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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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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署

各地加快推进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福建省教育

厅等十二部门关于印发福建省“十四五”学前教育

发展提升行动方案的通知》也指出，加强学前教育

资源建设，推动幼儿园融合教育改革试点，探索融

合教育模式，切实提升融合教育的质量水平。积极

探索学前融合教育模式，无疑是满足时代发展的迫

切需要。

我园在创园初期就关注到班级中特殊需要幼儿

的问题。对于一线教师来说，班级特需幼儿给他们

的教育教学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诸多教师经常

被孤立无援的情绪所包围，这直接影响着教师的专

业幸福感；对于特需幼儿的家长来说，他们更是承

受着经济与心理的双重压力。班级特需幼儿的教育

问题亟待解决。带着寻找问题解决路径的初衷，我

们开始探索幼儿园开展融合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幼儿园融合教育的两种场域

我园采用“普通班级+资源教室”的融合教育模

式，即特需幼儿除了在普通班级与正常幼儿一起接

受教育外，还在特定的时间到资源教室接受资源教

师提供的一对一的个性化训练，资源教师为特需幼

儿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为此，融合教育在幼儿园

的开展有两种场域，一种是资源教室，另外一种是

普通班级。

资源教室已成为促进融合教育发展的重要载

体。《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4—2016年）》中规

定，“全面推进全纳教育，使每一个残疾孩子都能

接受合适的教育”，并要求加强资源教室建设、无

障碍设计等。资源教室是指在普通学校设置的专门

为有特殊需要的学生提供适合其特殊需要的个别化

教学的场所，配备特需儿童所需要的各种教具、设

备和训练仪器等，由受过特殊教育专业训练的资源

教师负责管理。在资源教室场域中，特需儿童接受

个性化的专业干预。资源教师针对不同类型的特需

儿童（主要对象为孤独症倾向、语言发展障碍、智

力发展迟缓等），运用资源教室中的器材设施进行

专业化的系统干预。

幼儿园的普通班级也是开展融合教育的重要场

域。国家教育委员会于1994年颁布的《关于开展残疾

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明确指出“开展

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是发展和普及我国残疾

儿童少年义务教育的一个主要办学形式”，充分利用

幼儿园融合教育，两种场域
有效交互的路径探索

林   霞（福州市船政幼儿园）

【摘   要】在采用“普通班级+资源教室”模式推进幼儿园融合教育实践中，普通班级和资

源教室这两种场域缺乏有效交互与沟通路径，笔者聚焦现实问题，探索出以资源教师“双重身

份”为两种场域连接媒介、搭建多元的沟通平台、开展多方卷入的现场教研、拓展普通班级融

合教育样态等路径，有效助推融合教育在幼儿园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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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教育资源实施对特需儿童的教育，主张那些有特

殊需要的儿童要真正地和正常发展的同伴一起享受

教育资源，最大限度地发挥特需儿童的潜能。

二、在两种场域推进融合教育的现实问题

在调研与借鉴的基础上，我园打造了多空间的

融合教育资源教室，包括感统训练区、语言社交情

景区、启智训练区与沙盘心理疏导区，为特需幼儿

提供了优质的物质环境。同时，配备了一名特殊教

育专业毕业的资源教师，该教师负责为在园的特需

幼儿建立个档，并针对每一位特需幼儿的情况制

订个别化干预方案，开展一对一的个性化训练。然

而，实践层面并未呈现预期的效果，我们发现在两

种场域进行的融合教育缺乏交互与协同，主要存在

以下三个方面的现实问题。

一是普通班级教师缺乏对特需幼儿进行专业

支持的能力。我园普通班级教师大多是学前教育专

业毕业，缺少特殊教育的专业知识，不仅不知道如

何面对特需幼儿，而且还要关注人数众多的其他幼

儿，对特需幼儿难以顾及。为此，普通班级教师更

依赖资源教师对特需幼儿进行个别化训练，在普通

班级场域中较少对特需幼儿给予关注和支持。

二是资源教室场域与普通班级场域间缺乏有效

交互。在对特需幼儿的干预支持中，特需幼儿需要

在资源教室场域与普通班级场域中来回切换，然而

这两个场域之间的教育支持却是相互分隔的，缺乏

有效交互与沟通的路径。为此，如何打破两种场域

之间的壁垒，改变“各做各的”现状，是推进融合

教育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三是普通班级场域未发挥多种活动形式的融合

教育优势。幼儿园与其他学段相比，除了集体教学

活动外，还有区域活动、游戏活动、生活活动等多

种活动形式，这既是幼儿园的特点，也是幼儿园开

展融合教育的优势。但在融合教育的实践中，幼儿

园并未发现与挖掘这一优势，还是将融合教育局限

在集体教学活动中。

三、两种场域有效交互的路径探索

基于我园融合教育的现实问题，如何基于特需

幼儿的发展需要，通过普通班级和资源教室两种场

域的有效交互给予切实支持，促进特需幼儿获得学

习与发展，成为我园融合教育实践探索的焦点。我

园以普通班级和资源教室两个场域为组织核心，探

索两种场域的有效交互路径，实施共同与差异并存

的融合教育课程，助力特需幼儿成长。

（一）以资源教师的“双重身份”作为连接两

种场域的媒介

我们赋予资源教师“双重身份”，一重身份是

在资源教室场域中为特需幼儿进行个性化训练的专

业教师，另一重身份是在普通班级场域中作为“影

子教师”，随班辅助。特需幼儿大部分时间在普通

班级随班就读。在集体教学等规则性较强的活动

中，特需幼儿往往难以融入，对其他幼儿的干扰较

大，这时资源教师就以“影子教师”的角色介入，

观察指导特需幼儿在集体教学活动中的学习。“双

重身份”让资源教师能更全面地了解特需幼儿在不

同场域中的真实状态，同时能根据具体情况与班级

教师及时沟通，并提供教育示范，很好地将两种场

域链接起来。

实践中我们发现了两种场域进行融合教育安

排的问题并进行了调整。一是个别化练习的时长调

整。从小学和干预机构中借鉴而来的1小时个训时

长，并不适合于3-6岁幼儿，对于普通幼儿来说，

其注意力都难以维持，对特需幼儿来说则更为困

难，效果不佳，因此我们将单次个别化练习时长调

整为30分钟，但增加个训的频次。二是个性化融合

教育课程的动态调整。根据特需幼儿的发展情况与

新出现的问题，对随班活动与个别化练习的时长、

频率、内容等进行动态调整。如小倪刚入园时表现

出发育迟缓、多动、指令反应差、注意时间短等问

题，基本无法融入普通班级的学习。基于小倪当时

的状况，资源教师制订了每周“1次随班活动+4次

个别化练习”的干预计划，同时鼓励家长周末时间

到规范的干预机构，有针对性地加强适应能力的训

练。经过近一学期的干预，资源教师与班级教师对

小倪进行了重新评估，发现小倪逐渐可以独立参与

班级的区域活动、游戏活动等，此时基于小倪的发

展水平，干预计划安排调整为“3次随班活动+1次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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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化练习”，让小倪更多地融入班级，增加其与小

伙伴的交往机会。

（二）搭建多元沟通平台助推两种场域的互动

建立资源教师参与班务会的机制。班务会是幼

儿园管理的一个重要环节，一般隔周一次，由班主任

主持，配班老师和保育员参加，是班级三位教师共同

分析班级幼儿发展状况与问题、讨论班级工作的会

议。在开展融合教育的过程中，我们发挥班务会的沟

通平台作用，特需幼儿所在班级会邀请资源教师参

加班务会，搭建班级教师与资源教师面对面沟通的

平台，让普通班级的三位教师及时了解特需幼儿的

最新情况，并对近期干预策略达成共识，当特需幼

儿出现问题行为时能采取一致的干预策略。

搭建两个场域教师与特需幼儿家长沟通的平

台。近年来为推进家园协同育人，提升教育质量，

我园非常重视家访工作日活动。我园建立了常态化

的“家长预约日”机制，每周二和周四下午离园后

班级两位教师会根据家长学期初预约的时间，进行

一对一的家园交流沟通。基于融合教育的视角，班

级教师在与特需幼儿家长进行“预约家访”时，会

邀请资源教师共同参与。两个场域的教师共同面对

家长时能够更全面地反映特需幼儿的真实情况，与

家长进行更专业的对话。同时，通过这一平台将幼

儿园进行的个别化训练、班级干预策略与特需幼儿

家长分享，并提出一些家长在家可以配合干预与指

导的建议，让融合教育的场域向家庭延展。

（三）以多方卷入的现场教研促进两种场域教

师的协同合作

面对特需幼儿，常规教育策略往往收效甚微，

班级教师常常感到手足无措、身心疲惫，难以帮助

特需幼儿获得有效的改善。因此，如何帮助一线教

师识别特需幼儿的障碍类型与具体表现，从而能够

进行较为有效的干预，是幼儿园融合教育最直接、

也最为现实的核心问题。

我们鼓励班级教师对特需幼儿展开日常观察，

采用图文并茂的方式进行记录，只有通过持续的

观察才能更精准地捕捉问题。我们立足教育现场，

聚焦问题破解，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融合教育园本

教研模式。如“辰辰在课堂中随意走动问题破解”

案例中，辰辰由于智力发育迟缓、前庭觉与本体觉

反应不足，警醒度过低，导致注意力易分散、活动

时坐不住，喜欢到处走动，不接收教师的提醒与指

令，辰辰的行为严重影响了班级的教育教学秩序。

在教研活动中，班级教师通过视频呈现了辰辰的日

常状态，并反馈了采用语言提醒、动作暗示等方法

收效甚微的实际情况。通过教师讲述与现场实景教

研，融合教育团队群策群力，在专家的指导下拟定

了下一阶段的干预策略：通过提供摆位椅减少辰辰

随意走动的频率，也满足其喜欢翘椅子、摆动身体

的心理需求；在日常生活与学习中，班级教师增加

手势和图片等直观具体的提示，辅以简洁明了的语

言，帮助辰辰从视觉上接收教师的指令，强化辰辰

正确的行为，并多为辰辰提供跑步、跳跃、骑行等

运动的时间，鼓励其参与体育活动；资源教师调整

对辰辰的个别化训练计划，增加大肌肉动作和力量

练习，增强辰辰的肢体力量与协调性。干预策略的

明晰让班级教师“拨开云雾见月明”，看到了努力

的方向。接下来的两周时间班级教师明显感受到干

预策略实施后的效果，辰辰在集体教学活动中随意

走动的情况大幅度减少，端坐时间也延长了。

聚焦问题的现场教研，让班级教师在实践中不

断学习与思考，大胆尝试通过“代币”奖励机制、

图片视觉提示、语言与正强化动作、互助小伙伴等

介入指导特需幼儿。以问题为导向、以实践为支撑

的融合教育园本教研模式，让教师面对特需幼儿时

有了专业指导的底气，也助推了班级教师融合教育

水平的提升。

（四）拓展普通班级场域的融合教育样态

幼儿园除了集体教学活动，还有区域活动、游

戏活动、生活活动等多种活动形式，相较于其他学

段开展融合教育有自己的优势，多种活动形式给了

特需幼儿更多的发展空间与平台。因此，我园聚焦

普通班级场域探索多样化的融合教育样态，以期为

特需幼儿提供更为适切的支持。

1.创设差异化的活动区域

我园以区域活动为切入点，创设适合特需幼儿

的个性化环境，差异性地投放材料，并辅以一对一

的指导，促进特需幼儿的持续改善。具体而言有两



·��·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TEACHING）

2024.4.下幼儿教育导读

种实施方式，一是针对特需幼儿设置专属区域，二

是在公共区域针对特需幼儿进行材料难度上的调

整。两种方式并不是割裂的，而是可以融通的，针对

特需幼儿的发展需求精准投放材料，以达成资源教

室和普通班级在材料上的有效衔接。

被诊断为发育迟缓的特需幼儿硕硕，在社会交

往上有一定的困难，难以融入班级的区域活动。班级

教师捕捉到了硕硕对恐龙感兴趣的信息，先在班级

阅读区中设置了硕硕的“专属书柜”，书柜里摆放了

许多硕硕喜欢的恐龙书。有趣的恐龙书吸引了其他幼

儿的阅读兴趣，但要借阅恐龙书要经过硕硕的同意，

于是班级其他幼儿主动与硕硕交往，同样的方法针

对孤独症幼儿也适用。针对特需幼儿恺恺情绪管控

差、有攻击性行为等问题，班级教师为其创设了“恺

恺小屋”，投放其熟悉的布偶、玩具、书本等，在恺

恺情绪波动阶段，教师借助恺恺身边熟悉的物品安

抚恺恺，避免其与同伴的肢体接触，为恺恺提供情绪

发泄的空间。在恺恺情绪稳定的状态下，教师有意识

地引导互助小伙伴与恺恺在他熟悉的小屋里游戏，

或引导恺恺将小屋中的玩具拿到其他区域玩，促进其

社会交往及语言表达能力的发展。

在区域材料投放上，教师会基于特需幼儿近期

的医院评估及资源教室的课程进度，根据其阶段的

教育目标定位与指导要点，努力实现普通班级和资

源教室两个场域在材料投放和干预策略方面的协同

推进，有针对性地帮助特需幼儿获得发展。

2.在生活活动中大量运用视觉提示

由于特需幼儿在认知、语言表达与社会交往

方面发育迟缓，不能很好地理解生活活动的要求

和规则，再加上家长因缺少专业能力在家庭中无

法帮助特需幼儿养成良好生活习惯，因此大部分

特需幼儿刚入园时都不能胜任常规的生活活动，

存在很多不良的生活习惯。

为了有效支持特需幼儿逐步适应幼儿园生活活

动，我们大量运用了视觉提示，并不断深化与优化。

视觉提示包括图片指引、照片指引、可视化一日

作息时间表等。在实践中，我们发现图片要凸显关键

信息，最好采用特需幼儿自己的形象，这样更易引发

特需幼儿的亲切感与熟悉感，并与之形成互动。如在

特需幼儿的椅背上粘贴他的头像，引导其搬自己的椅

子，避免了他总是坐别的幼儿已经搬好的椅子；在饮

水机旁设置饮水提示，引发特需幼儿与镜子里的自

己、同伴干杯游戏，增加饮水的趣味性，激发其饮水

的愿望。此外，视觉提示摆放的位置也很重要，如在

书包柜的旁边粘贴放书包的提示卡，要贴在特需幼

儿放书包格子旁边的醒目位置，才能起到直接的提示

作用。

3.以表演游戏为载体支持特需幼儿学习与发展

在与特需幼儿相处与互动的过程中，我们发现

许多特需幼儿对音乐和表演都比较感兴趣，在相关

的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专注程度与参与度都比较高。

因此，我们尝试以表演游戏为载体，促进特需幼儿

在班级中与同伴互动并获得发展。如智力发育轻度

低下、存在疑似孤独症表现的恺恺，日常表现为情

绪管控差、攻击性行为多，且语言表达不清严重影

响了其与同伴的交往。教师发现恺恺喜欢听故事、

对音乐有明显反应，愿意在表演游戏中模仿发声，

能用肢体动作表达表现。于是，教师针对恺恺上午

去机构训练的情况，特意将表演游戏调整到下午，

并在走廊创设了表演区。在表演游戏中，教师请

恺恺扮演对白简单的角色，如《三只羊》中的大灰

狼，并通过一对一的支持，引发其他幼儿与恺恺互

动，为恺恺语言表达与社会交往能力的发展提供了

有效支持。

在探索幼儿园融合教育两种场域有效交互路径

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每一位特需幼儿的成长是显著

的、可持续的。如，“打不起精神、不听指令”的辰

辰今年已迈入大班，在幼儿园的三年里他的四肢变得

有力了，不仅减少了攻击性行为，对待指令也更为敏

感，能遵守班级的秩序。动作发育迟缓、脾气“大”

的硕硕，与三年前相比，他的变化也是令人欣喜的，

表现出更愿意参加体能活动，喜欢在戏剧活动中表现

自己，并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控制自己情绪的方法。

后续我们将持续探索幼儿园融合教育的实践路径，为

特需幼儿提供更多的成长空间和有效支持，让他们与

普通幼儿一起在幼儿园的场域中共生共长。

原载《福建教育》：学前版（福州），2023.11.37 ～ 40


	幼儿园融合教育，两种场域有效交互的路径探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