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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之一。特殊教育是体现社会对残疾人的关怀，是保障他们的基本权

的体现，是人类精神文明建设的一环。在过去，一直把特殊幼儿与普通幼儿分离，这无形中给他们

之间划了一道界限。近年来随着我国特教事业的发展，融合教育理念逐渐深入人心，越来越多的特

殊幼儿有了到普通幼儿园就读的机会，实施随班就读，可以使资源合理的利用，达到资源的共享，

有利于特殊幼儿的学习与教育，使他们在人格、教育机会上取得平等。 

我园在“十一五”期间申请并开展了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对学前特殊幼儿随班就读教育

形式的研究”，为特殊幼儿创设一个健康快乐的成长环境的基础上，改变残障幼儿的生活、学习环境，

探索出多种随班就读的方式，运用符合幼儿自身特点的教育方式，有的放矢的开展特殊教育。“十二

五”阶段继续在成果总结的基础上应用并深入课程开展实践研究。 

一、健全的特教制度是顺利开展随班就读工作的保障 

任何一项工作的开展，必须有完善的制度和规范的工作程序做保证，我园开展随班就读工作，

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初步探索到逐渐完善并不断发展的过程。为了使特教工作能够持续的良性循

环下去，我们主要寻求一套制度保障，如《特教教师工作职责》、《随班儿童管理制度》等；二个人

员到位，指导幼儿进行康复训练的特教专职教师和引导幼儿进行融合的特教随班教师。逐步形成的

工作管理体系，使特教工作有章可循，为顺利持续的开展奠定了基础。 

（一）招生录入工作明确 

为了确保特殊幼儿得到照顾、康复训练的良好效果，我们严格执行招生制度，入园前的面试和

医院诊断证书是确定录取特殊幼儿的基础，动作发展灵活，但与人交往能力差、不能听从成人指令

的患自闭症儿童，需要教师一对一的进行指导；而患脑瘫、发育迟缓的孩子，他们的语言和动作发

展相对滞后，需要教师以一对二、一对三的配比，以此为标准结合园所教师的情况确定录取人数。                        

（二）随读教师科学安排 

随班就读教育的实践需要教师应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与能力。在选择特教教师时秉持着全员了

解参与的原则，形成以园领导为高位引领，以特教专业教师为重点实践成员，有教育经验的教师为

直接指导成员。为了使随班就读工作更具有实效性，每学年我们要对随读班级教师进行调整：配备

至少一名市、区或园级骨干教师，并配备富有爱心和耐心的保育员。教师队伍的配备，保证了孩子

发展的最大可能性，同时也赢得了家长的充分信任。 

二、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顺利开展随班就读工作的基础 

幼儿是否能有所提高、进步，关键在于老师，换言之，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直接影响着孩子的发

展。开展随班就读工作对教师是最好的挑战，要求教师不仅要对普通儿童进行适当的引导，同时还

要根据随班就读幼儿的现状制定出适合他们个人发展的目标要求，为他们制定可行性计划。 

（一）创设适宜环境，促特殊幼儿顺利随班 

1．建立良好的师生情 

《纲要》要求我们，既要为幼儿营造一个丰富的、可感知的物质环境，更要为幼儿营造一个宽松、

愉快的精神环境，使幼儿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生动、活泼、主动的发展。在面对特殊幼儿时，我

们用强烈的责任心加倍的付出自己的爱心、同情心。作为一个特殊幼儿，他们与别人的沟通能力、

理解能力和在生活技能方面的训练都会比普通幼儿差很多，所以我们在对孩子进行个训或者孩子在

生活活动中出现问题时，能够注意抱有一颗平常心，不对孩子发脾气、抱怨，指责孩子“你怎么那

么笨啊？”“我教了你多少遍了，你怎么就是学不会啊？”会使孩子自尊心受到伤害的话。当孩子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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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哪怕只是一点点时，老师都及时地表扬孩子，并且夸大自己的语气、表情，搂一搂、抱一抱

他，让孩子了解到自己的进步和老师对自己的表扬。 

2．提高孩子的参与度 

在创设环境的过程中，我们本着让每个幼儿都能参与，为每个幼儿留有空间的原则，使特殊儿

童既是班上的普通一员，又是倍受大家关注的焦点。班级中为随班就读幼儿提供展示平台快乐一角。

这里有他们康复的玩具与教具，墙面上有他们熟悉的家人和同伴，还有一些生活必需品，帮助他们

到这里寻找心理上的安慰，体验同伴的关怀。同时根据本班主题，引导特殊儿童参与环境的创设，

将绘画作品或手工制作悬挂在墙饰中间，彰显着自己的亲身参与，使他们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得

到发展。特殊幼儿在参与班级环境的创设过程中尽管他们的动作并不协调，作品也不优美，但表达

了自己是班级的普通一员，而且是班级中重要的一份子的信念。 

（二）实施分层指导，促进不同程度幼儿发展 

1．因幼儿情况设计随班方式 

在开展随班就读的工作中我们本着既不能影响普通幼儿，又要促进特殊幼儿发展的原则，使特

殊幼儿最大限度的与普通幼儿接触，实现融合教育的最大化效益。为此，我们每学期初和学期末分

别为每位特殊幼儿进行教育需求测查，制定适宜的 IEP；制定幼儿学期教育计划及适宜的随班就读

方式；个别训练和小组教学结合的教育方式。根据特殊幼儿的差异，在考量的基础上采取多种随班

就读方式。如个别轻度孤独症幼儿、轻度脑瘫幼儿、轻度及中度发育迟缓幼儿能够坐在椅子上安静

上课，能听懂指令进行幼儿园一日生活的，我们就采取完全随班就读的方式；程度较重的孤独症幼

儿一般采取参与班级部分活动的方式，先从户外活动或者他感兴趣的活动入手；对于程度较重的特

殊幼儿，先在资源教室进行生活自理能力和常规培养的，如排队意识、上课的课堂纪律的建立。通

过有针对性的教育干预，促使特殊幼儿在原有基础上发展。 

2．因活动性质设计随读内容 

实施分层指导是对随班就读教师的基本要求，作为随班就读的老师除了对孩子要精心的照顾外，

还要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分层次的组织各种活动。在区域活动中教师会根据随班就读孩子某个功能

受损情况，选择适合的区域，引导幼儿或主动参与或被动接受安排；在户外活动中教师根据随班就

读儿童康复部位，选择适合的玩具和运动项目，完成相应的训练内容；在教育活动中，教师为这样

的孩子制定适合的教育目标，并有意识的为他们提供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如有专门提给他们的问题；

在生活活动中，老师则有重点的选择帮助项目，本着“能自立不帮助”的原则，尽量让幼儿自己照

顾自己。 

除此之外，在幼儿一日活动中，坚持三个一的做法：即每天在教育活动中给他们提一个问题，

每天为他们提供一种适合的游戏玩具，每天给他们提出一个生活方面的要求。使特殊儿童通过多种

融合活动，促进其身心健康、和谐发展。老师们不断的实践与探索取得了丰厚的成绩。 

（三）加强交流与沟通，形成家园教育合力 

特殊儿童具有特殊的智力特征和个性特征，他们与普通幼儿不论是外形特点还是行为举止都有

明显的不同。他们的异常表现和明显的与众不同，使得幼儿在随班过程中也会存在不同的压力。普

通幼儿家长担心孩子受欺负、学会不良行为，特殊幼儿家长更是背负着被人看不起、受歧视等心理

压力。为了顺利开展随班工作，儿童家长工作尤为重要，更需要特殊的方法和策略。 

1．因人而异的教育策略 

针对特殊需要儿童的家长，我们更多是做到理解、尊重、建议、鼓励。面对家长的不同心理，

我们首先了解家长的状态确定交流方案。对消极、埋怨的家长，鼓励他们不要对孩子放弃，提出适

宜的建议，通过多种教育机构和康复中心为孩子做特训，一日生活、游戏、学习中多接触普通幼儿，

逐渐融入到正常幼儿当中；对待排斥型的家长，不做过多的讲解工作，在班里根据孩子的问题，设

计、制作适应他的玩具，并采用随班就读为主、个别指导为辅的形式有针对性的对孩子进行个训，

用有力的事实转变家长的态度；对客观理性、积极配合的家长，我们会提供一些教育方案，请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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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学习了解，从而提升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幼儿的策略。 

2．潜移默化的沟通方式 

针对普通儿童家长，通过听一听、看一看、做一做，使家长从了解、支持到提供帮助。听一听：

在招生报名和新生初入园的家长会上，园长会把幼儿园的教育特色进行介绍，让家长心中能够对接

纳特殊幼儿进行随班教育有份认同心。看一看：随着教育的进程，通过亲子开放活动使家长能够看

到随班幼儿与班上幼儿的友好游戏互动，让家长能放心对自己的孩子不会产生影响，再开设座谈交

流会引导特殊儿童家长与普通儿童家长之间的沟通，从而获得理解与认同。做一做：把特殊需要儿

童当成一种关爱教育的资源，通过孩子的成长使得家长的观念在改变，让普通家长成为孩子们的榜

样，家长间也自发的形成了互动小组，进行园外的活动与交流。 

（四）学会诊断与筛查，挽救边缘儿童 

诸多研究表明，及早发现、及时干预，对智障儿童尤为重要。作为一名随班就读的教师要学会

对特殊儿童进行诊断与筛查，这是开展随班就读工作的第一步。 

由于智力残疾是比较复杂的概念，轻度和边缘型患儿症状不明显，为此我们注意平日的观察，

利用幼儿发展评估量表对幼儿进行全面地测查，发现问题及时与家长沟通，并配合医院进行康复训

练，收到较好的效果。如韩韩小朋友记忆力超常，识字过千，喜欢看书，可以连续两个小时坐在那

里一动不动。但在与小朋友相处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障碍，适应性极差，时而尖叫，时而发生各

种攻击性行为。起初教师认为是孩子入园不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发现，他的社会适应性与实际

年龄不符，建议家长带他进行检查。经检查确诊孩子的神经系统有问题，通过针对性的训练，孩子

基本上能和小朋友一起和平相处，交往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 

在日常工作中我们发现，细心的观察、精心的照顾、诚心与家长沟通，能发现问题，也能使边

缘儿童得到及早的治疗，改变他们的心理功能。在这个过程中不仅教师的观察能力得到锻炼与提高，

同时教师的应对能力和指导能力也得到发展。 

三、提供互动空间，使每名幼儿都得到发展 

（一）结合活动环节有机指导 

随班就读教育，有利于幼儿的心理健康发展。我们充分利用每天的各环节进行融合教育。第一，

集体活动的融合教育，根据教育目标，我们按照计划开展集体活动，在集体活动中为特殊儿童留有

一定的空间，给他们提出一个与目标要求一致的问题，使他们也能感受集体活动的氛围，为将来升

入正常小学打下基础。第二，游戏中的融合教育，在区域活动里我们有计划有目的的为幼儿提供适

合的玩具材料，让他们在游戏氛围中得到锻炼与发展。如：在娃娃家游戏中，通过共同游戏会了一

些生活常识，和良好的生活常规。第三，间操活动融合教育，每天坚持做的武术操，音乐节奏感强，

动作幅度大，良好氛围的感染，激发起幼儿参与的热情，感受快乐。第四，进餐活动的融合教育，

幼儿在园一日三餐，这其中蕴含着许多的教育因素，如：进餐常规、进餐习惯等，引导幼儿学做值

日生，让他们自己洗手、取饭菜，吃完饭后自己收拾餐具，整理桌面等。除此之外，我们还组织他

们参加自然博物馆、翻斗乐等外出活动，在集体一起走走、看看、嬉笑、玩耍的时候，给孩子一个

社会交往技能促进的机会，使他们在情绪情感、认知水平上有一定的提高。 

（二）结合活动内容有效交流 

在整个随班过程中，始终注意为幼儿提供充分的接触机会，并随时对幼儿间友好交往给予鼓励

与支持。如起完床，同伴们会主动地把他们的鞋找好，帮助穿上；大家到院子里跑步，拉着他们不

掉队；在建筑区搭建时，让本身行动不灵活的他们当自己的“运输工”，来帮助自己拿一些所需要的

材料；在画画时，告诉他怎么拿笔、怎么把圆画的更好；忘了放水杯，小朋友会俏俏地把水杯放到

小柜格里。普通幼儿在与观察特殊幼儿时，他们从小就知道身边会有不同的一群人，但是他们和我

们一样要喝水、要吃饭、要上幼儿园，大家不一样，但是又一样。从而激发起关爱心，学会包容他

人、帮助同伴的情感。特殊幼儿在普通幼儿生活的环境中，也在听着、看着其他小朋友的一举一动，

学着小朋友怎么坐在位子上、学着同伴怎么拿筷子吃饭、学着别人怎么与人聊天、交往，可以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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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扉与周围的朋友进行交流，不再显得孤僻、封闭，增强他们主动与同伴交往的能力，语言技能得

到发展。 

特教工作用两个词就可以概括，即重复、坚持。在重复中实现量变到质变的积累，在坚持中探

索常规与创新的突破。由于现在医学、教育发展的局限性，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还处在研究过程中，

每个孩子的每个微小转变都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将继续深入学习开展研究，为特殊儿童享有健康快

乐的童年保驾护航，为特殊儿童的未来撑起一片蔚蓝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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