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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个案研究:何谓与何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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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个案研究因其“代表性”“普遍性”而饱受争议。 从个案研究的方法论出发,个案研究在“实

证研究”“思辨研究”“行动研究”三种研究范式中属于“实证研究”范畴,是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 这一研究

方法在教育学研究中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功能,契合教育学研究与教育学知识的范式要求。 为此,需要对个

案研究正本清源,厘清个案研究在教育方法中的定位与性质,加强个案研究的规范性,为个案研究找到一只

可以安全站立其上的“海龟”,形成自身独特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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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科学的发展带来了实证主义的兴盛,实证

研究被认为是一种可靠的研究方法而受到青睐,量
化研究因强调研究过程的标准性、数据的精确性、
结论的可靠性契合了知识普遍性、客观性等价值取

向,被看作最能体现实证研究的方法。 个案研究作

为与量化研究相悖的研究方法,因个案的独特性、
排他性等特点,其研究结论的客观有效被人质疑与

诟病,并把它排斥在实证研究方法之外。 为此,本
文就教育个案研究做进一步探讨。

一、教育个案研究的内涵、价值及分类

个案研究(case study)也被译为案例研究,国内

外大多数研究者采用斯塔克 ( Stake)、梅里厄姆

(Merriam)关于个案的定义,将个案看作一个有边

界的系统(a bounded system),个案研究则是“针对

有边界的项目、组织、个体、过程或一个社会单位,
进行的深入的、整体性的描述与分析” [1]。 但也有

研究者认为个案不同于案例,将个案看作一个或几

个人,或者以一个群体为一个单位的样本;将案例

当作包含一个或多个疑难问题并具有典型性的事

件或作为一个真实、完整的故事。 在此,不对个案

与案例加以区分,个案研究等同于案例研究,并非

指“一个”,而是若干个相同性质与类型案例的集合

体。 目前,学术界对个案研究的定义仍未形成共

识。 罗伯特·殷(Robert. Yin)认为,案例研究是对

现实生活环境中正在发生的现象进行深入研究,更

适用于待研究现象所处环境背景之间的界限并不

十分明显的情况,采用包括设计的逻辑、资料收集

技术以及具体的资料分析等手段开展[2]。 综合起

来,关于个案研究的定义主要有两种角度进行:一
种从个案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进行界

定[3],另一种则从个案研究的情境、研究者与参与

者主体、对研究深度的追求等方面切入[4]。
教育个案研究与社会科学中的个案研究并无

本质区别。 个案研究在教育领域中的运用具有天

然的契合性:一方面,教育个案研究遵循实证主义

的传统,以解释主义为其背后的教育哲学,使其对

案例的研究和描述更为翔实,也更具有穿透力,与
教育的人文性、情景性等特性融为一体;另一方面,
教育作为人才培养活动,充满了故事性、生动性,是
一个人变化成长的动态历程,对这一历程及其背后

现象进行研究,与案例研究的优势特长更为贴近,
能较好呈现或揭示案例深层肌理。

关于个案研究的价值,理论界有不同观点。 赞

同者认为,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在各学科领

域中广泛使用,具有普遍适用性。 比如社会学中有

以费孝通《江村经济》为代表的经典著作,以江村为

个案探索当时受工业发展影响较深的中国农村现

状及农民生活问题,通过“类型比较法”,可以从局

部推至整体。 著名教育家陈鹤琴通过对其长子长

达 808 天的观察记录,总结出儿童心理的特点与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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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个案研究在心理学、法学、人类学等领域广泛

存在,通过个案揭示普遍现象,是一种常见的研究

方法。 反对者认为,个案研究不能被视为一种科学

的研究方法,只能将其看作科学方法的一个步骤,
除非以某种方式对大量的案例研究总结出通用模

式,否则案例研究对于科学的目的而言实际上是毫

无用处的,所得出的结果也被定义为“直觉” “理

解”“对事物的一般感觉”等[5]。 更多的人处于中间

立场,在承认个案研究适用性的同时指出了个案研

究的局限性。 斯塔克认为个案是“一个有界限的系

统”,所谓“界限”,指的是个案与其他个案及其环境

之间的区别;所谓“系统”,指的是个案的组成部分

构成一个相对自成一体的单位,这意味着个案研究

只在系统内具有解释力。 国内研究者认为,不同类

型的个案研究具有不同的价值追求与学术旨趣,王
富伟将费孝通的“类型比较法”、格尔兹的“深描

说”以及布洛维的“扩展个案法”进行比较,认为

“三种研究取向在理论层面实现了超越” [6]。 卢晖

临等通过对“超越个案的概括” “个案中的概括”
“分析性概括”“扩展个案方法”四种个案研究处理

方式进行考察,认为扩展个案研究是个案研究可能

的前景[7]。
理论界对个案研究的分类也不尽相同。 按照

个案的数目,可将个案研究划分为单案例研究和多

案例研究;贝西从研究方法出发,将个案研究分为

“理论探求—理论验证”的个案研究、“故事讲述—
图画描述”的个案研究、评价性个案研究[8]。 更多

的研究者从研究目的出发进行分类:罗伯特·殷认

为,“每一种方法都可以服务于三种目的———探索

性、描述性、解释性,因而有探索性案例研究、描述

性案例研究、解释性案例研究” [2];斯塔克认为,个
案研究旨在捕捉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将个案研究分

为内在的个案研究、工具性个案研究、多案例个案

研究;梅里厄姆认为,个案研究具有叙述、解释、评
估三个研究目的,包括特殊性个案研究、描述性个

案研究、启发性个案研究。 巴特利特(Bartlett)等人

称上述为“传统个案研究方法”,并认为这导致了个

案研究的学术性降低,倡导使用“水平的视角” “垂
直的视角” “横向迁移的比较的视角”开展个案研

究,试图提供“一个涵盖不同研究场域和规模的多

场所田野研究模式” [1]。 对个案研究的不同分类的

背后,是研究者们对何为个案以及个案特点的认识

差异。 对个案研究定义、特点、价值、分类的差异,

使得人们对个案研究在研究方法体系中的定位持

有不同看法。 有研究者将个案研究方法作为整个

教育研究方法的四大分类之一,较为普遍的做法是

将个案研究归为一种质性研究方法。
然而,由于教育研究方法体系分类模糊,理论

界对个案研究的认识尚不统一,个案研究方法的定

位仍不明晰,对个案研究的学理需要进一步厘清和

深化,对个案研究的理论基础、哲学背景有待条分

缕析,以有助于明确个案研究的方法论定位,规范

个案研究方法的运用,涌现出更多的教育个案研究

范例。
二、教育个案研究在方法丛林中的定位

确定教育个案研究的方法论定位,可以从“教
育研究范式” 说起。 “范式” 一词最初由库恩

(Kuhn)提出,具有两种基本意义:一种是狭义,表示

一项特殊的科学成就,通过提出一种研究世界的新

方法启发他人;另一种是广义,表示一个科学共同

体所共有的东西,是由共同的信念、价值、技术等构

成的整体。 为此,教育研究范式是指教育学学术共

同体对教育研究及其理论所持有共同的信念以及

共同的基本理论、观点和研究规范,这一研究范式

同样需要教育哲学及其方法论支撑。 在此,从方法

论层面对教育研究范式进行分析,探讨教育个案研

究的性质与地位。 一直以来,教育研究范式分类多

样,未形成统一标准,“人们对于教育研究方法论分

歧之大”,“是教育学科不成熟的表现” [9]。 教育研

究范式分类一般包括以下几类:“事实性研究”和

“规范性研究”,“量的研究”和“质的研究”,又或者

是“经验的、体验的和逻辑的”“思辨的、批判的、实
证的和行动的”“实证研究”和“非实证研究” [10],等
等。 研究范式分类的多样性恰好反映出教育学科

领域的复杂性,而这一复杂特性需要通过不同的研

究范式进行解释阐述。 教育领域自身就是一个世

界,这个世界只有立体化之后才呈现出多面性,观
察教育世界需要通过不同维度才具有穿透力,才能

真实反映教育世界的繁杂多样。 笔者倾向于把教

育研究范式分为“实证研究范式”“思辨研究范式”
和“行动研究范式”,下面作些具体分析。

(一)“实证研究范式”分析

实证研究范式属于“舶来品”,对其进行分析可

追溯到为西方近代科学孕育发展提供重要思想养

料的经院哲学。 诞生于中世纪教俗之争的经院哲

学,分别继承了柏拉图唯理主义的“唯实论”和亚里

·09·

China Social Science Excellenc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s://www.rdfybk.com/



2022. 11 教 育 学
EDUCATION

士多德经验主义的“唯名论”,二者之间的博弈成为

推动近代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 唯实论认为只要

通过概念之间的演绎、归纳就可以描绘世界图景;
唯名论强调将抽象、不可感知的理念和事物还原到

具体的、可经验之中。 从追溯可以看出,“经验”一
词蕴含着科学的命题和自然主义的精神,强调通过

具体事物寻求知识的确定性,“经验”意味着具备自

然科学的属性,强调了客观性、确定性。 特别需要

指出的是,在此,“经验” (empirical)一词与国内的

“经验”有着本质区别①,国内的“经验”多是从实践

经历中得到的个人认识,强调个人主观意识,等同

于思辨研究。 因此,为了更好地区分,国人通常

将" empirical research"译为“实证研究”。 但这又混

淆了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导致人们在讨论经验研

究时,往往出现“牛头不对马嘴”的情况,此“经验”
非彼“经验”。

关于经验研究和实证研究的关系存在两种不

同的说法。 一种观点将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看作

并列概念,认为实证研究是自然科学研究取向,强
调主客体二者分离,而经验研究是一种更加多元

性、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研究方法,强调主客体统一,
应用于社会科学的实证研究是一种“实证取向的经

验研究” [11]。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验研究是以经验

事实为基础的一种教育学立场,包括以量化研究为

主要标志的实证研究和以质性研究、比较研究、历
史研究为主要标志的诠释性研究,前者依托科学程

序注重可证伪性;后者依托哲学思辨,关注意义

性[12]。 这一观点将经验研究作为实证研究的上位

概念,将量化研究作为实证研究的主要标志。 从实

证研究的发展来看,20 世纪中叶以来,实证研究逐

步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主导范式,社会科学研

究倡导证据,是其科学化的表现。 但问题在于,不
只是量化研究才能得到证实或证伪,逻辑的方法也

是揭示事物本质的常用方法,实践也是探索真理、
发现真理、检验真理的有效方法。 用量化研究概念

涵盖实证研究,显然是对实证研究内涵的狭窄化与

片面化,也是对何为知识的模糊与疑惑。 众所周

知,教育学面临尴尬的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知识的尴

尬地位,似乎任何人都可以说出几句 “教育名

言” [9]。 究其根本,是由于“教育是一门实践,教育

学是一门指向实践和为了实践的学术”,倾向于实

践性的教育学知识殿堂充斥了大量似是而非、通俗

浅显的理论、原理、概念等,于是在众人看来理论的

门槛很低。 选择以精确数字为标志的量化研究固

然有利于打破这样的“偏见”,但是数字承载不了事

物背后全部价值与真相,数字揭示的因果关系同样

可以具有不同的解释。 随着实证化进程的不断演

化,人们对实证研究有了更全面、准确的认识,实证

研究不是一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而是从最严格控制

变量的实验研究、准实验研究到不完全控制变量的

大数据分析的方法体系,它包括考古研究、文献研

究、调查研究、访谈研究、观察研究、视频分析研究、
词频研究、知识图谱分析、统计研究等,是一个不断

丰富、不断创新的方法链条[13]。 实证研究不等于量

化研究,而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包括量化研究和质性

研究。
(二)“思辨研究范式”分析

古希腊哲学家最初描绘的思辨图景可看作思

辨研究范式的雏形。 思辨作为一种理性思考的方

式,是“思辨的真理”,成为西方近代教育领域重要

研究方法之一。 而中国历来都有重思辨的传统,人
文社会学科研究者们偏好采用思辨研究,思辨研究

范式是人文社会科学不可或缺的研究方式。 从认

识论的角度说,通过思辨研究范式厘清概念的基本

形态,得到概念的科学表述,可为规范和指导后续

研究奠定正确的认识基础。 然而,在中国,对思辨

研究范式一直存在较大争议,认为这种个人书斋式

的研究不可靠、不可取。 人们对思辨研究的批驳并

不是对其全盘否定,而是对思辨研究出现的“想当

然式”“口号标语式”的研究成果的质疑,是对一些

埋头于纸堆而罔顾现实与实践的研究的反对。 思

辨研究范式在本体论、认识论的独特价值,决定了

其不同于实证研究范式对具体、可感知事物的探

究,其严密的逻辑演绎与经验的实证互补,为科学

研究另辟了一条有效途径。
(三)“行动研究范式”分析

“行动研究”最早在 1946 年由社会心理学家库

尔特·卢因(Kurt Lewin)提出。 陈向明认为,“行动

研究”与亚里士多德“实践理性”一脉相承,康德将

“实践理性”理解为人的行为决策过程,认为“人们

如何行动不仅与现存的事实有关,而且与应该怎样

行动有关” [14]。 如果说实证研究和思辨研究是从

相关学者和研究者的角度出发,解释教育领域的技

术性和价值性问题,那么行动研究作为一种解决问

题的方法,就是针对教育指向实践这一特性,通过

有意识地制定计划、行动、观察、反思这一螺旋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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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运用科学方法开展行动研究方案,在研究

过程中不断反思、改进教育实践,达到解决实际问

题的目的。 莱文(Levin)认为,行动研究对科学话

语的贡献在于关注与现实问题及联合意义的建构、
解决方案的可行性等方面,是将囿于已有经验的

“行动”和困在象牙塔的“研究”紧密相连[15]。 这种

行动与研究的密切相关,即心理学家卢因提出的

“没有无行动的研究,也没有无研究的行动”。 在国

内,有的学者把行动研究当作一种范式,与实证研

究范式并列;也有的学者把行动研究视为一种方

法,置于实证研究或质性研究之下。 为了提升行动

研究的地位,考虑到教育研究的实践性、情景性,笔
者倾向于把行动研究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看待。

教育研究范式分为“实证研究范式”“思辨研究

范式”“行动研究范式”,分别从“技术规范” “价值

规范”“反思规范”三方面理解教育研究形态。 实证

研究范式包括量化研究和质性研究两种“类方法”,
思辨研究范式强调通过归纳、演绎推理展开概念推

理与理论构建,行动研究范式则以院校研究、现场

研究围绕实际问题实施方案。 个案研究强调在现

实情境中开展,与多种研究方法相结合,以达到对

个案整体性认识、获得解释性理解,这也是质性研

究方法所具有的特征。 个案研究具有的诠释学倾

向和现象学密切相关,即“继承了现象学的传统”,
它与思辨研究的最大区别在于:思辨研究作为一种

理性思考的方式,主要通过概念思辨形成严密的逻

辑体系,而个案研究是通过对案例细节、背景等的

深入描述探究,以达到对个案本身尽可能充分的理

解。 教育个案研究在方法论层面定位于实证研究,

是一种综合的研究方法。 个案的本质寓于事实之

中,对事实的描述和分析是把握本质的过程,在具

体研究过程中可以采取不同的方法进行。
研究范式作为最抽象概括的方法论,构成教育

研究的第一层级;第二层级为“类方法”或“方法

群”,是一种类型方法的集合体,如量化研究和质性

研究;位于第二层级类方法之下的具体研究方法为

第三层级,如访谈法、调查法、观察法等具体方法;
如何运用某种研究方法,即研究方法的操作工具位

于第四层级(如图 1)。 从范式到类方法再到具体

方法、具体操作工具,建构出教育研究方法的四级

分类体系。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划分也只是粗线

条、概括性划分,旨在区分不同层面方法的概念范

畴,明晰教育研究方法的不同类型。 在具体研究方法

中,有的属于单一的方法,有的又包含了多种方法综

合运用。 个案研究就是一种综合研究,田野研究、叙
事研究也是混合了多种研究方法的综合研究。

三、教育个案研究的学理性阐释

把个案研究方法置于教育场域,个案研究受到

教育学科及教育研究的影响和制约。 笔者认为,个
案研究与教育学科属性存在较强的内在关联性与

契合性,为此,可以从教育研究及教育知识的特性

等角度探讨教育个案研究的合理性。 同时,个案研

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也存在着局限性。
(一)个案研究的“研究性”
“学术研究之所以是研究,在于要进行新的探

索,以论证辩理的方式提出新的合理性观点,对问

题做出理性回答或解释,形成新知识、新观念和新

思想。” [16]教育个案研究的诠释主义倾向使其具有

图 1　 教育研究方法分类及其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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诠释学的特点,对某一文本的诠释确定了被诠释者

的独特性,但也存在同一主体对同一文本产生无限

意义、不同主体对同一文本产生不同意义、时空变

化又有新的阐释意义等情况,因此,某种角度上文

本诠释的结果是无限的。 但无限的结果在有界限

的“系统”中不能无限有效,尤其是教育个案研究在

教育场中应基于教育实践及教育语境展开,对教育个

案研究的诠释仅是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并不代表随意

诠释甚至故意歪曲。 任何诠释都是与个案的对话,真
实的显示个案自身,而不是以研究者的意图为标准。
在教育场域中,教育个案研究绝不是研究者的主观自

呓,而是在交流与碰撞后达到教育场域、文本、阐释

者、读者的“视域融合”,甚至进一步融入现象学所谓

的“倾听哲学”,超越“视域融合”达至“听域交融”。
在这一过程中,研究者对个案展开探索,在“碰撞”
“融合”中提供“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思想”。

(二)教育研究的“科学性”
尽管量化研究被认为是一种可靠的研究方法

而受到青睐,但“推崇数据和证据的量化热潮,有时

容易陷入追逐方法效用的工具主义倾向” [12]。 换

言之,量化研究是认识教育以及提高教育研究科学

性的途径之一,但教育研究除了追求“科学—实证

取向”外,还有“伦理—规范取向” “现象—解释取

向”“解放—批判取向”,这些取向彼此交错共同构

成教育场域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因此,教育场域中

一种可信且可证关系的确立,“一方面受制于数据

所反映的事实规律和时间规则,另一方面则关涉研

究涉及的逻辑规则、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伦理

规则以及研究者用以理解和分析经验数据的意义

及其所属实践情境的判断规则或观念合理性” [12]。
教育个案研究在关涉“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伦理规

则”时体现其价值性,教育个案研究具有的整体性、
独特性、价值性特征是进行事实与价值整合,以拓

宽研究范围的有效方法。 影响教育研究取向多样

性的影响因素之一是科学分类的多样性,哈贝马斯

在《知识与兴趣》里将科学分成“经验—分析科学”
“历史—诠释科学”和“批判科学”,三者相互作用

共同确保科学的发展趋势。 比如,在 20 世纪 60 年

代前后,西方通过量化研究,普遍认为个体特征和

社会经济背景是影响学生成绩的最重要因素,而学

校被认为与成绩的关系不大;到了 21 世纪初,同样

研究结果却表明学校对学生的学习成绩存在显著

影响[17]。 这是因为研究者在不同的文化观背景下,

对现实学校的关注越来越大,在大量样本和数据背

后进一步揭示了,学校教师相较于其他因素往往会

产生更大作用,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小学,这一影

响范围在 20% -40%之间[18]。 由此可见,以多种研

究取向、不同文化视角下可以形成不同结论,这也

是确保教育科学化发展的必然途径。
(三)教育知识的“多样性”
知识作为教育精神的重要载体,决定了其形态

绝非是单一的、有限的。 不同的教育研究范式给教

育带来多样化知识类型。 有研究者认为,不同教育

类型之间的根本区别是“它们在不同基础上构建教

育知识”,将教育研究范式分为“经验的”“体验的”
和“逻辑的”三种[19]。 “经验的”教育研究范式带来

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要求研究对象不因研究者

的主观意识而有所改变,即经验具有绝对的外部来

源,此类教育知识主要通过量化研究得来,但不是

唯一方式,通过个案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搜集、整
理、提炼的资料和结论也是这类知识生产途径之

一。 “体验的”教育研究范式带来实践性、体验性和

情境性的教育知识,要求研究者将研究对象的特

征、社会关系、文化背景等纳入其中,将“三角互证”
作为提高这类教育知识可信度的有效途径。 “逻辑

的”教育研究范式带来具有伦理性和价值性的教育

知识,通过精妙论证在伦理规范和价值判断中发挥

作用,尽管这类知识在确定性上稍显劣势,但教育

知识本身的特殊性使得人们不能采用自然科学的

标准。 人们追求教育研究的客观、有效及教育知识

的普遍、确定,是为教育学理论大厦不断拓宽有效

边界,而不是以此窄化、限制教育研究方法,不同研

究范式为教育带来的知识各有侧重,丰富了教育知

识殿堂。 反过来,不同的知识也对教育研究产生影

响,常见的四种研究知识类型为“描述”“预测”“改
进”“解释”,在教育学中承载着不同的功能价值。
“描述”作为最普遍的知识类型,用以表达事物本质

属性;“预测”是依据已有信息预测下一步发展,可
以提前谋划;“改进”涉及“介入因素的有效性”,并
采取相应措施;“解释”是对事物背后的现象及其成

因进行探究,某种程度上包含了前面三种知识。 为

此,必须认识到教育领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使教育知

识具有多样性质,与其固守知识的确定性与普遍性,
不如承认情境性、价值性和伦理性均是教育知识的应

有之义,承认不断变化的情境、不同的价值和不同的

观点视角都对知识产生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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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教育研究的“实践性”
教育个案研究在教育自然情景中进行,带有明

显的实践性。 随着研究的进行不断反思并改善,应
从更深远的角度去思考这些现象的本质是什么、如
何与被研究者联系在一起以及如何联系。 教育个

案研究是对教育现象的深化,对教育个案研究的不

同争议反映出人们对世界的不同预设,进而导致方

法论上的差异。 预设“真实世界”的人主张用数字

和力学来理解和建构现实世界,或是试图将所有的

事物最终都归结在一个模型之中。 事实上,这也是

许多自然科学研究者一直努力的事。 自然科学总

是期待从统计结果中得到“超然”知识以大范围推

广,只是当这种以强有力的数据来捍卫“量化研究”
不可撼动的地位、将数字作为最科学有效的计算符

码时,反而迷失了数据背后的真实意义。 对世界多

元的预设更关注“人们有意义地、主动地和互动地

参与社会世界”,强调以“诠释、语境、叙事、移情”的
语言赋予意义,个案研究具有的“解释、描述、列示、
探索”四种用途,可与任何研究方法结合以解释研

究问题,包括将教育个案研究“与大量数据相结合

的创新方式” [20]。 没有一种方法必然是理想的,选
择不可避免的涉及损失和收益,但这也为方法之间

的共享提供了更为可靠的逻辑基础,为选择不同的

方法增加了可能性。
当然,教育个案研究也有其局限性。 首先,教

育具有复杂性、差异性、多样性等特征,人们难以对

教育个案的指向及解释达成共识,对个案而言很难

穷尽涉及的所有要素、层次类型,将个案研究结论

外推覆盖全部类别、事件必须谨慎处理,教育个案

的外推结论的可靠性受到种种因素影响。 其次,每
一种科学研究方法都有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将仅用

个案研究方法得到的结果视为全面准确的客观描

述与内涵揭示,是对个案研究主观性、情境性的忽

视,容易陷入研究方法万能论的工具陷阱。
四、教育个案研究方法的运用

个案研究作为需要大量使用叙述、观察、访谈

等手段的一种综合研究方法,如何与其他研究方法

区分呢? 例如,个案研究通常包含大量的叙事内

容,为何它是个案研究而不称为叙事研究? 对院校

开展的研究为何既可称为院校研究又可称为个案

研究? 为何根据某个现象而收集大量数据进行分

析也是个案研究? 个案研究与各种方法的关系,是
需要加以审视的问题。

(一)走上前台的个案研究:不止于“个案”
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综合研究方法,与观察法、

访谈法、实验法等方法是相互交叉与重叠的,只是

个案研究是从个案的角度加以概括,彰显出个案的

意义与价值,凸现个案的性质与原貌,从而让个案

置于中心地位。 这时,案例走上了前台,成为现象

与理论的一个载体与参照,研究方法反而退居其

后,隐在个案之中,被个案所覆盖,并用个案研究作

为称谓。 案例最重要的用途是可以解释现实生活中

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非常复杂,以至

于用实验法或调查法都无法很好解释,通过案例描述

现实情境,揭示因果联系复杂多变的背后因素,对其

进行深度探索。 在此,个案研究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

研究方法,使研究具有某种平民性与人文性、通俗性,
从而使理论更有立体感、包容度与穿透力。

在个案研究法中,个案只是一个载体与对象,
可以用多学科交叉的方法对个案加以研究。 个案

所涵盖的维度与层面是多种多样的,可以从不同的

学科与视角加以研究,也可以从教育学的不同角度

与方法进行分析。 但教育个案研究作为一种相对

独立的研究方法,其共性就是采取自下而上的研究

者个人视角,形成对案例整体性的理解和阐释。 有

人诟病教育个案研究的“碎片化” “典型性”问题,
其实是个伪问题。 任何研究都无法穷极所有的事

物,任何类型的研究都是特定研究对象的产物,任
何研究也都隐含着研究者个体对研究问题的主观

倾向。 教育学作为人文学科,其研究对象与结论都

会带有某种情境性与主观性。 “天下乌鸦一般黑”
是对乌鸦是黑色的这一研究结论的说明,但后来研

究表明世上存在着白色乌鸦,说明原先的结论被证

伪。 所以,个案并非以追求普遍结论为要旨,而只

是试图提供某种阐释与说明。 一些对个案研究的

非议其实是对个案研究缺乏深度理解与内涵把握

所导致,是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的简单移植套用而产

生的偏见。 一个好的个案研究,在于对个案的深度

挖掘,进而呈现较为完整的场景,揭示背后的深层

原因,提供人们丰富的联想与启示。 个案研究在方

法与形式上越是“四不像”,越可能会产生高质量的

研究成果。 笔者在 1996 年阅读到《王小刚为什么

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查》时深为震

惊,为此开启了教育研究的另一番天地。 个案研究

与通常所说的举例存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以教育哲

学为依托、以研究范式为遵循、以研究方法为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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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形成的体系,后者只是用来说明某一原理或揭示

某一现象的一个具体片段。
(二)个案研究功能:“关键个案”的解释力

从功能来看,个案具有“缩影” “类型” “典型”
或是“窗口”等不同功能假设与方法立场。 个案研

究之所以成立,有的人认为,个案是某一现象的“缩
影”,秉持解释整体的立场,将个案作为整体的“缩
影”蕴含了整体的所有信息。 然而,作为在复杂、多
样的教育场域,将个案视为社会全景“缩影”在理论

与实际中都难以让人信服,个案无法囊括整体所有

的属性,因此,个案更宜视作某一类型的“典型”。
事物纷繁多样,但终究可以分门别类,按照属性、功
能、结构等差别进行分层分类,并把某一类型的“典
型”特征通过个案加以具象与说明。 “典型”功能假

说包含两层含义,一方面,通过在某一类型中抓取

核心要义,使个案具备相对较多的基本属性以获得

更多解释力;另一方面,“典型”突出个案的性质及

局限,使人们在近乎端点的状态中观察、反思,以求

得新认识。 当然,个案也可以作为观察整体的一个

“窗口”,通过个案这一特定视角来了解事物全貌。
对研究方法功能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个案研究

对象。 一般来说,对个案的选择以“关键个案”为参

考。 帕顿(Patton)将关键个案定义为“那些能够引

人注目地提出一个观点,或者处于某种原因,在事

物的计划中特别重要的案例”,在他的意义上,关键

个案对问题有重要意义,可以对关键个案的主张来

提供证伪或进行归纳,经由关键个案提供证伪或归

纳的个案研究无涉外推[1]。 同时,通过关键个案归

纳出具有此类现象共同属性的结论,对同类事物是

有解释力的,读者可根据实际情况对研究结果选择

性的认同,达到“视域融合”或“听域融合”,正如陈

向明教授在《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

生的个案调查》一文中谈到研究结果的推广性时说

的“启迪与共鸣”。 然而,马丁·特罗的“高等教育发

展三阶段理论”是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案例归纳的

结果,但在中国并非适用,不具推广性。 因此,单从个

案及其功能着手是远不能够的,必须明确教育个案研

究的范式。 “所有的危机都始于‘范式的模糊’” [21]。
(三)几种研究方法辨析:解释范式的角度

正如前文所述,个案研究与叙事研究、行动研

究之间,甚至是个案研究背后方法之间都存在着模

糊的灰色地带,这些灰色地带导致人们对个案研究

的独特性与闪光点认识不足,从而导致案例研究的

走形与异化。 雅培(Abbott)和科尔内利森(Cornel-
issen)对解释范式的分类为此提供了帮助。

雅培从语言学角度对解释范式进行类比,认为

一个解释范式就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式[22]。 科尔

内利森认为这些解释范式间的区别巧妙地将不同

形式的解释以不同的理论构建方式区分开来[23],包
括 语 义 ( semantic )、 语 法 ( syntactic )、 语 用

(pragmatic)三种解释。 其中,语义解释是针对一个

现象提供丰富且细节化的描写,语法解释强调的是

一个解释性描述中的逻辑形式以及这个解释各部

分组合的方式,语用解释则是聚焦于完全务实地提

出针对干预或行动的目标性解释。 三种解释均存

在两种变形,一种是具体的,另一种是较为抽象的,
由此形成了六种解释范式:语义—具体解释范式、
语义—抽象解释范式、语法—具体解释范式、语

法—抽象解释范式、语用—具体解释范式、语用—
抽象解释范式。 借此理论可以用来澄清三对范畴。
一是个案研究与叙事研究。 叙事研究是让故事本

身来说道理,案例研究不仅要有故事(案例),还要

对故事蕴含的道理加以分析和讨论。 所以个案研

究可以用叙事研究的方法进行,但不局限于叙事研

究,它从具体的案例出发,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

抽象,围绕案例的所有相关因素与细节进行阐述与

分析。 从解释范式来看,叙事研究为语义—具体解

释范式,个案研究为语义—抽象解释范式。 以格尔

兹(Geertz)对印度尼西亚巴厘岛斗鸡的描述为例,
叙事研究作为语义—具体解释范式可以再现斗鸡

本身,而在观察到的相同“数据”中,个案研究还需

呈现一系列复杂的身份认同和社会形态,这支配着

村民的亲属关系与村庄生活,其理论建构方式进一

步引起了社会层面的共鸣,这就进入到语义—抽象

范式。 二是个案研究与院校研究。 院校研究主要

针对特定院校的具体问题,以量化研究为主,以院

校发展实践需求为导向开展的研究[24]。 本文认为

除上述特征外,院校研究还应以内部人员为主,目
的是为了帮助学校更好地理解自身的运行情况,以
支持院校规划、政策制定和决策,根本目的是为高

校人才培养提供决策支持与管理咨询[25]。 院校研

究围绕实际问题开展研究,以实践性、应用性为主

要特征,追求研究结果的“应用性”“行动性”“改进

性”,属于行动研究范畴,与个案研究从属于不同的

范式。 用解释范式来说,院校研究的描述文本属于

关注干预或行动的语用解释。 三是个案研究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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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分析与文字叙述。 针对某一现象收集大量数

据的研究也是一种个案研究,例如根据某一现象对

几十名教师进行访谈,将内容整理为文字后做进一

步分析。 该例的研究对象———某一现象———可视

为一类个案,以丰富的数据代替细节的叙述性解

释,将访谈文本作为语法描述事件提供一个程式

化、功能性的解释,从解释形式来看属于语法解释。
五、教育个案研究的文本规范

为什么人们对个案研究抱有怀疑态度,一方面

固然与方法论有关,另一方面与不规范的个案研究

相关。 对个案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教

育个案研究方法的态度,其中较为有代表性的观点

认为个案是“研究者根据研究目的选取出来的作为

直接研究对象的个别案例”,无法成为真正合格的

“某一现象”缩影,“说到底只是研究者用来窥视其

自身与个案都安放于其中的那个世界的一个窗

口” [26]。 这种将个案理解为被直接研究的个别案

例,却将个案研究方法放在宏大叙事层面上加以批

驳,是对个案研究的一种误解。 教育领域具有复杂性

与特殊性决定了不能简单用数字符码进行表示,在教

育学中,个案有时就是一个整体,个案是有生命的且

是具有推广性的,我们需要提供教育个案来认识、解
决、推动教育领域中存在的现实问题。 个案研究既是

学习个案的过程,也是人们学习的产物[27]。
(一)两种文本理论框架

尽管理论界将个案研究确定为一种独立的研

究方法,并强调个案研究具有的灵活性和开放性等

优势,但这种灵活性和开放性的特点反而让新手感

到不适。 因此,需要构建一个良好的理论框架指导

个案研究以提高其一致性、严谨性,增加公众对个

案研究的信任度。 个案研究存在两种流行的理论

指导框架,一种由斯塔克、梅里厄姆基于社会建构

主义范式形成,具有浓厚的解释主义倾向;另一种

由殷、艾森哈特(Eisenhardt)从后实证主义的观点

出发提出的结构化个案研究,这两个流派的研究成

果促进了个案研究的普及,也促进了个案研究理论

框架的发展[28]。 目前,这两种理论框架在国外个案

研究中均有使用。 吉拉德(Gillard)等人使用殷的

理论框架对艾滋病青少年营地开展个案研究,研究

结果提供了详细的背景描写,并通过不断将案例与

研究问题进行比较而得到发现,案例成为了分析的

单位。 该研究不打算对卫生政策产生影响,但是可

以为之后的青少年艾滋病患者夏令营提供信息[29]。

也有研究者明确表示斯塔克的标准更好,提出个案研

究的使用步骤,即界定个案、选择个案、收集和分析数

据、解释数据、报告研究结果[30]。 国内对个案研究质

量框架的相关研究较少,许悦婷等人通过对比分析近

20 年(1998-2018)个案研究在外语教育研究领域的

使用情况,基于斯塔克、殷、帕顿等人理论上提出了个

案研究方法的评价框架;也有研究者直接对教育个案

研究的使用程序的规范性进行了探讨,提出进行教育

个案研究可以分为确定研究设计、收集和分析资料、
撰写个案研究报告三个基本程序。

(二)作为规范化的综合研究

斯塔克的理论框架可以作为个案研究的规范

要求,该框架共包括“个案是否有充分的定义?”“作
者的断言是否正确? 存在过度解释或者低估吗?”
“是否提供了充分的原始数据?”等在内的 20 条标

准。 国外研究者在斯塔克列出的标准基础上,整合了

梅里厄姆和克雷斯韦尔(Creswell)的研究成果,进一

步完善了个案研究理论框架[28]。 以陈向明教授的

《王小刚为什么不上学了———一位辍学生的个案调

查》作为分析对象发现,在研究方法上采用目的性抽

样和开放式访谈;在研究报告撰写上,使用了现实的

故事、坦诚的故事、印象的故事、批判的故事、规范的

故事这种叙事体成文形式,较多篇幅用于描述和分析

事实细节;在研究目的上,作者希望与王小刚有着类

型情形的人可以通过此研究获得一些启发。 教育个

案研究一方面确认和描述现象,以便人们了解事物和

发现、解决问题,并将个案推广到现实生活中,解决普

遍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启发人们的认识,对研究对象

寻求新的解释、观点和意义等,促进理论的发展[31]。
格尔兹曾讲述过一个英国绅士在印度殖民地

的故事[32]:
当这个英国绅士听说这个世界是停在四头大

象背上,而这些大象却站在一只大海龟的背上时,
他问到那只海龟站在哪里? 回答是站在另一只海

龟上面,那另一只海龟站在什么上面呢? “啊哈,先
生,从那之后一直往下都是海龟。”

格尔兹认为,人们对文化的理解在人与人之间

的社会互动中进行,换句话说,文化的意义由生活

于其中的人来赋予,不一定非要将其还原成某种结

构,因而没有纯粹客观的文化分析。 马克斯威尔进

一步强调,不一定非要找到最下面那只海龟,只需

要找到一只使你可以安全站立其上的海龟。 作为

科学研究方法之一,教育个案研究要善于找出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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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丰富个案的理论解释力与穿透力,走出自呓

的怪圈,遵循教育个案研究的范式,找到一只可以

使教育个案研究安全站立其上的海龟,做出经得起

实践检验的研究成果,在教育领域中或可形成一个

自身独特的世界。

注释:
①由于国内外对“经验”一词理解的差异,本文中的“经验

研究”统一指代" empirical research" ,蕴含具有科学的命题和

自然主义的精神,国内通常译为“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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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

构建优质均等的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体系

陈如平　 　 安雪慧　 　 张　 琨

　 　 【摘　 　 要】当前,我国已建成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和远程

教育为补充,统筹推进,普特融合的特殊教育体系,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体系日趋完善。 从未来建设高质

量教育体系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角度看,特殊教育还存在一些地区和群体普及基础薄弱、教育教学质量

有待提高、支撑保障能力有待完善等问题。 “十四五”及更长时期内,要构建优质均等的基本公共特殊教育

服务体系,建议拓展国家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范围和标准,优化区域特殊教育服务供给质量,完善特殊教

育督导评价和特殊儿童评估鉴定制度,加强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培训,完善特殊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多部门协

同推进特殊儿童健康发展。
　 　 【关 键 词】特殊教育;公共服务;残疾儿童;普教融合

　 　 【作者简介】陈如平,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政策、基础教育、教育领导与管

理,E-mail:rupingchen@ 126. com;安雪慧,通讯作者,博士,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研究方向:教育政

策、区域教育、教师管理,E-mail:anxh@ moe. edu. cn;张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北京　 100088)。
　 　 【原文出处】《中国特殊教育》(京),2022. 5. 3 ~ 10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逐步提升,享有

基本公共服务是人民群众的权利,提供基本公共服

务是政府的重要职责。 公共教育服务是政府公共

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要

评判内容,关系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全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优先发

展教育事业”,“推动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
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

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

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1]。 2021 年习近平总

书记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

员时强调,要“坚持教育公益性原则,着力构建优质

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 [2]。 近日,全国县

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水平全部通过国家督导评估

认定[3]。 这是继我国全面实现“两基”后,基础教育

改革中的又一重要里程碑,标志着我国基础教育进

入优质发展阶段。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

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明确提出我国已

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

段。 未来,各级政府如何主动适应国家高质量发展

要求,优化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在发展规划、财

政投入、资源配置上优先保障,进一步加大对薄弱

环节和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仍是努力让每个孩子

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重要内容。 特殊

教育作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残疾儿童及

青少年提供适宜的教育,是国家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不可或缺的内容。 近年来,国家连续组织实施了

两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特殊教育的普及水平、
保障条件和教育质量得到显著提升。 从未来建设

高质量教育体系和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角度看,特
殊教育还存在一些地区和群体普及基础比较薄弱、
教育教学质量有待提高、支撑保障能力有待完善等

问题。 2021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部等

部门《“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4]

(以下简称《特教提升计划》),即特殊教育第三期

行动计划,重点解决特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

问题,为构建优质均等的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体

系提供了更加完善的政策保障。
一、普特融合的特殊教育服务体系逐步建成

目前,我国已建成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

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门和远程教

育为补充,统筹推进,普特融合的特殊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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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儿童及青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显著提高,
非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稳步拓展提升。 相对于普通

教育,特殊教育的内容、形式不同,服务的边界、方
式随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也在不断调整变化,逐
步建成了相对完善的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

体系。
(一) 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制度框架逐步

建成

为残疾儿童及青少年提供适宜的教育,是国家

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 国家各

个阶段的基本公共服务规划均对残疾儿童及青少

年的教育做了明确要求,从服务内容、群体和标准

等方面做出了具体规定,特殊教育的制度保障体系

逐步完善。
2012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国家建立基本公共教

育制度,保障所有适龄儿童、少年享有平等受教育

的权利,提高国民基本文化素质。”该文件对残疾人

基本公共服务内容和范围做了具体要求,主要包括

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和教育资助。 在义务教育

阶段特殊教育方面,提出“为适龄残疾儿童、少年免

费提供义务教育”,“大中城市不能到校上学的残疾

儿童、少年接受送教上门服务”。 对义务教育阶段

特殊教育的提供方式做了拓展,增加了送教上门服

务。 在资助方面,在国家义务教育“两免一补”基础

上,针对残疾学生特殊需要,进一步完善助学内容、
提高标准,提出:“完善残疾学生助学政策,保障残

疾学生和残疾人家庭子女免费接受义务教育,逐步

实行残疾学生高中阶段免费教育”;“为家庭经济困

难儿童、孤儿和残疾儿童接受学前教育提供资助”;
对于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青少年,“义务教

育、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寄宿生享受生活费用

和特殊学习用品、教育训练补助;高中阶段教育学

费、杂费、课本费免费”。 具体资助方式和标准由地

方确定。 从责任主体看,资助支出由中央和地方财

政共同负担[5]。 2014 年,《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
2016 年)》明确提出,要加大特殊教育经费投入力

度,切实保障特殊教育学校正常运转,义务教育阶

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标准要在三

年内达到每年 6000 元,随班就读、特教班和送教上

门的义务教育阶段生均公用经费按该标准执行,有
条件的地区可进一步提高[6]。 目前,各地义务教育

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均按每生

每年 6000 元标准执行。

“十三五” 时期,国家在“十二五” 基础上提

出,要为家庭经济困难的残疾儿童、青少年提供包

括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在内的 12 年免费教

育[7]。 虽然范围是家庭经济困难(含建档立卡和

非建档立卡户)群体,但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内容

向上延伸到高中阶段教育,实现了家庭经济困难

残疾儿童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 12 年免费教育。
此外,从资助群体和学段看,增加了残疾儿童普惠

性学前教育资助;从补助内容看,在特殊学习用

品、教育训练费基础上,增加了交通费;从责任主

体看,资助支出由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央财政适

当补助。
2021 年 3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 20 个部门

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2021 年版)》 [8](以
下简称《国家标准 2021》),延续了“十三五”时期针

对残疾儿童及青少年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内容、残
疾儿童普惠性学前教育资助和相关补助。 具体资

助、补助标准由各地人民政府确定,支出责任由地

方人民政府负责,中央财政适当补助。
(二)特殊教育体系日趋完善

(1)融合教育成为特殊教育主体形式,残疾儿

童与普通儿童共同成长

2017 年,修订后的《残疾人教育条例》首次明

确提出“积极推进融合教育” [9]。 近年来,各级政府

不断完善随班就读制度保障体系,加强普通学校特

殊教育资源教室建设,配备专兼职教师,在普通学

校就读的残疾学生规模不断扩大,残疾学生在普通

学校就读的比例超过 50% 。 2020 年,小学特殊教育

在校生总数为 60. 4 万人,其中随班就读和附设特

教班在校生为 30. 4 万人,占 50. 3% ,农村和城市随

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的小学在校生所占比例分别

为 56. 8%和 36. 0% ;初中阶段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

为 26. 0 万人,其中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在校生

为 13. 5 万人,占 52. 0% ,农村和城市随班就读和附

设特教班的初中在校生所占比例分别为 59. 5% 和

36. 4% [10]。
(2)特殊教育学校专业化水平提升,教育服务

能力提高

2020 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为 2244 所,其中

盲人学校 26 所、聋人学校 389 所、培智学校 568
所、其他特殊教育学校 1261 所[11]。 从下页表 1 中

接受特殊教育的在校生人数上看,特殊教育学校

和普通小学、初中提供的随班就读服务为视力、听
力、言语、肢体、智力、精神残疾和多重残疾儿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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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提供相应学段的教育,教育服务能力增强,尽
可能让残疾儿童及青少年选择并接受适宜他们需

要的教育。 2021 年,全国共有残疾人中等职业学

校(班)161 个,在校生 17934 人,毕业生 4396 人,
毕业生中 1005 人获得职业资格证书[12]。 残疾青

少年接受职业教育后,未来在社会的就业能力得

到提升。
(3)“送教上门”作为特殊教育补充形式,为重

残儿童提供均等的教育服务

“送教上门”是由县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安排、
由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中小学校通过提供送教上

门或远程教育方式,对不能到校就读的适龄重度残

疾儿童、青少年实施义务教育,并将其纳入学籍管

理。 教育部等多部门印发的《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4-2016 年)》明确要求:“县(市、区)教育行政

部门要统筹安排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教育资

源,为确实不能到校就读的重度残疾儿童少年提供

送教上门或远程教育等服务,并将其纳入学籍管

理” [13]。 2017 年修订的《残疾人教育条例》规定:
“派出教师和相关专业服务人员支持随班就读,为
接受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的残疾儿童、少年提供辅

导和支持” [14]。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
2020 年)》继续对送教服务做出更进一步要求,对
不能到校就读、需要专人护理的适龄残疾儿童少

年,采取送教进社区、进儿童福利机构、进家庭的方

式实施送教上门制度[15]。 近年来,“送教上门”成

为特殊教育的重要补充形式。 下页表 2 数据显示,
从 2017 年到 2020 年,接受送教上门服务的残疾儿

童数量快速上升,送教上门在校生数从 3. 19 万人①

提高到 20. 26 万人,占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的比例

从 5. 34%提高到 23. 0% ,有效确保了不能到校就读

残疾儿童在家接受相应教育。 2020 年,接近四分之

一的残疾学生接受送教上门,即大约四个残疾儿童

中就有一名接受送教上门教育服务。
　 　 表 1 特殊教育学校及小学、初中随班就读在校生情况(2020 年)

学前教育 小学教育 初中教育 高中教育

在校生数(人) 结构(% ) 在校生数(人) 结构(% ) 在校生数(人) 结构(% ) 在校生数(人) 结构(% )

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合计 4416 -- 218131 -- 87185 -- 11043 --

视力残疾 91 2. 06 5620 2. 58 2686 3. 08 1011 9. 16

听力残疾 1140 25. 82 20560 9. 43 14385 16. 50 4942 44. 75

言语残疾 76 1. 72 4252 1. 95 1423 1. 63 125 1. 13

肢体残疾 69 1. 56 7661 3. 51 2363 2. 71 127 1. 15

智力残疾 2199 49. 80 154205 70. 69 59093 67. 78 4354 39. 43

精神残疾 529 11. 98 7034 3. 22 1877 2. 15 199 1. 80

多重残疾 312 7. 07 18799 8. 62 5358 6. 15 285 2. 58

随班就读在校生合计
小学随班就读 初中随班就读

-- -- 300688 -- 135068 -- -- --

视力残疾 -- -- 20254 6. 74 12499 9. 25 -- --

听力残疾 -- -- 33853 11. 26 13398 9. 92 -- --

言语残疾 -- -- 17265 5. 74 6810 5. 04 -- --

肢体残疾 -- -- 84491 28. 10 51298 37. 98 -- --

智力残疾 -- -- 111490 37. 08 40431 29. 93 -- --

精神残疾 -- -- 13890 4. 62 4680 3. 46 -- --

多重残疾 -- -- 19445 6. 47 5952 4. 41 -- --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备注:--表示该项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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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特殊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与问题
(一)中西部和农村是特殊教育攻坚区域

目前,我国特殊教育仍处于发展的初级阶段,
普及质量仍比较薄弱,中西部及边远、农村地区残

疾儿童青少年义务教育普及水平还不高。 2020 年,
全国特殊教育在校生有 88. 1 万人,其中城市有

28. 8 万人,农村有 59. 3 万人。 分省份看,有 18 个

省份特殊教育在校生比 2015 年增长了 1 倍以上,其
中河南、西藏和新疆增长了 2 倍以上。 分城乡看,
新增特殊教育在校生主要分布在农村和中西部地

区,农 村 新 增 特 殊 教 育 在 校 生 占 新 增 总 数 的

72. 3% ,中西部农村新增在校生占中西部新增总数

的比例超过 75% [16]。 但从特殊教育学校的分布

看,区域间仍存在不平衡问题。 比如,中西部地区

特殊教育学校布局少、班级少,特殊教育学校规模

大、班额大;特殊教育仍主要攻坚义务教育,向学前

教育和高中教育阶段延伸存在困难,学前和高中教

育在校生占比仍偏低。 详见表 3。 “十四五”期间,
特殊教育发展不仅要将已取得的成果巩固下来,还
要扩大特殊教育学位供给。 对中西部地区和农村

地区来说,既要保障义务教育,还要因地制宜向学

前和高中阶段教育拓展。
(二)多残、重残和精神残疾儿童是普及提高

难点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特殊教育服务从原

先重点为视力、听力、智力残疾儿童及青少年提供

教育,拓展为面向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精
神、多重残疾以及有其他特殊需要的儿童及青少年

提供教育。 特殊儿童群体范围扩大,多残、重残儿

童受教育机会明显增加,这也意味着特殊教育难度

的增加。 下页图 1 表明,近年来,除视力残疾和听

力残疾外,其他各类残疾儿童所占在校生比例均在

提升,其中多重残疾占比提高幅度最大,为 3. 72% 。
通常情况下,重残、多残儿童不适合在普通学校随

班就读,普通学校也缺乏接受过特殊教育方面专业

培训的教师,很难为随班就读重残儿童提供专业支

持,这就需要建设专门特殊教育学校来为这些儿童

提供专业教育服务。 比如,近年来儿童孤独症发病

率提高,不同于传统特殊教育,孤独症儿童教育对

专业知识要求高,给特殊教育带了许多挑战。 新领

　 　 表 2 特殊教育送教上门情况

年份 毕业生数(万人) 招生数(万人) 在校生数(万人) 特殊教育在校生总数(万人) 送教上门比例(% )

2020 年 2. 18 3. 45 20. 26 88. 08 23. 0%

2019 年 0. 93 1. 84 9. 67 79. 46 12. 17%

2018 年 0. 56 1. 35 6. 20 66. 59 9. 31%

2017 年 0. 32 0. 96 3. 19 57. 88 5. 34%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7-2020 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表 3 分区域特殊教育情况(2020 年)

地区 学校数(所) 班数(个) 毕业生数(人) 招生数(人)
在校生数(人)

合计 学前教育阶段 小学阶段 初中阶段 高中阶段

东部 895 13187 35964 47989 277870 2578 187478 80269 7545

中部 712 9713 32509 43528 275747 1220 194558 77675 2294

西部 637 8320 52938 57529 327183 822 222208 102255 1898

总计 2244 31220 121411 149046 880800 4620 604244 260199 11737

占比(% )

东部 39. 88 42. 24 29. 62 32. 20 31. 55 55. 80 31. 03 30. 85 64. 28

中部 31. 73 31. 11 26. 78 29. 20 31. 31 26. 41 32. 20 29. 85 19. 55

西部 28. 39 26. 65 43. 60 38. 60 37. 15 17. 79 36. 77 39. 30 16. 17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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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特殊教育学校各类在校儿童占比情况(%)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发展规划司编,《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 年 12 月。

域急需专业人员参加,需要普通学校、特殊学校和

其他专业人士的共同配合参与,才能达到预期效

果。 更要认识到的是,很多重度残疾儿童不适合

在普通学校、特殊学校就读,需要“送教上门”,确
保其接受义务教育。 实践经验表明,“送教上门”
方式需要经常性入户,适合就近选择安排专业教

师和人员提供相应教育和康复训练甚至干预治

疗,这就需要多部门、多机构人员共同参与,协同

完成送教上门服务工作。 2020 年,我国适龄残疾

儿童义务教育阶段入学率为 95% ,《特教提升计

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全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

育入学率要达到 97% [17],要实现这一目标,未来

特殊教育普及提高的重点群体是重残、多残儿童

及青少年。
(三)特殊教育服务所需专业人员短缺

特殊教育的专业性和高成本很容易导致所需

专业人员短缺。 第一,特殊教育教师数量不足。 由

于特教“送教”成本比较高等原因,容易出现专业人

员短缺。 第二,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水平仍需提高。
融合教育需要专业指导,但普通学校教师中接受过

特殊教育课程和培训的教师比例低,教师在融合教

育过程中遇到问题时往往不知如何解决或是解决

问题效率低。 数据表明,2020 年,全国特殊教育专

任教师有 6. 6 万人,其中接受过特殊教育专业培训

的教师为 5. 2 万人,占 78. 7% 。 分省份看,北京、上
海、浙江和海南的特殊教育专任教师接受过特殊教

育专业培训的比例超过 90% ,辽宁、黑龙江、甘肃和

青海比例低于 65% ,区域差异较大[18]。 第三,特殊

教育教师需要与家长和社区充分沟通交流,专业工

作量大。 在现实中经常会发生普通学校家长不同

意普通班级接受甚至排挤特殊儿童的情况。 这就

需要专业人士提供多种巡回指导教育,消除普通孩

子及家长的一些疑虑,以专业服务促进普通儿童和

特殊儿童的共同成长。
(四)区域特殊教育教学资源不充足

正因为残疾儿童及青少年教育的特殊性和形

式的多样化,其所需的教学资源种类多、标准高,对
使用者的专业资格有一定要求。 在县域层面,特殊

教育资源中心成为提供特殊教育服务的重要资源

基地。 但随着特殊教育服务对象从传统的视力、听
力、智力残疾三类残疾儿童扩展至各类适龄残疾儿

童及青少年,一些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对有学习

障碍、阅读障碍、行为障碍等特殊需要儿童提供教

育服务的供给短缺、能力不足,要么从资源中心获

得的支持不够,要么区域内没有资源中心,跨区域

获得资源比较困难。 从区域层面资源中心的实际

建设来看,虽然《残疾人教育条例》和《特教提升计

划》都明确要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统筹

安排支持特殊教育学校建立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在
一定区域内提供特殊教育指导和支持服务” [19-20],
但都没有对特殊教育资源建设标准作出具体规定

和要求,导致各地资源中心建设软硬件差距大,专
业人员缺乏,资金短缺,缺乏专业评估工具、教(学)
具、康复训练设备和心理室等,这影响了资源中心

提供专业特殊教育服务的内容、形式、质量以及效

果。 《特教提升计划》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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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市、县、校五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建设。 依托高

校和科研机构建设若干个国家级特殊教育资源中

心,依托现有特殊教育资源加快建设省、市、县级

特殊教育资源中心,鼓励依托设在乡镇(街道)的

小学和初中因地制宜建设特殊教育资源中心,逐
步实现各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全覆盖” [21]。 另

外,由于市场利润少等原因,现有残疾儿童及青少

年教育的特殊教具、学具仍存在形式单一、质量不

高等问题,不能满足特殊教育多种需求,需要国家

和地方鼓励企业和相关科研机构加大研发力度,
开发相关教学用具、康复仪器设备和心理健康发

展工具等。
(五)特殊教育经费保障机制仍需完善

近年来,虽然特殊教育公共经费支出持续增

长,但随着特殊教育学段的拓展、特殊教育形式多

样化供给的发展,特殊教育成本上升是一个必然趋

势,由此带来特殊教育经费与需求不相适应。 从区

域看,有研究发现,我国生均特殊教育经费的空间

分布呈现出显著的“东部高、中西部低”的非均衡特

征,区域间差异表现为西部地区内部差异高于东

部、东部高于中部的分布特征[22]。 从特殊教师津贴

看,部分地区将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教师、送教上门

教师纳入享受特教津贴范围,但一些地区非特殊教

育学校编制教师仍无法享受特殊教师津贴,影响了

一些教师的积极性。 虽然特殊教育第二期提升计

划明确提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根据学校招收重

度、多重残疾学生的比例,适当增加年度预算”,但
大部分地区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仍为 6000 元,
尤其是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特殊教育运行成本高,经
费支出压力大。

三、构建优质均等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体系
的优化路径

目前,我国已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家也启动了

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的决策部署,着力构建

优质均衡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体系[23],保障适龄儿

童及青少年享有公平而优质的义务教育。 “十四

五”时期及未来更长时期内,各级政府要提高战略

意识和思想认识,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以持续提高残疾儿童及青少年

教育普及水平、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着力构建优

质均等的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体系,确保残疾儿

童及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利,为每一个儿童及青少年

提供适宜的保育、教育、康复和干预措施,促进他们

的健康成长。

(一)拓展国家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范围和

标准

建议国家层面适当扩延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

务范围,大力发展非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 从

2016 年起,我国已实施了家庭经济困难残疾儿童及

青少年义务教育和高中阶段教育的 12 年免费教

育,这为义务教育的向上和向下延伸提供了很好的

实践基础。 在巩固残疾儿童接受义务教育的基础

上,特殊教育向学前教育阶段的拓展服务要尽早与

保育、康复和干预服务结合,终止不良发展,为儿童

后期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向高中教育阶段的拓

展要与职业教育培训紧密结合,为未来就业奠定职

业技能基础。
(二)优化区域特殊教育服务供给质量

国家鼓励和支持中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优化

布局特殊教育学校建设,科学合理布局建设特殊教

育学校,推进现有特殊教育学校的达标建设,补齐

特殊教育短板。 中央财政可支持完善欠发达地区

和革命老区、边境地区、生态退化地区、资源型地

区、老工业城市等地区特殊教育学校建设布局,做
好兜底保障。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因地制宜,完善

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送教上门服务的教学、指导和

儿童发展标准,确保每一个残疾儿童都能得到最大

限度的发展,既认识其差异性,也保证每一个儿童

的教育服务质量,避免形式上的“统计就读”。 在教

育资源供给上,要加快实现区域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全覆盖,能够为县域普通学校特别是农村地区学校

承担随班就读、送教上门等工作提供巡回指导、教
师培训和质量评价。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充分应用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新

技术,推进特殊教育智慧校园、智慧课堂建设。 开

发特殊教育数字化课程教学资源,扩大优质资源覆

盖面。 在国家中小学教育智慧平台开展特殊教育

专栏或在相关栏目中增加特殊教育资源,为特殊教

育学校、教师和区域教育资源中心提供支持。
(三)完善特殊教育督导评价和特殊儿童评估

鉴定制度

国家高度重视特殊教育义务教育阶段督导评

价。 2012 年,国家印发《县域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

导评估暂行办法》,规定“三类残疾儿童(智力残疾、
视力残疾、听力残疾)入学率不低于 80% ”,作为国

家评估认定义务教育发展基本均衡县的重要指

标[24]。 2017 年,国家印发《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督导评估办法》,规定“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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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费不低于 6000 元”,“全县残疾儿童少年入学率

达到 95%以上”,作为国家义务教育发展优质均衡

县必须达到的评估标准[25]。 但随着对精神残疾、多
重残疾以及其他特殊需要儿童及青少年教育的更

多关注,国家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督导评估中有

关特殊教育的内容也应做相应调整。
科学评估是开展残疾儿童教育和干预的基础,

残疾儿童及青少年适合就读特殊教育学校、随班就

读还是送教上门,需要经过严格规范的评估程序,
确保残疾儿童能在适宜的教育环境接受相应教育。
学前阶段是残疾儿童发现、诊断、康复和教育的黄

金时期,越早开展评估诊断,对专业标准和专门人

员的依赖度越高。 建议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联

合相关部门完善特殊儿童评估标准、工具和程序,
确保各地综合儿童智力因素、身体因素、心理因素

和特殊能力等科学规范评估特殊儿童能力,分类施

教,按随班就读、特殊学校和送教上门的优先次序,
提出适合的就学建议。 各地教育等相关部门要建

立与家长协同尽早沟通机制,根据儿童评估结果,
尽快为残疾儿童提供适宜的教育、康复和干预服

务,切实保障残疾儿童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健康

成长的最佳时期。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已有探

索经验基础上,进一步明确送教上门的运行机制、
经费保障和工作评价。

(四)加强特殊教育教师培养培训

建议教育部部属和地方师范院校优化公费师

范生招生结构,倾斜支持特殊教育公费师范生培

养。 各地推动师范类专业开设特殊教育课程内容,
列为必修课并提高课程占比,纳入师范专业认证指

标体系,在教师资格考试中纳入特殊教育相关内

容。 特殊教育教师培养高校和机构要拓宽特教师

资和相关专业人员补充渠道,扩充特教教师培养队

伍。 国家教育行政部门牵头联合中国残联等相关

部门,以提高特殊教育实践能力为导向,创新教师

培养培训方式,切实提高中小学教师开展特殊教育

的教育教学和实践能力。 在“国培计划”中专设特

教学校校长和骨干教师培养项目,并对中西部和农

村地区学校给予倾斜。 继续实施卓越特殊教育教

师培养改革项目。 建议各地在中小学教师轮训中,
增加特殊教育内容,提升普通学校教师开展特殊教

育的知识、素养和能力。
(五)完善特殊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各地按照国家基本公共特殊教育服务清单,做
好为残疾儿童及青少年提供包括义务教育和高中

阶段教育在内的 12 年免费教育的经费保障。 中央

特殊教育补助资金向农村地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倾斜。 完善从学前到高中阶段教育的特殊教育资

助体系。 各地要认真落实特殊教育教师津贴标准,
保障特殊教育教师待遇,将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

童康复机构等机构中依法取得相应教师资格的特

殊教育教师纳入特殊教育教师培训、职称评聘、表
彰奖励范围,并按规定享受相关待遇、津贴补贴等,
激励更多教师参与到特殊教育事业中来。 鼓励各

地结合实际情况制订送教服务工作专项补贴,落实

为送教教师和相关专业人员提供必要的交通补助

等要求。 普通学校、幼儿园在绩效工资分配中对直

接承担残疾学生教育教学工作的教师给予适当倾

斜。 按《特教提升计划》要求,各地逐步提高特殊教

育生均公用经费补助标准,即每生每年 7000 元以

上,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补助水平。 积极鼓励

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公民个人对特殊教育捐资

助学。
(六)多部门协同管理推进特殊儿童健康发展

建议各地以区县为单位建立健全残疾儿童及

青少年数据共建共享机制,将“全国中小学生学籍

信息管理系统”与“残疾人人口基础数据库”进行对

照核对,建成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实时监测信息

管理系统,进一步提高数据的准确性,有针对性地

指导学校和家长对孩子进行义务教育安置和再安

置。 在特殊教育服务上,建议教育、卫生健康、民
政、残联等部门协同推进,建设医教结合、康教融合

数字资源共享平台,推动残疾儿童青少年相关数据

互通共享,实现教育教学、康复训练、评估和信息管

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提高入学安置、教育教学、康
复训练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建议各部门联合实施

残疾人辅助器具进校园工程,优先为义务教育阶段

残疾儿童科学提供辅助器具适配及服务。 鼓励支

持企业研发、生产特殊教育学具、教具和康复器械,
地方对企业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

注释:
①含特殊教育学校、普通小学、初中送教上门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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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a Basic Public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with Quality and Equity

Chen Ruping　 　 An Xuehui　 　 Zhang Kun

Abstract:A basic public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has been built and increasingly improved in China,
with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learning in regular classes in ordinary schools as the main placement,special edu-
cation schools as the main body,and home delivery and distance education as the supplement. In light of building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running education to the satisfaction of the people,issues still exist in special ed-
ucation in that the popularization is weak in some regions and groups,the quality needs to be improved,and the sup-
port capability needs to be enhanced. In the period of " fourteenth five-year plan" and beyond,to fulfill this accom-
plishment,it is suggested to expand the scope of national basic public special education service,raise service stand-
ards,optimize the quality of regional service supply,improve the supervision of special education and the evaluation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special education teachers,improve the special education
fund guarantee mechanism,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collaboration with multi-
ple parties.

Key words:special education;public service;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inclusiv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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