

（1.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Yili Normal University，Yining 835000，China;
2. Department of Education，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 ’an 710062，China）

Abstract: As the beginning of education for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preschool stage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for the dis⁃
abled in China.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among 110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ree
special education kindergartens and two special education schools in S c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level of preschool educa⁃
tion need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is relatively high，especially for the nature and image of the school，and the needs for
care and services are the most urgent; the preschool education needs of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re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degree of children’s disability whil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children’s age group，parent’s education level，and family
monthly income; and parents’age，family monthly income，parents’education background and children’s age have significant predic⁃
tive effects on parents’demand for preschool education of disabled children. The corresponding suggestion is that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ly-run integrated kindergartens and characteristic integrated kindergartens; strength⁃
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and schools（kindergartens）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recre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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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ducation（education）; implement policy preference for familie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to ensure that they enjoy economic se⁃
curity;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education according to the degree of the child’s disability; fully recognize the factors（parents’age，
educational background and family monthly income）that affect the needs of preschool education，and adopt appropriate ways to meet
the needs of parents.
Key words: parents of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preschool education; education requirements

一、问题提出

学前教育作为教育体系的重要开端，是关乎

个人成长、国家教育基础建设的根本性问题，承

担着国计民生的重要职责。当前我国学前教育

基本形成了公办和民办相结合的服务体系。一

系列政策法规使得我国学前教育形成了新的改

革发展的局面，国家对学前教育的发展目标由

2020年的“基本普及学前教育”转向到2035年“普

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逐步注重学前教育高质

量的内涵式发展［1］。高质量的学前教育是各个教

育阶段中回报率最高，投资最划算，给个体、家

庭、学校以及公共社会带来巨大收益的阶段［2］，体

现在促进个体发展、增加劳动参与、促进社会公

平和提升经济增长，为国家构筑财富等方面。学

前教育阶段是学生接受教育的基础阶段和学龄

儿童健康发展的关键时期［3］。残障儿童在学龄时

期则更为关键，该阶段儿童神经系统、心理、智能

等发育可塑性最强，应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早治

疗，及时对残障儿童进行教育与康复服务，最大

程度地补偿残障儿童发展问题，使得残障儿童的

潜能得到充分发挥。该阶段既能够促进残障儿

童个体身心全面发展，又对于儿童家庭的生活有

着重要意义，还有助于促进整个社会的稳步发

展。残障儿童学前教育需求是指0-6岁不同类型

残障儿童接受教育服务的期望，旨在借助教育服

务满足自身需要，是促使残障儿童接受基础教育

的根本前提［4］。家长作为子女最亲近的个体，较

了解儿童自身需要，通过探究家长视角下的残障

儿童学前教育需求，可以为其提供更好的教育康

复及安置服务，能够全面系统地满足其特殊需

求，并展开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使每位残障儿

童得到最优化、最大化的发展。

我国残障儿童学前教育的初步发展时期以

2001 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十五”计划纲要》的

颁布为关键节点，该《计划纲要》强调要积极构

建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终身发展的特殊教

育体系。自此，特殊教育体系正式将学前教育

纳入规划中，残障儿童学前教育逐渐发展起

来。随着国家对民生问题的日益关注，残障儿

童学前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自2010年起，

残障儿童福利制度有了新的进展，普惠性和公

益性成为该时期教育发展的主题。《关于当前

发展学前教育的若干意见》首次谈到，要实现

普惠性的残障儿童学前教育，并将“资助”项目

服务纳入国家政策规划当中［5］。教育现代化的

逐步实现使得残障儿童学前教育开始向高质

量发展，而残障儿童个人需求是其学前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首要问题，该时期颁布的一系列政

策主要以康复教育形式呈现。如2017年，《残

疾人教育条例》强调，要关注采取多种形式发

展残障儿童的学前教育，学前教育机构应根据

自身条件为残障儿童配备必要的康复设施设

备和专业人员［6］。2018年，《关于建立残疾儿童

康复救助制度的意见》提出，建立“残疾儿童康

复救助制度”实现残障儿童“应救尽救”［7］。为

了进一步提升特殊教育发展水平，《教育部

2021 年工作要点》指出，组织编制和启动实施

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21-2025 年），加

快特殊教育向“两头”延伸。

在国家相关政策的引领下，我国残障儿童

学前教育体系逐渐健全，普惠性学前教育建设

日趋完善，相关学校和机构标准化建设取得一

定成效。然而，调查发现，我国在残障儿童学前

教育发展中仍然存在许多薄弱之处。主要表现

在以下三点：第一，缺少强有力的法制保障［3］。

虽然相关政策为残障儿童学前教育提供了方向

指引，但法制化的文件能够更有力地保障其稳

定且长久的发展，目前我国虽然日益重视学前

教育的发展，却缺乏《学前教育法》，特殊教育领

域同样缺乏《特殊教育法》。第二，残障儿童入

园率较低，普通幼儿园招收残障儿童的意愿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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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残障儿童接受教育机会较少。我国由于各

地经济发展存在差异，教育资源区域分布不均

衡，致使学前教育发展存在诸多问题亟待解决，

包括儿童入园难、入园贵的问题仍然存在。

2019 年，教育部对《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落实情况调查显示，我国残障儿

童总数为13.5907万，在园残障儿童约为5.86万

人，入园率仅占43.12%。据2019年全国教育事

业统计，我国在园幼儿4713.9万人，毛入学率为

83.4%，而在园残障儿童仅有3.4万人［8］，可见残

障儿童接受教育机会甚少。第三，残障儿童学

前教育机构的教师专业化水平欠缺且教学资源

匮乏。当前，特教幼儿园、幼儿康复机构或特殊

教育学校幼儿园教师多为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

任职，缺乏学前教育经验，且教师的专业背景单

一，大部分教师是单一的医学康复背景或幼儿

教育背景。学校或有关机构在教学设施配备上

较匮乏，导致教师靠自制教具或其他材料代

替。课程设置上，教育和康复的有机结合，课程

与评估内容的衔接，学校与相关机构仍然处在

摸索阶段。康复机构多以个别化训练为主要干

预手段，课程教学和个别化评估缺乏整合，系统

性和科学性的教学难以实现。残障儿童学前教

育处在初步发展阶段，是特殊教育发展中的薄

弱环节。由此，调查0-6岁残障儿童学前教育需

求，探究家长视角下残障儿童的教育需要，进而

为残障儿童打造更好的教育环境，有利于提高

残障儿童学前教育发展的质量，完善特殊教育

体系建设，进而为残障儿童教育教学提供更优

质的服务。

二、研究方法

（一）调查对象

随机整群抽取S市3所特教幼儿园和2所特

殊学校学前部110名残障儿童家长作为调查对

象，进行以学校为单位的团体测试，共发放调查

问卷110份，回收问卷110份，剔除无效问卷8份，

获得有效问卷102份，回收有效率为92.7%。调查

对象的年龄分布为30岁以下44人，31-35岁 37

人，36-40岁12人，41岁以上9人；居所分布为主

城区24人，农村9人，区县69人；学历分布为初中

及以下12人，大专及以下22人，本科51人，硕士

及以上17人；其中小班残障儿童家长34人，中班

37人，大班31人。

（二）调查工具

在已有调查工具的基础上［9］101-104，［10］89-90，修订

形成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问卷。问卷主

要由两部分内容构成，第一部分内容由9道题目

构成，分别包括调查对象的身份、年龄、学历、职

业、家庭月收入、居所、子女残障程度、子女年龄

段、学校或幼儿园的性质。第二部分为需求调查

部分，采用李克特5点计分，将“非常不重要”“不

重要”“一般”“重要”“非常重要”分别记1，2，3，4，

5分，理论中值为3分；总分越高，表示家长的需求

程度越高。问卷第二部分共分为7个维度，35个

题项：方便性及费用（6道）、环境与设备（4道）、保

育与服务（5道）、师资队伍（6道）、教育内容（5

道）、教育理念与方法（4道）、学校性质及形象（5

道）。调查问卷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924，

KMO值为0.838。

（三）调查步骤

首先，从 S 市 12 所特教幼儿园和 8 所特殊

学校学前部中，随机选取 3 所特教幼儿园和 2

所特殊学校学前部为调查范围；其次，与5所特

教幼儿园和学校的园长或主任取得联系，说明

调查的目的，表明研究意义，获得园长或主任

同意后，随机整群抽取以班级为单位的110名

残障儿童家长作为调查对象；再次，通过园长

或主任联系该校、园残障儿童的家长，协商约

定好的时间和场所，研究者在约定的时间进入

指定的场所与家长见面，表明调查的目的及意

义，询问家长的意愿，征得家长同意后，则进一

步表达清楚问卷填写的具体要求，发放问卷予

以填写。整个问卷的填写时间需要15分钟，残

障儿童家长填写完毕后由研究者当场回收，并

对家长予以致谢。最后，对问卷数据进行量化

赋值，将量化数据输入SPSS 22加以保存，采用

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 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

和线性回归分析对数据进行量化处理。

三、研究结果

（一）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整体情况

对残障儿童家长的学前教育需求各因子均

分及总均分进行描述统计，结果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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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整体情况（N=102）

因子

费用及方便性

教育内容

教育理念与方法

环境与设备

学校性质及形象

师资队伍

保育及服务

需求总均分

Mean

3.907

3.861

3.892

3.858

3.912

3.868

3.908

3.887

SD

0.588

0.602

0.618

0.494

0.478

0.538

0.568

0.465

Min

2.500

2.200

2.250

2.500

2.800

2.500

2.400

2.857

Max

5.000

4.800

5.000

5.000

4.800

5.000

5.000

4.629

Range

2.500

2.600

2.750

2.500

2.000

2.500

2.600

1.771

由表1可以看出，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

求整体上均值较高，处于中上水平（Mean=3.887＞

3），说明残障儿童家长在各维度需求度较大，且

标准差小，具有一致性。根据各维度的不同需求

程度均值来看，由高到低依次为：学校性质及形

象（Mean=3.912）、保育及服务（Mean=3.908）、费用

及方便性（Mean=3.907）、教育理念与方法（Mean=

3.892）、师资队伍（Mean=3.868）、教育内容（Mean=

3.861）、环境与设备（Mean=3.858）；学校性质及形

象需求均分差距最小（Range=2.000），小于其他6

个因子间的得分差距。

（二）不同障碍程度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

需求差异比较

分别以残障儿童残障程度为自变量，家长学

前教育需求的各因子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

方差分析，结果见表2。
表2 不同障碍程度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差异比较（M±SD）

因子

费用及方便性

教育内容

教育理念与方法

环境与设备

学校性质及形象

师资队伍

保育及服务

1轻度（n=76）

3.967±0.555

3.947±0.570

3.951±0.554

3.901±0.445

3.953±0.437

3.941±0.524

3.990±0.541

2中度（n=20）

3.775±0.627

3.610±0.582

3.850±0.780

3.838±0.598

3.840±0.553

3.608±0.511

3.700±0.560

3重度（n=6）

3.583±0.780

3.600±0.839

3.333±0.606

3.375±0.542

3.633±0.674

3.806±0.618

3.567±0.731

F

1.843

3.226

2.950

3.318

1.537

3.198

3.353

P

0.164

0.044

0.057

0.040

0.220

0.045

0.039

LSD

1＞2*

1＞3*，2＞3*

1＞2*

1＞2*

注：*代表P＜0.05，下同。

由表2可知，轻度残障儿童家长在各因子的

需求得分均高于其他两组，残障程度对家长在教

育内容、环境与设备、师资队伍、保育及服务需求

因子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P均＜0.05）。进一步

LSD检验发现，轻度残障儿童家长在教育内容需

求、师资队伍需求、保育及服务需求显著高于中

度残障儿童家长的教育需求（P均＜0.05），在环境

与设备需求项目因子上重度残障儿童家长教育

需求显著低于轻度和中度（P＜0.05）。

（三）不同年龄段残障儿童家长教育需求差

异比较

以残障儿童的大中小班年龄段作为自变量，

家长学前教育需求的各因子均分为因变量，进行

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见表3。
表3 不同年龄段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差异比较（M±SD）

因子

费用及方便性

教育内容

教育理念与方法

环境与设备

学校性质及形象

师资队伍

保育及服务

1小班（n=34）

3.784±0.613

3.712±0.710

3.699±0.573

3.787±0.548

3.788±0.514

3.745±0.563

3.712±0.570

2中班（n=37）

3.802±0.650

3.757±0.600

3.770±0.683

3.804±0.514

3.832±0.507

3.743±0.521

3.811±0.609

3大班（n=31）

4.167±0.375

4.148±0.327

4.258±0.406

4.000±0.382

4.142±0.302

4.151±0.427

4.239±0.340

F

4.680

5.609

9.077

1.884

5.727

6.871

9.067

P

0.011

0.005

0.000

0.157

0.004

0.002

0.000

LSD

3＞1**，3＞2*

3＞1**，3＞2**

3＞1**，3＞2**

3＞1**，3＞2**

3＞1**，3＞2**

3＞1**，3＞2**

注：**代表P＜0.01，下同。

由表3得知，大班家长在学前教育需求各项

目因子得分上最高，反之小班除去师资队伍需求

项目因子得分不在最低水平之外，在费用及方便

性（Mean=3.784）、教育内容（Mean=3.712）、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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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与方法（Mean=3.699）、环境与设备（Mean=

3.787）、学校性质及形象（Mean=3.788）、保育及服

务（Mean=3.712）6个项目因子得分则最低。进一

步LSD检验得知，大班在学前教育需求各个项目

因子的得分在统计学意义上均显著高于其他两

组（P＜0.01）。

（四）不同家庭收入水平残障儿童家长学前

教育需求差异比较

以不同家庭月收入水平作为自变量，家长学

前教育需求各因子均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结果见表4。

由表4可知，家庭月收入水平在6000元以上

的家长学前教育需求各项目因子的得分均高于

4001-6000元，在教育内容需求、教育理念与方法

需求、学校性质及形象需求、师资队伍需求、保育

及服务需求5个项目因子均显著高于低水平家庭

收入组（P＜0.05）。

（五）不同学历水平家长学前教育需求差异

比较

以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为自变量，家长学前教

育需求的各因子均分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

分析，结果见表5。
表4 不同家庭收入水平教育需求差异比较（M±SD）

因子

费用及
方便性

教育内容

教育理念
与方法

环境与设备

学校性质及
形象

师资队伍

保育及服务

4001-6000
元（n=21）

3.722±0.723

3.600±0.720

3.595±0.816

3.691±0.651

3.686±0.575

3.635±0.625

3.657±0.617

6000元以上
(n=81)

3.955±0.542

3.928±0.555

3.972±0.535

3.901±0.440

3.970±0.435

3.928±0.500

3.973±0.540

t

-1.629

-2.275

-2.559

-1.759

-2.493

-2.269

-2.317

P

0.106

0.025

0.012

0.082

0.014

0.025

0.023

表5 不同学历水平家长学前教育需求差异比较（M±SD）

费用及方便性

教育内容

教育理念与方法

环境与设备

学校性质及形象

师资队伍

保育及服务

1初中及以下
（n=12）

3.611±0.653

3.567±0.728

3.500±0.584

3.542±0.572

3.683±0.629

3.556±0.625

3.467±0.492

2大专及以下
（n=22）

3.939±0.641

3.891±0.675

3.898±0.770

3.830±0.553

3.836±0.460

3.796±0.559

3.791±0.514

3本科
（n=51）

3.869±0.570

3.816±0.574

3.910±0.598

3.878±0.473

3.922±0.480

3.843±0.489

3.906±0.577

4硕士及以上
（n=17）

4.165±0.348

4.165±0.348

4.132±0.320

4.059±0.313

4.141±0.262

4.255±0.400

4.377±0.291

F

2.493

2.640

2.595

2.760

2.516

4.973

7.929

P

0.065

0.054

0.057

0.046

0.063

0.003

0.000

LSD

3＞1*,4＞1**

4＞1**,4＞2**,4＞3**

3＞1**,4＞1**,4＞2**

由表5可知，硕士及以上水平的残障儿童家

长在学前教育需求各项目因子上得分最高，反

之，初中及以下水平需求得分最低。不同学历水

平家长在环境与设备、师资队伍、保育及服务因

子方面均存在显著性差异（P均＜0.05）。进一步

进行LSD检验发现，本科、硕士及以上水平的残

障儿童家长在环境与设备、保育与服务因子上得

分均显著高于初中及以下水平的残障儿童家长

的得分（P均＜0.01），硕士及以上残障儿童家长师

资队伍需求的得分显著高于大专及以下、本科水

平残障儿童家长的得分（P均＜0.01）。

（六）影响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的因素

1.影响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的相关分析

对儿童年龄段、家庭月收入、家长学历、残障

程度与家长学前教育需求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

结果见表6。
表6 影响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的相关分析（r）

因子

费用及方便性

教育内容

教育理念与方法

环境与设备

学校性质及形象

师资队伍

保育及服务

需求总均分

儿童年
龄段

0.257**

0.287**

0.358**

0.170

0.293**

0.297**

0.368**

0.350**

家庭月
收入

0.161

0.222*

0.248*

0.173

0.242*

0.221*

0.226*

0.254*

家长学历

0.212*

0.216*

0.244*

0.264**

0.259**

0.326**

0.417**

0.331**

残障程度

-0.189

-0.231*

-0.211*

-0.214*

-0.171

-0.188

-0.248*

-0.248*

由表6可知，第一，除环境与设备需求外，儿

童年龄段与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总均分

及6个项目因子呈显著正相关（P均＜0.01）。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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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庭月收入水平与教育内容需求、教育理念

与方法需求、学校性质及形象需求、师资队伍需

求、保育及服务需求、需求总均分存在显著正相

关（P均＜0.05）。第三，家长学历与家长学前教育

需求总均分及各项目因子均呈显著正相关（P均

＜0.05）。第四，除费用及方便性、学校性质及形

象、师资队伍与儿童残障程度无显著相关外，其

余各因子及总均分均与学前儿童残障程度呈显

著负相关（P均＜0.05）。

2.影响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的预测分析

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总均分作为因变量，将

残障儿童所在班级、残障程度、家长年龄、家庭月

收入、家长学历及家庭居住地等因素作为自变

量，逐步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见表7。
表7 影响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的预测分析

因子

家长年龄

家庭月收入

家长学历

儿童年龄段

constant

B

-0.129

0.242

0.118

0.160

2.705

SE.B

0.042

0.097

0.046

0.051

0.423

Beta

-0.263

0.212

0.224

0.276

t

-3.084

2.490

3.556

3.158

6.397

P

0.003

0.014

0.012

0.002

0.000

注：回归方程模型的 R=0.556，R2=0.309，△R2=0.280，F=

10.835，P=0.000。

由表7可以看出，回归分析达到统计学上的

显著水平（F=10.835，P＜0.001）。残障儿童家长

学前教育需求受家长年龄、家长学历、残障儿童

年龄段、家庭月收入水平4个因子的共同作用。

回归方程可以表达为，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

求=2.705-0.129×家长年龄+0.242×家庭月收入+

0.118×家长学历+0.160×残障儿童年龄段。

四、分析与讨论

（一）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整体情况

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

总均分为3.887（Mean=3.887＞3），处于中上水平，

整体需求程度较高，表明残障儿童家长的学前教

育需求较为迫切；各个需求维度得分均高于3分，

表明其教育需求多且广。根据各维度的不同需

求程度均值来看，由高到低依次为：学校性质及

形象、保育及服务、费用及方便性、教育理念与方

法、师资队伍、教育内容、环境与设备。出现此结

果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发展性教育的

转向在缓解家长的心理承受压力的基础上，激发

了家长对学前教育的需求。近年来，我国残障儿

童学前教育由先前的“救助性”逐渐向“发展性”

服务转向，传统的“救助性”教育已不能满足残障

儿童教育需求。救助性教育是以残障儿童的发

展障碍为基点，通过治疗和康复训练的手段实现

生活自理的教育目标［11］。这一模式在实施中局

限性在于较重视初级教化，轻再社会化，偏向于

向儿童传授基本的社会常识和技能，而忽视再社

会化过程，忽视儿童的社会文化的熏陶，难以满

足儿童与同伴交往的内在需求。发展性教育的

提出使得被看作为“负担”或“拖累”的残障儿童

获得了平等的生命权利，即从生命平等的观念理

解残障儿童的特殊性，重视儿童的主体性发展，

由病理性矫治转向文化性适应。发展性教育的

提出有效去除了残障儿童的不公正污名化称号，

缓解了家长的心理承受压力，从而保障家长的自

尊感的获得和焦虑感的消除，同时家长对残障儿

童学前教育有了更高的期望，这种期望使家长对

残障儿童学前教育有了更高的要求。第二，残障

儿童学前教育缺乏良好规划管理机制迫使家长

的学前教育需求升高。残障儿童学前教育缺乏

良好的规划管理机制，致使不同性质学校或机构

的办学条件存在差异性。残障儿童学前教育的

实施单位主要包括医疗康复机构、教育机构、家

庭服务支持单位三种。由于该阶段教育服务体

系尚未形成良好的规划和管理协作机制，导致家

长对残障儿童入读的学校或机构的性质及形象

更为关注。例如，残障儿童安置学校主要集中在

公办学校，而民办学校常常受到家长的排斥。由

于国家对民办学校或康复机构较多都是鼓励政

策，缺乏实际的扶持措施，致使民办特殊教育学

校或康复机构办学条件差，缺乏教学规范性，收

费贵且杂；公办学校或机构在办园标准、教育教

学具有良好的规范性方面，能够保证较好的声

誉［12］。因此，需要政府出资，教育部门协调引领，

教育机构积极配合，建设起综合性和专门性的残

障儿童学前教育服务体系，进而满足家长的教育

需求。第三，家长的学前教育需求是以残障儿童

的健康成长为起点的，残障儿童由于自理自立能

力欠缺，再加上自身残障造成其生活更加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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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家长的保育及服务需求较为强烈。学龄前

儿童正处于身体发育的关键时期，残障儿童又因

其自身的特殊性、复杂性而对如厕、睡眠、饮食等

生活习惯的要求不同，进而需要照顾各类残障儿

童的个别化差异，满足其个别化需要，迫使家长

的保育及服务需求较高。

（二）不同障碍程度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

需求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轻度残障儿童家长在学前教

育需求各因子得分上均处于最高水平，显著高于

中重度残障儿童家长（P＜0.05）。经相关分析得

出，残障儿童残疾程度越轻，其家长的学前教育

需求则越高。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主要包括三

个方面：首先，儿童障碍程度不同，残障儿童家长

教育需求不同，儿童残障程度越严重越会加重家

长的生活压力［13］，家长的教育期望水平受到影

响，对残障儿童的教育需求水平就会降低。已有

研究表明，儿童障碍程度与家长期望水平呈负相

关，即儿童的障碍程度越轻，家长期望水平就越

高，而家长教育期望水平与教育需求相适

应［14］68-82。研究显示，家长学前教育需求受到家长

年龄的影响，该阶段家长年龄较多集中在26-40

岁，此年龄段正处于为生活拼搏的时刻，既要照

顾无法独立生活的老人，又要忙于工作的繁琐任

务，学前残障儿童最突出的特点是年龄小，面对

孩子的残障力不从心，相比于轻度障碍儿童，中

重度更容易使家长产生焦虑感。当前，我国学前

残障儿童安置形式主要包括特殊教育学校学前

班、融合教育幼儿园、特教幼儿园及幼儿康复机

构四种形式，学校或机构招收对象依据残障儿童

的接受能力进行接纳。因此，轻度残障儿童成为

教育和康复的重点服务对象，而中重度者多接受

家庭教育，致使家长对于教育不知所措，加上工

作的压力，更加导致家长对残障儿童放任不管，

从而不抱有较高的教育期望，自然教育需求较

低。而少部分接受学校教育的中重度残障儿童，

家长大多将其送到学校完全交给教师教育，认为

残障儿童可以解决生活自理问题是最迫切的教

育需求，致使对于儿童学前教育的其他方面内容

缺乏关注，教育期望水平不高，则教育需求水平

降低。其次，家长对不同障碍儿童的教育需求受

其认知基础作用的影响［15］。家长的认知基础包

括个人理论知识的储备和个人的经验水平，家长

的认知基础不同，导致观念不同，从而影响家长

对孩子障碍及教育需求的看法。年轻的家长更

相信书籍与政策对教育的引导，所以年轻的家长

较为主动地去阅读相关资料和政策，以此熟知残

障儿童的成长水平并争取相关权益；个人的学习

经历使他们对残障儿童的教育形成独特的认知，

从而形成对残障儿童学前教育的良好认知，由此

具有良好认知的家长会认为轻度障碍儿童更易

获得良好的干预效果，从而产生较高的教育需

求。最后，家长对不同障碍儿童的教育需求受到

社会对儿童认知的影响。社会民众对残障的认

识主要受两种模式的影响，一种是“社会—文化

模式”，研究者多支持此模式的残障观，即认为残

障不单单是个人问题，而是整个社会的问题，残

障者遭受的困难受社会态度和政策的影响，从而

形成社会排斥和隔离［16］。另一种模式“个人—医

疗模式”存在于大多社会民众认识水平中，与“社

会—文化模式”相对立，该模式认为，残障仅属于

个人问题，由于个体自身缺陷造成的障碍应由个

人负责，个人应服从于社会的准则和要求，社会

公共设施与服务不必为满足其障碍缺陷的需求

而特别设计。这种观念会使残障儿童学前教育

面临诸多障碍，例如普通幼儿家长的反对。同

时，残障儿童家长自身态度同样影响其接受融合

教育。部分家长过度担心残障儿童会被普通幼

儿排斥、歧视而毅然放弃自己孩子接受学前教育

的机会；还有部分重度残障儿童家长拒绝承认孩

子的残障程度［17］，不理智地认为，自己孩子只是

成长得慢，如对于语言障碍儿童，则认为是“贵人

语迟”，故而不需要过多的教育需求，从而使残障

儿童错过最佳干预时机。

（三）不同年龄段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

求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学前教育需求受到残障

儿童年龄段的影响，并与残障儿童年龄段呈显著

正相关，大班家长在学前教育需求各项目因子上

得分最高，显著高于中班和小班（P＜0.05），而小

班整体上虽然处于最低需求水平，但在师资队伍

项目因子上高于中班的需求水平。出现上述结

果的原因有以下三点：首先，残障儿童处在不同

年龄阶段，其教育需求具有差异性。大班残障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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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正处于幼小衔接的关键时期，该阶段儿童的发

展水平直接影响其是否良好地融入小学课堂，残

障儿童由于存在生理器质性障碍，导致社会活动

能力有限，难以快速适应新的环境［11］，所以大班

残障儿童家长在该时期更加注重教育内容、教育

理念与方法、保育及服务需求，帮助儿童发展必

要的技能，从而为下一段的学习、生活、交往做好

准备工作，以便顺利进入小学阶段。其次，小班

残障儿童刚接触学校生活，尚未完全适应脱离父

母的环境，对父母具有强烈的依恋关系。家长对

学前教育生活的需求主要是期望孩子尝试脱离

父母，此阶段还未过多关注费用及便利性、教育

内容、学校性质及形象等方面内容。最后，中班

的残障儿童已经养成了基本的生活习惯，熟悉了

学校的一些基本准则，基本能够适应与教师和同

伴的沟通相处，而小班残障儿童年龄普遍处于3

岁左右，正处于学校生活的适应阶段［18］，是早期

干预的关键时期。面对不同年龄段残障儿童家

长的教育需求，教师在陪伴儿童成长的过程中起

着关键性作用。教师是快速调整儿童从家庭向

学校生活过渡的催化剂，此阶段儿童进入新环境

主要依赖于教师的帮助，教师的态度、知识及技

能、交往方式及形象能够影响儿童的情绪。小班

残障儿童受年龄和发展水平的影响，相较于中班

残障儿童更需要高质量的师资队伍。主要表现

为该年龄段儿童由于身心发展尚不健全，并伴有

残障，更易发生意外事故；语言表达和情绪调控

能力较差，行为往往带有不稳定情绪，不能用合

理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只有了解残障儿童

身心发展特点与需求，才能更科学的处理突发状

况，正确的引导和促进儿童发展，从而有效帮助

小班残障儿童培养自理能力，养成良好的生活习

惯，同时使得儿童的语言、动作、认知等快速发

展。而小班残障儿童家长多初次为人父母，缺乏

一定的育儿知识，面对残障儿童更加不知所措，

导致家长较依赖于学校的教师。可见，特殊幼儿

园教师对于该阶段残障儿童发展至关重要，回归

分析同样印证了儿童年龄段可以很好地预测残

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

（四）不同家庭收入水平残障儿童家长学前

教育需求差异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学前教育需求受到家

庭月收入水平的影响，家庭月收入水平越高其

教育需求越高，月收入水平在6000元以上的家

庭其学前教育需求得分最高，在教育内容需

求、教育理念与方法需求、学校性质及形象需

求、师资队伍需求、保育及服务需求5个项目因

子均显著高于低收入家庭组（P均＜0.05）。导

致此结果的原因有：一方面，学前教育费用对

残障儿童家庭造成经济负担，抑制低收入家庭

对学前教育的需求，从而降低儿童接受教育的

可能性［19］。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学前特殊教

育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开设了大量特殊教育学

校学前班和幼儿康复机构，残障儿童入学率得

到快速增长，然而仍然存在残障儿童“入园难”

“入园贵”等问题。在我国学前教育尚未纳入

义务教育阶段，故学生无法享受免费教育，需

要家庭和国家共同分担教育成本，造成家庭收

入与学费的差异导致残障儿童受教育机会差

异，进而导致教育不公平。另一方面，家庭仍

是学前教育成本的责任主体。家庭经济地位

优良的家庭可以担负起教育费用，会尽量给儿

童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20］。随着家长对学前

教育及儿童发展的认识不断改变，家长逐渐重

视残障儿童的学前教育，继而对学前教育的需

求越来越大，包括对残障儿童课后绘本及音乐

治疗、康复训练、学校的硬件设备、教师的专业

素质等需求。再者，家庭收入水平对不同居所

的子女接受的教育机会不同［21］。残障儿童学

前教育发展不仅涉及幼儿园和各级政府等主

体，更与家庭息息相关。然而，由于部分家庭

尤其是农村家庭对残障儿童学前教育缺乏正

确认识，直接导致了父母在学前教育方面缺乏

投资热情，并且在家庭收入方面，相对于城市

居所的残障儿童来说，农村家庭的残障儿童更

易受到家庭收入的影响。对于农村家庭而言，

残障儿童接受教育的成本几乎均出自家庭，低

收入的家庭教育支出主要用于入园费用，而在

其中花费最多的是残障儿童的保育费和伙食

费用。调查中发现，低收入家庭中残障儿童多

就读于质量一般、收费较低的民办特教幼儿

园，对于教育支出较大的幼儿康复机构和公办

特教幼儿园的选择较少。因此，较低的家庭收

入与高昂的教育成本成为残障儿童接受学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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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最主要障碍，从而抑制其家长对于儿童

接受学前教育的需求。回归分析同样印证了

家庭收入水平能够解释残障儿童学前教育需

求。

（五）不同学历水平家长学前教育需求差异

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家长受教育程度不同，其学

前教育需求具有显著差异。硕士及以上水平在

各项目因子上得分最高；反之，初中及以下水平

需求得分最低。相关分析印证，家长受教育水平

越高，其学前教育需求则越高。导致该结果的原

因有：第一，高学历的残障儿童家长更加重视儿

童的教育，受教育水平较高的父母可能具备更多

的文化资本，更能意识到早期教育投入对残障儿

童发展的重要意义，对高质量的教育需求则更为

强烈［22］。家长期望残障儿童通过教育提高其个

体发展水平，认为教育可以帮助残障儿童实现缺

陷补偿，使儿童的社会交往、生活自理、情感态

度、知识技能等方面协调发展，从而希望投入更

多的教育资源以支持残障儿童早期学习和发展，

故对高质量的学前教育需求较为强烈。第二，高

学历家长获得政策信息的途径和方式较多，对于

国家相关教育发展动态更易觉察。父母的受教

育水平在为残障儿童创建学习经验方面至关重

要，高学历的家长更容易获得教育资源，并且对

残障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意识较强烈，认识较深

刻。高学历家长对国家和教育界有关残障儿童

信息的更新较为敏感，伴随着政策的颁布，家长

认识到，国家日益重视残障儿童学前教育的发

展，发展残障儿童学前教育至关重要，继而对残

障儿童学前教育具有更高的需求。第三，高学历

的家长持有的理论水平较高，教育素质高，具有

独特的教养观念和方式，更关注儿童的发展，会

主动接受新的且科学正确的教育理念，但存在理

论与实践难以结合的现象，即“知行不一”［23］66-68；

高学历家长更清楚残障儿童的教育理念及影响，

期望教育使残障儿童的缺陷得到补偿，具有较高

的需求。而低学历家长对儿童教养的认识较狭

窄，比较关注儿童的生理情况，忽视残障儿童的

个体行为、语言、认知等方面的发展，故对于残障

儿童学前教育需求则较低。回归分析印证家长

受教育程度能够解释残障儿童学前教育需求。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第一，残障儿童家长学前教育需求整体水平

较高，尤其对学校性质及形象需求、保育及服务

需求最为迫切。

第二，残障儿童家长的学前教育需求与儿童

残疾程度呈显著负相关，与儿童年龄段、家长学

历、家庭月收入呈显著正相关。

第三，残障儿童家长年龄、家庭月收入、家长

学历、儿童年龄对其学前教育需求具有显著的预

测作用。

（二）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要积极推进公办融合幼儿园

和特色融合幼儿园的建设，积极建设良好的学前

特殊教育体系的规划和管理协调机制。学校要

做好自我宣传工作，努力打造良好的学校形象。

第二，加强残障儿童家庭和校（园）间的合

作，促进康教（育）结合。教师能够及时与家长沟

通学生情况，合理安排残障儿童的日常生活，满

足其保育服务。同时，注重各类儿童的康复需

求，针对不同障碍程度的儿童能够做到个别化教

学，从而促进学生发展。

第三，对残障儿童家庭实施政策倾斜，完善

残障儿童的补助制度。政府应做好基层工作，

尤其针对农村残障儿童家庭，需要充分了解其

家庭实际情况，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相应的残疾

人政策与制度，积极落实残障者经济救助保障

制度，对农村低收入家庭加以照顾，确保其享有

经济保障。

第四，根据儿童残障程度，实施差异性教

育。教师要根据轻中重度学生的特征，制订与儿

童发展水平相匹配的教育或康复目标，选择相应

的教学内容，采取不同的教学方法，有针对性地

实施个别化教育，使儿童潜能得到最大化发展，

从而满足家长的高质量教育需求。

第五，教育主管部门应充分认识到家长年

龄、学历、家庭月收入、儿童年龄段等因素对其学

前教育需求的影响，残障儿童学前教育要考虑不

同年龄段学生的需求，进而促进幼小衔接；通过

开展家长培训班，提高低学历家长对残障儿童学

前教育的认识；学校开展家长活动时应针对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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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的家长采取相应的手段或方法，通过改善相

应的管理工作满足家长的教育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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