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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马克思主义特殊儿童观和特殊教育观以发展潜能为目的，补偿缺陷为手段，全面发展为主导，个性发

展为特点，扩充了教育的内涵，体现了教育的公平。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影响下，随班就读成为中国本土

化的全纳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质量得到提高，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开始推广普及，残疾人就

业率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提高，初步实现了促使残疾人有机会、有能力追求美好生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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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主义，作为很重要的一种哲学思想，一
直以来影响着我国的发展，特别是对我国的教育

事业具有不可低估的指导意义。近年来，随着人

们对残疾人事业的关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也开

始影响到特殊儿童观和特殊教育观，并促进了我

国特殊教育的发展。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特殊儿

童观和特殊教育观在我国的起源、马克思主义特

殊儿童观和特殊教育观的主要价值取向以及马克

思主义特殊儿童观和特殊教育观对我国特殊教育

的现实意义三个方面来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

国特殊教育的影响。

一、马克思主义特殊儿童观和特殊

教育观在我国的起源

　　在我国，最早提出马克思主义的特殊儿童观
和特殊教育观的学者是曾经留学苏联学习特殊教

育后归国致力于我国特殊教育的重建和发展的朴

永馨教授，他以“特殊儿童既有共性也有特性”为



代表的特殊儿童观和以“特殊教育既有共性又有

特性”为代表的特殊教育观影响了一大批特殊教

育工作者。朴永馨教授辩证地分析了中国古代和

近代特殊教育的先进性和局限性，从国外的具体

时空条件和文化背景出发客观地看待国外的特殊

教育历史实践，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

坚持民族性，最终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

教育模式。首先，他强调观念在发展特殊教育过

程中的重要性。他认为，发展特殊教育不仅要考

虑经济的发展，还要考虑当时、当地的人们，特别

是掌权者对残疾人的认识和态度。其次，他明确

提出要在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的同时，在普通学校

举办各种性质的特殊班，他认为这是发展特殊教

育的一个又快又省的途径。再次，他支持随班就

读工作，他认为随班就读是体现中国特色的教育

安置方式。最后，他强调特殊教育学校的作用要

多元化，并从操作层面对我国特殊教育体系的功

能进行了新的界定，从而完善了我国特殊教育的

体系。［１］

二、马克思主义特殊儿童观及特殊

教育观的主要价值取向

　　 随着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关注到马克思主义
思想对教育学中人的本质进行探讨，特殊儿童观和

特殊教育观持续更新发展，帮助特殊教育工作者和

特殊儿童及其家长找到了工作、生存、生活的意义之

所在。

（一）马克思主义特殊儿童观

我国学者王培峰从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阈出发

讨论了特殊儿童的本质，并从三个方面阐述了马

克思主义特殊儿童观。第一，特殊儿童是人类存

在的同质人和群体存在的差异人的统一。特殊儿

童作为个体存在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唯一性、不可

重复性和不可取代性，同时又存在着与其他个体

的共性。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特殊儿童客观存在

的差异，又不能否定他们之为人的类本质；既要看

到他们的差异对存在的制约性，又要看到他们通

过主体能动性超越缺陷制约的可能性。第二，特

殊儿童是抽象存在和实践存在的统一。特殊儿童

的抽象存在来自于他们类存在的本质特征，世间

存在是特殊儿童类存在本质中重要的存在方式，

是特殊儿童确认自身本质力量、超越自身缺陷的

本质所在。第三，特殊儿童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

在的统一。特殊儿童自然存在属性中存有生命体

器官缺损或资质、能力的不足等自然存在的差异，

主要是生物遗传性获得或环境因素的后天性获

得，但这些差异并没有改变他们人身本质和特性，

同样具有人的需要和身心成长规律。特殊儿童社

会存在属性与其他人没有任何不同，尽管社会属

性的差异会受其自然存在差异的影响，但这不是

自然存在差异的必然结果，而是在社会实践、社会

关系中，由社会分工分类及其活动、劳动造成的。

总而言之，特殊儿童的存在表现了人存在的差异

性、多样性、具体性。［２］

（二）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教育以发展潜能为

目的，以补偿缺陷为手段

近年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进展是将

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为以实践为基础的人的生存论

哲学。从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出发重新理解教育本

质，就会发现教育作为人的实践活动之一，就是人的

生存方式的表现，其目的在于从整体上促进人的生

存方式的不断提升。［３］马克思从对黑格尔和费尔巴

哈在人的本质观上的共同错误的批判中开始认识到

人的本质是人的社会特质，是以人的现实性为前提

的，既有一般性也有特殊性，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

一，有多层次、多形性、发展变化性等特点。马克思

认为，主客体认识论无法提供人们现世的存在和发

展活动的内在动因，也无力指出现实的人的生活、生

产和存在的未来指向。所以，马克思哲学是在改造

世界的过程中来认识和解读世界，在人们的感性活

动中来构建实践的意义。［４］特殊儿童，首先是儿童，

其次才是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因此，特殊教育的本质

首先应该是特殊儿童的生存方式的表现，目的在于

从整体上促进特殊儿童的生存方式的提升，帮助特

殊儿童发现其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动因，认识其生活、

生产和发展的过程，理解其作为完整的人的本质，承

认其作为人的一般性，接纳其作为残疾儿童的特殊

性，将生理因素看作其发展的前提，将其与环境的关

系看作是主动与被动的统一，在其的感性活动对世

界进行改造的基础上寻求其生存方式的不断提升，

９４第５期　　　　　　　瞿婷婷：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影响述评



补偿其缺陷，使其适应主流的生存方式，而不是专注

于特殊。

（三）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教育以全面发展为主

导，以个性发展为特点

全面发展以“现实的人”为起点，这种人包括

“类”也包括“个体”。全面发展并非同质主义的

平均发展，即并非人人发展的模式和状态都一样，

而是异质性的，是以每一个体人的生存特质、生活

方式、个性能力等为前提的不同发展。所谓全面，

也是一种生成的状态而不是一种完成的过程。从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看，人的全面发展只能

是一个不断接近和达到的历史过程，是一种可以

向往的理想目标，但绝不是一种固态，因此，实现

这一过程和理想的途径就有了具体的规定性和多

样性，而教育是至关重要的方面。［３］特殊教育的全

面发展就在于其自由程度、发展程度和丰富程度，

而特殊儿童的全面发展就在于其个人能力的充分

发展，个人价值的全面实现和个人自由个性的充

分发展。为了实现特殊教育和特殊儿童的全面发

展，就要在内容上加强对特殊教育模式和特殊儿

童的研究，在形式上加快学前特殊教育、职业特殊

教育和高等特殊教育的发展，在质量上提升义务

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的水平，在理念上改变对特殊

教育和特殊儿童的边缘化，在方法上扩展特殊教

育教学的多样性，使特殊教育制度化、现代化、全

面化，特殊儿童不仅能获得教育权，享有教育机

会，还要有机会接受高质量、多层次、多目标的教

育，使其在不同的教育生活中获得全面发展的能

力和空间，提高其生活质量，最终获得一种物质

的、精神的、伦理的美好生活状态。

三、马克思主义特殊儿童观和特殊教育观的现实意义

（一）中国本土化的全纳教育

　　我国特殊教育发展到１９８６年时，普及残疾儿童
义务教育成为特殊教育的主要任务。然而，仅仅依

靠当时已有的特殊教育学校和辅读班是无法实现普

及的，通过新建特殊教育学校无论从基本教育教学

设备与设施的投入还是教师的配备上来讲也是无法

实现的。［５］然而，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结合国

情，我国将实现残疾儿童义务教育普及的希望寄托

在了普通学校和普通教育之上，政府开始总结推广

弱智儿童随班就读的经验，随后明确我国特殊教育

的发展方针是“在办好特殊教育学校的同时，有计

划地以一部分普通小学附设特殊教育班或吸收能够

跟班学习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逐步形成以一定数

量的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大量的特殊班和随班

就读为主题的残疾少年儿童教育格局”［６］。我国将

随班就读作为特殊教育发展的一项政策，以解决残

疾儿童入学问题为目标，保证残疾儿童入学机会的

均等，推动残疾儿童普及义务教育的实现，同时走出

了一条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之路。陈云英认

为随班就读是全纳教育在中国的元型或者说具有中

国特色的全纳教育，是一种中国本土化的全纳教育

形势。［７］

（二）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质量提高

在马克思主义特殊儿童观和特殊教育观的影

响下，我国在２０１１年和２０１４年分别启动实施《中
国残疾人事业“十二五”发展纲要》［８］和《特殊教

育提升计划（２０１４—２０１６年）》［９］，以完善残疾人
教育体系，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残疾人受教育水

平，适龄残疾儿童少年普遍接受义务教育，提高残

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质量，发展残疾儿童学前康

复教育，大力发展残疾人职业教育，加快发展残疾

人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和减少残疾人青壮年

文盲为主要任务；以扩大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

规模、积极发展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加大特

殊教育经费投入力度、加强特殊教育基础能力建

设、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深化特殊教育课

程教学改革为主要措施，使得残疾人受教育的权

得到了很好的保障，已经形成了包括特殊教育学

校、普通学校普通班就读（随班就读）和普通学校

附设特殊教育班为主的残疾儿童少年教育安置形

式。［１０］截止到２０１４年，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
育学校发展到 ２０００所，教职工 ５．７万人，专任教
师４８万人，在校生３９５万人。［１１］

（三）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的普及和残疾

人就业率的提高

随着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的普及，教育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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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不断提高，国家逐渐开办了特殊教育高中教育、职

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使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在义务教

育之外还能接受各类教育，进一步提高了残疾人素

质和平等参与社会的能力，使得他们不仅能够自食

其力还能为社会和国家做出应有的贡献。根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中国残疾人事业统计公报的数据（见
表１），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人数在逐年下降且幅度
较大，普通高中班（部）个数增加迅速，中等职业学

校（班）个数呈稳步上升趋势，接受各类各级教育的

学生数、毕业生人数和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人数基本

保持稳定。城镇新就业残疾人数呈下降趋势，但就

业总人数基本稳定，一方面可能受残疾人总人数下

降的影响，另一方面可能是就业压力大所导致。就

业类型以集中就业和灵活就业为主，分别在 ２０１１
年和２０１２年出现了公益性岗位和辅助性就业，这
充分表明我国提高残疾人生活状态体现残疾人人

生价值的决心。相比较而言，残疾人就业还是以

农业生产劳动为主，因此，残疾人就业形式单一，

就业所得相对较低，而且统计公报中没有失业率

和首次就业保有率的统计，很难清楚地知道残疾

人是否能够长期就业，这是我国未来需要解决的

问题［１２－１６］（见表２）。

表１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残疾人接受非义务教育情况统计［１２－１６］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普通高中

班（部）／个 　９９ １７９ １８６ １９４ １８７
在校生／人 ６０６７ ７２０７ ７０４３ ７３１３ ７２２７

中等职业

学校／班 １４７ １３１ １５２ １９８ １９７
在校生／人 １１５０６ １１５７２ １０４４２ １１３５０ １１６７１
毕业生／人 ６１４８ ６４４９ ７３５４ ７７７２ ７２４０

获得职业资格证书／人 ４６８５ ４７８１ ５８１６ ６２００ ５５３２

普通高等院校

录取人数／人 ７６７４　 ７１５０　 ７２２９　 ７５３８　 ７８６４　

特殊教育学院学习人数／人 １０５７ ８７７ １１３４　 １３８８　 １６７８　

未入学适龄残疾儿童／万人　　　　　　 　 １４５ 　 １２６ 　　９１ 　　８４ 未统计

表２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年残疾人就业情况统计［１２－１６］

年份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城镇新就业

残疾人／万人

总数 ３２４ ３１８ ３２９ ３６９ ２７８
集中就业 １０２ ９７ １０２ １０７ ７６

按比例安排就业 ８６ ７５ ８ ８７ ７０
公益性岗位 － ２１ １８ １５ １２
灵活就业 １３．７ １２５ １２３ １４６ １０７

辅助性就业 － － ０７ １３ １３

城镇就业人数／万人　　　　　　　　　 ４４１２　 ４４０５　 ４４４８　 ４４５６　 ４３６０　

农村残疾人在业人数／万人　　　　　　 １７４９７ １７４８８ １７７０３ １７５７２ １７２３６

四、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教育观的指导下，在短短的三十几

年时间里，我国特殊教育从尝试到成型再到普及最终

到发展，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之路，

扩充了教育的内涵，体现了教育的公平，使得越来越

多的特殊儿童有尊严地成长，有希望地生活。当然，

我国的特殊教育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未来我国特殊

教育事业应该继续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向多元

化、多层次、零拒绝、高质量发展，使还未入学的适龄

残疾儿童接受教育，帮助更多的特殊儿童发展潜能、

全面发展，促使他们有机会、有能力追求美好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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