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除了黑板上写的这些袁
还有哪些叠词钥 冶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民族大道东段小学的一间教室

里袁面对老师的提问袁一名小朋
友高高举起手袁 得到老师示意
后袁大声回答院野哥哥遥 冶

野很好袁大家给他鼓励浴 冶老
师话音刚落袁同学们一起为他鼓
掌袁野棒棒浴 你真棒浴 向你学习好
榜样浴 冶

这名小朋友是孤独症儿童袁
刚入学时袁无法正常说话袁难以
参与课堂学习遥 如今袁他能够主
动举手回答问题袁其中凝结着学
校和家庭的心血与努力遥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2年印发的 叶0耀6岁儿童孤独
症筛查干预服务规范 渊试行冤曳提
示袁 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发生
于儿童早期的神经发育障碍性疾

病袁以社交沟通障碍尧兴趣狭隘尧
行为重复刻板为主要特征袁 严重
影响儿童社会功能和生活质量遥
孤独症通常起病于婴幼儿期袁目
前尚缺乏有效治疗药物袁 主要干
预手段为系统性康复训练遥

近年来袁孤独症发病率大幅
上升成为世界性问题遥 在我国袁
孤独症发病率位居儿童精神疾

病首位遥
2024年 7月袁 中国残联尧教

育部尧民政部等共同印发叶孤独
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实施方案

渊2024-2028年冤曳遥 广西残联尧教
育厅等八部门联合印发的叶广西
孤独症儿童关爱促进行动实施

方案渊2024-2028年冤曳中提出袁发
展孤独症学生融合教育袁支持孤
独症儿童和健全儿童一起学习

成长袁 促进社交能力和情感发
展袁提高学习效果遥

近日袁记者在全国孤独症儿
童关爱促进行动先行先试地区

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袁走访
多所学校尧幼儿园袁对孤独症儿
童融合教育现状尧教学资源配置
情况以及专业师资队伍建设等

情况进行调研袁探寻提升融合教
育质量的可行路径遥

用爱找到融合的方法

记者在民族大道东段小学

采访时，学校二年级 1班班主任
翁开媚讲述了一幕令她难忘的

情景。有一次她去上课，班上一

名孤独症孩子一直哭，她上前问

了半天，也没弄明白原因。这时，

一名学生主动告诉她，这个孩子

哭是因为下课时有人不小心踩

了他的脚。

广西南宁民族大道东段小

学是南宁市首批普通小学附设

特教班的学校之一。自 1990年
起，学校开启特教班与普通班随

班就读的双线并行普特融合教

育之路，至今已有 35年。目前，
学校共有 37名特需儿童，其中 9
名是孤独症儿童。这些特需儿童

被分别安置在 1 个特教班和 14
个普通班。该校以随班就读为突

破口，基于“接纳、尊重、守护、发

展”的核心理念，形成普特融合

的育人模式。

“通过融合教育，打破了孤

独症孩子和同学之间的沟通障

碍。”翁开媚说，学校通过播放科

普视频、发放故事绘本等方式，

向班上的学生介绍“星星的孩

子”，帮助他们理解孤独症儿童

的特点，培养同理心。

学校为孤独症孩子安排了

助学小伙伴，每个班选出有爱

心、有耐心、有责任感的同学与

孤独症孩子轮流结对，进行一

对一帮扶。助学小伙伴陪伴孤

独症孩子学习、玩耍，还学会帮

助他们安抚情绪、纠正不良生

活习惯等。

“为提高孩子们的积极性，

我们会举办专门的仪式，为助学

小伙伴颁发‘聘书’和喜报。助学

小伙伴很踊跃，孤独症孩子从中

感受到真诚善意，也很开心。在

助学小伙伴的带动下，这种帮助

从一对一演变成小组帮扶，在班

级形成互帮互助的良好氛围。”

在翁开媚看来，学校融合教育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基于爱心。

2020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
加强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阶

段随班就读工作的指导意见》，

要求坚持科学评估、应随尽随，

坚持尊重差异、因材施教，坚持

普特融合、提升质量，实现特殊

教育公平而有质量发展，促进残

疾儿童少年更好融入社会生活。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

动计划》中提出：加强普通教育

和特殊教育融合。探索适应残疾

儿童和普通儿童共同成长的融

合教育模式。

记者从南宁市残联了解到，

2024年，南宁共安置 6279名具
备学习能力的适龄残疾儿童就

读。其中在普通学校接受融合教

育的有 4057人，占比达 64.61%。
入校就读是残疾儿童接受

义务教育的基本权利，而融合教

育的实现远不止解决就学问题

这么简单。以往，由于条件有限，

学校大多采用管理普通学生的

方式，融合教育效果欠佳。近年

来，随着社会对融合教育的理解

不断深入，对其实施过程提出更

精细、更专业的要求。记者在调

研中发现，一些学校通过课程改

革、师资培养、环境优化、家校合

作，搭建起更为全面、有效的孤

独症儿童支持体系，探索融合理

念在普通学校落地的具体路径。

科学施教同样是融合教育

的关键所在。春暖新希望幼儿园

是南宁市首家民办融合幼儿园，

该幼儿园融合主管梁振敏表示，

自开展融合教育以来，幼儿园基

本处于满员状态。幼儿园成立于

2021 年，有学生 290 名，目前接
收融合教育学生 150名。特殊需
要儿童在入园前，接受语言、模

仿等能力测试，达标的孩子可直

接进入全融合班级，没有达到标

准的孩子可先接受融合服务，相

当于全融合班级的预备课程。

“对于接受融合服务的特殊

需要儿童，我们会根据其特点分

配班级，为其设置专门课程，为

进入全融合班级做准备。”梁振

敏说。

对于能力较弱的孩子，春暖

新希望幼儿园会为其配备“影子

老师”。“影子老师”会像孩子的

影子一样，基本全天候陪伴左

右，培养能力，安抚情绪，照顾生

活。“比如在课堂上，有孤独症孩

子突然大吵大闹，他听不懂语言

指令，‘影子老师’会拿出一张示

意安静的图片，孩子看到后就安

静下来。”梁振敏说，有一些孤独

症孩子无法理解语言信息，但能

识别视觉信息。

“融合教育不是简单地把孤

独症儿童放进普通班级，需要投

入更多爱与关怀，更需要系统、

科学的方法。”华东师范大学特

殊教育系副教授曾凡林说。

建立融合教学评价体系

“他老是发出古怪的声音、

爱哭，吵得我没法集中注意力，

而且我听不懂他在表达什么。”

南宁市西乡塘区爱华小学的刘

洋曾与孤独症小朋友杨月做同

桌，后来不得不换了座位。

刘洋告诉记者，这样的事发

生在刚入学时，经过一年左右的

融合，现在杨月大喊大叫的次数

少了，说话越来越文明，还会举

手回答问题，班上的同学逐渐接

纳他了。

在梁振敏看来，孤独症儿童

的认知能力、感觉统合能力、情

绪管理能力通常比正常孩子差

一些。在课堂上，孤独症孩子时

常会出现一些看似“出格”的行

为：上课坐不住，随意离开座位，

情绪波动时，又哭又叫，甚至在

地上打滚。

融合教育给学校管理及教

学评价带来一定挑战。采访中，

南宁市残疾人联合会教育就业

科科长谢长伟举了个例子：有一

所学校接纳了孤独症孩子，这个

孩子的学习成绩不太理想，影响

了班级整体教学评价。学校将情

况上报后，经上级部门核实，决

定不把这名孩子的成绩纳入班

级成绩统计，学校可以对其实施

个别化教育评价。

曾凡林表示，当下社会对孤

独症的认识和理解还不够，推广

融合教育，要加强对孤独症的科

普宣传，加深普特双方的互相理

解和包容，重要的是找对融合的

方法。

谢长伟介绍，为了推动融

合，南宁市坚持“政府主导、特教

特办，精准施策、分类推进，促进

公平、实现共享，尊重差异、多元

融合”原则，目前已建成四个普

通学校特殊教育“随班就读”示

范点。认真落实“一人一案”，对

不同残疾类别、等级的残疾儿童

少年的入学安置作出具体安排，

确保具备学习条件的适龄残疾

儿童少年不失学、不辍学。

南宁市残联持续落实好残疾

学生教育资助工作，从学前、义务

教育阶段到中高等教育阶段，对

残疾儿童少年实行各阶段、全方

位的资助。2024年，全市共发放残

疾人教育专项补助 118.88万元，
共资助残疾学生 1492人。发放贫
困残疾人子女中高等教育补助资

金 136.9万元，共资助贫困残疾人
子女 692人。协助教育部门对入
学前、学习中的特殊需要儿童进

行评估和考核，保障特殊需要儿

童的教育质量。

在融合中双向受益

“让孤独症孩子入学，并不

意味着融合教育已完成。他们在

学校里学到了哪些知识和技能，

有哪些能应用到生活中，他们又

学到了哪些社会道德规范，这些

才是更为重要的。”曾凡林说。

在南宁市民族大道东段小

学就读的蒋璇，是融合教育的受

益者。

“第一次送孩子上学时，我

们一离开他就哭闹。学校反馈孩

子无法独立上学，于是我们请了

一个‘影子老师’，天天陪着他。”

蒋璇的家长说，刚入学时，他坐

不住，经常发脾气、哭闹。

经过一年的融合教育，蒋璇

有了变化，发脾气的频率明显降

低，不再大喊大叫。“现在他在学

校交到了好朋友，放学后会骑着

单车去好朋友家玩，到了饭点知

道自己回家。”蒋璇的家长说，融

合教育给了孩子融入社会的机

会，虽然孩子的某些能力还比不

上普通孩子，但让家长看到了他

今后融入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

希望。

融合教育不仅为孤独症孩

子提供有效的社会支持，助力他

们实现社会化发展，改善社会功

能，也让普通学生理解平等、尊

重、接纳、包容的理念，培养善良

友爱、乐于助人的品质。

在南宁民族大道东段小学

采访时，学生家长王浩讲述，他

去学校接孩子时，有时能看到五

六个孩子手拉手，送一名家住附

近的孤独症孩子回家。王浩了解

到，这并非老师安排，是孩子们

自发的举动。

“孩子学会关爱他人，变得

有责任感，比考 100分更让我感
到欣慰。”王浩说。

爱华小学党支部书记兼校

长杨生文表示，在融合教育环境

下，学生的成长呈现出多维度积

极变化，学会尊重和理解不同背

景和能力的同学，在自我意识、

情绪管理和人际关系处理等方

面的能力得到提升，学会应对今

后学习和生活中的挑战，培养出

更强的同理心和社会责任感。

“孤独症孩子在这里学习融

入社会，普通孩子也因此认识世

界的不同侧面，学会关爱他人、

增强同理心。从这个意义而言，

融合教育不只是面向特殊需要

儿童，也是面向所有人的教育，

人人都是受益者。”曾凡林说。

渊应受访者要求袁文中家长
和学生均为化名冤

渊据叶中国青年报曳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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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随班就读到有效融合———

融合教育带领野星星的孩子冶走出孤岛

冶

广西南宁民族大道东段小学袁融合教育课堂内袁学生踊跃举手渊江畅/摄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