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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实施 5 年来，
特别是十八大之后，特殊教育进步明
显。然而，有些地方出现了这样的情
况：通过国家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工程
项目新建的特殊教育学校被行政部
门以特殊孩子少、普通孩子多没有校
舍为由，将特教学校改为普通学校。
部分地方对特殊教育的认识水平偏
低，仍将其定位为慈善事业和公益事
业，而非残疾儿童应享有的权利。中
国残联监测数据显示：截至 2013 年
底，尚有 83532 名适龄残疾儿童少年
未能入学接受教育。
改变特殊教育师资队伍量少现状

由于目前国家及绝大部分省市
尚未出台特教学校教师编制标准，各
地特教学校大多没有达到 1∶3 的基
本师生比例。根据第二次全国残疾
人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至14岁
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少年有 246
万；而据教育部统计，2014 年我国特
教学校专任教师仅有 48125 人。社
会地位低、待遇差等原因也在加剧特

教教师的稀缺。评估报告指出，特殊
教师津贴59年维持未变，仍是工资外
另加15%的津贴。专家建议，国家应
推动各省出台特教教师编制标准，切
实提高特教教师岗位津贴标准。
融合教育帮助残疾孩子融入社会

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班就读
在普及残疾儿童义务教育过程中发挥
了重要作用。然而，以此为依托的融
合教育尚未得到社会的普遍认知。近
年来，尽管一些地方开展融合教育试
点，但残疾学生在普通学校入学难的
问题仍很普遍。

根据教育部工作规划，今后将采
取措施支持融合教育：一是在普通学
校建立资源教室，专门为残疾学生提
供教学和康复设备；二是根据普通学
校招收残疾学生的人数，参照特教学
校的标准拨付公用经费，使普通学校
有更多的财力为残疾学生提供服务；
三是在特教学校推出“双学籍”，使残
疾学生同时具有特教学校和普通学校
的学籍，可以定期与普通学校的学生
一起学习、生活。

1.残疾人参加高考需提供更多便利

问：现在残疾人参加高考已获得
很多便利，未来还将有哪些举措进一
步方便残疾人参加高考？是否出现高
校拒收的情况？

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巡视员李天
顺：《残疾人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
国统一考试管理办法（暂行）》文件发
布后，高校在录取后要给残疾学生提
供全方位的支持，学校要根据每一个
学生在学习生活方面的需要提供一些
合理的便利条件，教育行政部门和残
联应当统筹各方资源去支持学校。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 2015 年各省
招生部门统计，目前没有发现符合高校

录取标准的残疾人考生被拒收的现象。

2.多措并举保障残疾人就业

问：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最终目的
是能够就业，但在就业过程中却往往
被拒之门外，怎么办？

中国残联副理事长程凯：中国残
联在多个部门的支持下，将进一步促
进残疾人就业。

一是依法大力推进残疾人按比例
就业。“十三五”期间，地方的政府部门
至少要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而且是作
为公职人员。

二是要启动按比例就业的公示制
度。“十三五”期间普遍开展公示各单位
按比例依法安排残疾人的情况，完善残

疾人集中就业相关优惠政策，目前我们
正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来完善残疾
人就业退税优惠政策。

三是加快推动辅助性、支持性就
业，辅助性就业主要针对智力障碍、精
神障碍康复者、重度肢残者不能够进
入普通机构进行就业的残疾人实施。
支持性就业主要针对智障孩子在一些
单位进行服务的工种，这需要特殊支
持性制度来保障。

四是通过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时代浪潮，通过“互联网＋”激励残疾
人自主创业。

五是对义务教育结束后进入社会的
残疾人加强职业教育的衔接，要有一个
就业学习培训的过程。 据新华社

记者 11 月 30 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
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期评
估特殊教育专题报告发布会上获悉，“十三
五”期间将实现残疾学生高中阶段免费，使
其免费教育期限达到12年。评估组建议，进
一步增加特教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标
准，2016年将最低标准提高到6000元以上。

规划纲要颁布5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
来，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有力的政策
措施，使得特殊教育取得了重大进展。根
据评估报告，截至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阶
段特殊教育学校 2000 所，接受特殊教育的
在校学生 39.49 万。未入学残疾儿童数从
2010 年的 14.5 万人减少至 2013 年的 8.3 万
人。2014 年全国共招收残疾大学生 9542
人，其中 7864 名残疾学生被普通高等院校
录取，1678名残疾学生进入特殊教育。

评估报告也指出，部分地方对特殊教
育的认识水平偏低，部分地市基础教育管
理部门尚无专人负责特殊教育工作；全国
仍有 589 个 30 万人口以下的县没有特教学
校，多分布在老少边穷地区。学前特殊教
育刚刚起步，残疾幼儿入园率偏低，贫困地
区基本为空白；除视力、听力和智力三类残
疾儿童，自闭症、脑瘫和多重残疾儿童的受
教育情况堪忧。

“特殊教育仍然是各级各类教育中的短
板，总体水平不高，发展还不平衡，困难和问
题还很多。”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司长郑富
芝在发布会上指出，“十三五”期间要继续
增加特教学校生均公用经费，2016 年将最
低标准提高到 6000 元以上，达到普通学校
的8倍左右。完善残疾学生资助体系，对学
前教育阶段、高等教育阶段的残疾学生优先
进行资助。

他说，未来要以县为单位建立台账，视
残疾程度选择特教学校就读、普通学校随
班就读和送教上门，为更多残疾学生提供
合适的受教育条件，实现零拒绝、全覆盖。

据悉，中国残联、中国盲人协会、中国
聋人协会、中国肢残人协会、中国智力残疾
人及亲友协会、中国精神残疾人及亲友协
会等几个专门协会主要负责人，部分高等
院校特教专家以及部分特教学校校长等组
成课题组，选取东中西部 5 个省（浙江、福
建、河南、四川和陕西）进行取样，通过相关
文献分析、实地考察以及深入访谈等方法，
生成特殊教育评估报告。

残疾学生将享12年免费教育
增加特教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明年最低标准提到高6000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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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中国残联负责人答记者问 为残疾人高考、就业提供更多便利

解析教育规划纲要中期评估特殊教育
为残疾孩子融入社会“搭桥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