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０，４２（２）：４４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特殊教育研究】

《特殊教育研究》专栏主持人语

特殊教育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亟待建立

李　里

２０１９年年底，国家１２部委联合发布了 《关于印发 〈健康中国行动———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

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的通知》，争取 “到 ２０２２年底，实现 《健康中国行动 （２０１９—
２０３０年）》提出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相关指标的阶段目标，基本建成有利于儿童青少年心理健
康的社会环境，形成学校、社区、家庭、媒体、医疗卫生机构等联动的心理健康服务模式”，提

出 “学前教育、特殊教育机构要配备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对贫困、留守、流动、单亲、

残疾等处境不利学生给予重点关爱，必要时开展心理干预。”

我国重视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积极开展学校心理辅导工作，是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的。３０年来
对普通学校心理健康体系的研究较多，各地区也建立了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并出版了义务教育、

中等教育心理健康系列教材。由于地区差异，发达地区的普通学校普遍设有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而

边远农村地区则比较缺乏。大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自２００４年 “马加爵事件”以来也得到了各地教育部门
的高度重视，不仅开设课程与编写教材，各大高校亦纷纷成立心理咨询中心并配备专职心理教师。

与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相比，特殊教育近年来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我国特殊教育发展一直重

视硬件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 “要办好特殊教育”，要注重质量和内涵发展，培养残疾人的自

尊、自强、自立意识。我国对残疾人教育事业的重视更强调提高特殊儿童义务教育的入学率，而自

尊、自强、自立意识的培养则需要开展心理健康教育。现阶段我国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程度还远

远不够，特殊教育学校专业教师配备尚且不足，更何况是心理健康教师。根据 《健康中国行动———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行动方案 （２０１９—２０２２年）》，特殊教育机构需要配备心理健康教师，这标志
着我国更加重视残疾人的心理健康教育，特殊教育的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亟待建立。

特殊教育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建立需要从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社会组织以及有关行政部门要

营造关心残疾人心理健康的社会氛围，一些机构要承担起为残疾人心理健康服务的工作；二是教

育部门尤其是特殊教育学校以及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或指导中心）要承担起心理健康教育的责

任，特殊教育学校要引进专业心理健康教师；三是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培训，高等院校要为

特殊教育学校培养心理教师，需在教师职后培训如国培、省培中增加心理健康内容；四是加强残

疾人心理健康相关研究，加大对残疾儿童心理特征的研究，加强对特殊教育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

系建设等问题的研究。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关注特殊儿童的心理健康。

遗憾的是，在中国知网等数据库中，现阶段关于特殊儿童心理健康研究的论文并不多。本期

栏目刊载的两篇文章涉及特殊教育送教上门工作中的心理服务研究和听障中学生体育锻炼与学校

幸福感的关系研究，属于国内较早一批研究残疾人心理健康的文章。以此抛砖引玉，期待更多的

心理学、教育学工作者参与进来，共同关心我国特殊教育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并建立起特殊教育

学校的心理健康体系，帮助特殊儿童获得较为完善的心理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