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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建立助教陪读制度
解决儿童家庭现实需求

郭凤的女儿小果在北京市某小学
上二年级，是一名孤独症儿童。

孤独症是广泛性发育障碍的一
种，主要表现为不同程度的言语发育
障碍、人际交往障碍、兴趣狭窄和行为
方式刻板。部分儿童在一般性智力落
后的背景下，某方面具有较好的能力。

让郭凤稍微欣慰的是，女儿的智
力并未受损。“每逢自习课时，她就经
常走出教室到别的班找认识的同学
玩。在她的意识里，自习课就是可以
随心所欲干自己的事情。”郭凤说。

郭凤女儿所在的学校没有特教老
师，也不同意孤独症儿童有陪读老师，
这让郭凤很焦虑，因为她会不时接到
老师的电话或信息，告知她孩子在学
校有“攻击性行为”，如无缘无故地推
搡同学等。

她在群里看到家长们讨论《行动
计划》提出“逐步建立助教陪读制度”
时，非常期待能早日落地，让孩子在学
校有陪读老师。

另一位群里的家长柳雨（化名）有
着同样的期待，她的儿子月月曾经因
为没有陪读老师而办理过休学手续。

2014年秋季，月月上小学。上学
期间，老师告诉柳雨，月月有啃手指、
摸耳朵的“坏习惯”，希望家长督促其
改正。由于月月属于孤独症儿童，老
师的严管和家长的督促不但没有让月
月改变“坏习惯”，反而使月月失去了
上学的兴趣。无奈之下，柳雨听从了
心理医生的建议，给孩子办理了长期
休学手续。

在柳雨看来，如果学校有针对孤
独症儿童的专门特教老师，或者能够
允许家长自己聘请陪读老师入校陪着
月月，她不会走到给孩子办理休学的
地步。

为解决这个问题，《行动计划》提
出，逐步建立助教陪读制度。中国人
民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北京市精神
残疾人及亲友协会政策法规与维权专
业委员会委员周详认为，这是“完善特
殊教育保障机制，全面提高特殊教育
质量”的重要措施，有利于解决孤独症
儿童家庭的现实需求，为孤独症儿童
在校生活和学习提供必要的照护和学
习辅助支持。同时，通过专业人员的
介入，提升孤独症儿童的教育质量，帮
助他们更快、更好地融入日常的校园
生活。

孤孤独独症症儿儿童童
助助教教陪陪读读制制度度如如何何建建立立？？

4月2日，世界孤独症日。
作为一名孤独症儿童的妈妈，年近40岁的郭凤（化名）目前的心愿是，她的女儿在上小学期间能有

特教老师陪读，以更好地融入校园生活。
郭凤的这个心愿也是很多孤独症儿童家长的共同心声。她所在的一个融合教育家长群，最近一直

在热烈讨论今年1月公布的《“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其中提出，
研究制定孤独症儿童教育指南，逐步建立助教陪读制度，为孤独症儿童更好地融入普通学校学习生活
提供支持。受访专家认为，特殊儿童在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融合教育理念
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推进也不尽如人意，我国亟待建立制度化助教陪读制度，有必要针对特殊教育专
门立法，为落实包括孤独症儿童在内的特殊儿童的受教育权利提供刚性制度保障。

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
戚永刚有一个11岁的患有
孤独症的女儿果果。2018
年，果果年满6周岁，是去特
殊学校上学，还是去普通学
校上学，这让戚永刚陷入彷
徨中。一个偶然的机会，他
听到南方某城市一位孤独
症儿童家长举办的一场座
谈会，其分享了自己的孩子
接受融合教育经历，即通过
聘请陪读老师并接受专业
培训后进入学校陪读。

“听完介绍，我感觉很
震撼，一下子看清了方向，
那就是聘请一名陪读老师
陪着果果进入普校上学，接
受融合教育。”戚永刚说，他
一方面给孩子报名普校，一
方面开始寻找陪读老师，那
时候在北京找个合适的陪
读老师特别难，而且价格每
月差不多要9000元。

幸运的是，戚永刚找到
一名学前专业的在读大学
生愿意担任陪读老师。接
下来，他开始跟学校沟通。

经过向学校介绍陪读老师
的专业作用、工作内容和方
式，校方同意试一试。2018
年9月，经过此前几个月的
沟通，果果和陪读老师一起
进入学校。

果果在融合环境下的
进步有目共睹。一年级结
束，果果的韦氏智力测试得
分从59上升至67分，社交能
力、生活自理能力也有了很
大的突破，受到了学校领
导 、班 主 任 老 师 的 一 致
夸奖。

学年结束，学校还在开
年度总结大会时，把果果的
案例写了进去，成了学校的
工作亮点。在戚永刚看来，
陪读老师可以入校，意味着
学校为果果这样的孤独症
儿童“打开了一扇融合的大
门”。

此后，很多家长找到
戚永刚，一是向他讨教经
验，二是希望通过他聘请
陪读老师。但社会上提供
陪读老师的机构太少，也

没有太多陪读老师能满足
家长的需要。而且当下在
北京聘请一位陪读老师的
费用每月在15000元左右，
这 是 普 通 家 庭 难 以 承
受的。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戚
永刚和几位北京家长成立
了一个名为“星托付”的公
司，专门招聘学前教育专业
的学生，对他们进行专业培
训，形成陪读老师的供给，
服务于普通家庭。

实际上，对于像孤独
症儿童这样的残疾人的受
教育权利，修订后的残疾
人教育条例有明确规定：
招收残疾学生的普通学校
应当安排专门从事残疾人
教育的教师或者经验丰富
的教师承担随班就读或者
特殊教育班级的教育教学
工作。

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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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要求配

齐师资力量。
多位孤独症儿童家长

认为，每所学校都应该配备
专门特教老师，为残障儿童
提供帮助。但由于特殊教
育资源的缺失，陪读老师成
了家长身上特别沉重的
负担。

周详认为，随班就读是
一项稳步推进的政策，首先
在师资力量较好、硬件条件
完善的学校集中推广，最终
的目的是实现残疾学生随
班就读的常态化。

“我们不能忽视残疾儿
童生理、心理的差异性，需
要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
关心，因此需要建立助教陪
读制度，由专业的人员介入
学校环境中，对不同类型的
残疾儿童加以专门的照护
和学习帮助。可以说，随班
就读与助教陪读是相辅相
成的两项平行制度，既是推
动融合教育的重要手段，也
是融合教育的重要表现。”
周详说。

学校特殊教育资源缺失 找陪读老师成家长负担

对于孤独症儿童的家
长来说，国家提出逐步建立
助教陪读制度之后怎么落
地 ，是 他 们 最 为 关 心 的
问题。

对此，首都师范大学初
等教育学院教育教研室主
任傅添认为，为学校里的特
殊儿童提供各种形式的特
殊帮扶，来帮助他们和普通
儿童一样进行学习，是政府
的职责所在。比如，西方一
些发达国家的小学会为母
语不是英语的外来学生提
供专门的语言助教，帮助他
们克服语言困难，尽快适应
英语学习环境。因为保障
所有适龄儿童的受教育权
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之一。

在傅添看来，这种受教
育权不能只体现在教育的

入口上，即为所有儿童提
供基本的入学权利和

入学机会，更应体现在教育
的过程中，即让所有的适龄
儿童都能真正融入学校生
活，参加正常的学习活动，
而不会被学校生活排斥在
外。如果有些儿童在融入
学校学习生活时有特殊的
困难或阻碍，政府就有职责
去帮助他们消除这些阻碍。

“因此，这种助教制度，应当
由政府主导建立，学校来负
责落实”。

在周详看来，助教陪读
制度需要政府、学校、家庭
共同合作来实现，并不是单
方的责任。在国家层面，应
当建立完善的助教陪读人
员资格认证和培训制度，包
括建立助教陪读专业人员
的资格认证制度以及技能
培训体系。政府保障专项
经费的落实，通过财政直接
拨款或通过政府购买的方

式为助教陪读人员提供基
础的工资福利待遇。将助
教陪读人员纳入到专业技
术人员的管理体系。建立
家长学校，引导和培训家长
助教陪读的专业能力，引入
助教陪读家长志愿者制度。

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
是，是否有必要对特殊教育
专门立法，给各方责任以法
律上的刚性约束？

周详认为，我国残疾
儿童教育领域已经存在数
量较多的规范性文件。目
前，首要的工作是尽快出
台落实已有法律法规的具
体措施，将这些保障残疾
儿童受教育权利的条款尽
快实现。之后，在部门协
调和总结经验的基础上，
再适时出台单行立法，来
切实保障残疾人教育事业
的全面推进。

傅添认为，特殊儿童在
我国基础教育领域中一直没
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融合教
育理念在基础教育领域中的
推进也不尽如人意。考虑到
特殊儿童和残障人士的庞大
人口数量，出台专门的特殊
教育立法在当前可以说是非
常紧迫、势在必行。

“特殊儿童的教育融入
情况，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决
定了他们成年之后能否自
立自主，能否和外界社会进
行正常交往，过上有尊严的
生活。因此确实有必要针
对特殊教育专门立法，为其
受教育权利的落实提供法
律和制度保障。毕竟，对残
障人士的包容、关怀和尊
重，是衡量一个现代社会的
文明程度和道德水准的基
本指标之一。”傅添建议。

据《法治日报》

政府主导建立学校落实 针对特殊教育专门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