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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学生的家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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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常儿童的成长发育进度基本一致，而特殊学生往往在生理、心理及智力等方面都可能存在问题，

所以需要特殊对待。家庭和学校对培养学生都有重要的作用，家校合作不仅更有利于学生的健康成长，还能帮助

家庭和学校的教育目的协调与统一。家校合作让家长能够参与到学校的教育中，通过与学校其他家长的沟通和交

流总结教育经验，及时掌握更全面的信息，从而提高家长自己的教育观念和教育素养，为特殊学生的未来发展营

造更好的环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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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ormal children'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progress is basically the same, and special students often have 
problems in physical, psychological and intellectual aspects, so they need special treatment. Both family and school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Home-school cooperation is not only more conducive to the healthy growth of students, 
but also helps to coordinate and unify the educational purposes of family and school. Home-school cooperation enables parents 
to participate in school education, summariz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through communication and exchange with other parents 
of the school, and grasp more comprehensive information in time, so as to improve parents' own educational concepts and 
educational literacy, and create a better environmen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special student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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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特殊学生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可能存在缺陷，表现

在身体、智力、情感、社交、学习等方面，开展教育可

以帮助特殊学生充分发展自身潜力，增加融入社会的

机会，进一步缩小与普通学生的差距。特殊学生的教育

需要个性化的教学计划、特殊的课程设置、专门的教育

设施和设备、专业的教育师资等，这就离不开政府、学

校和社会各界的支持。家校合作有利于树立科学的家

庭教育观，双方可以相互尊重对方的立场和意愿，理解

对方的需要，建立良好的家校关系，相互协调才能发挥

最大的教育功能。家庭和学校合作可以形成强大的教

育合力，教师和家长能够建立良好的沟通，共同制定教

育目标，为特殊学生规划最合适的成长路线。特殊学生

虽然在很多方面都有不足，但并不意味着就不需要接

受教育，实际上正常的教育环境反而更有利于身心发

育[2]。 
1 特殊学生的特征 
特殊学生与正常学生在很多方面都有差异，可以

体现在智力发育、思维模式、语言表达、行为动作等各

个方面。特殊学生在记忆力方面与正常的学生有着明

显的差别，特殊学生通过机械记忆力来记住并且理解

事物。特殊学生的思维模式较为简单，通常没有直接性

的概念，只是简单地记住某些事物，还容易受到干扰，

常常表现为无法持续集中注意力。另外，存在智力障碍

的学生一般环境适应能力较差，在脱离原来的环境后

就容易感到害怕，即使是在熟悉的环境中也容易走神。

特殊学生一般很难准确进行表述，可能断断续续叙述

一件事，但容易出现错误语法以及偏差的语音，所以正

常人理解起来很困难，这也是特殊学生语言表达无法

提升的原因之一。而且特殊学生的感觉行动均比较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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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做出相同的反应时会更缓慢，接受知识的能力会非

常低下，甚至无法有效接收。 
2 特殊学生教育的要求 
特殊学生与正常学生存在明显的个体间差异，在

对特殊学生进行教育时，需要根据学生各自的特点来

制定教学计划和目标。特殊学生主要在盲人学校、聋人

学校、肢残和畸形儿童学校、语言障碍儿童训练中心、

森林学校、疗养学校等机构接受教育，也有部分特殊学

生在普通学校的特殊班级。 
2.1 教育对象 
特殊学生包括视力、听力、智力等障碍学生，特殊

学生的教育应纳入特殊教育范围，并从经济投资、科学

研究、师资和设备等方面给予支持。但专门的特殊学校

只接收这类学生，当学校都是特殊学生，他们基本就失

去了与正常同龄人接触的机会，以后就更难重返社会。 
2.2 教学方式、手段 
特殊学生通常自我意识比较强，所以在集体活动

时常常会无所适从，不仅容易分散注意力，还常常受到

外界环境因素的影响，引起压抑、紧张的精神状态。特

殊学生接受教育时对环境有一定的要求，尽量避免受

到刺激引起心理冲突，还要加强对心理问题的预防和

控制，进一步帮助学生改善心理问题。由于特殊学生存

在一些缺陷，采用的教学手段、教学方式都应根据学生

的生理特点来制定。首先不能像普通学生一样在德、智、

体、美、劳等方面进行要求，而是要特别强调进行补偿

缺陷和发展优势的教育。所谓因材施教不仅适用于普

通学生的教育，也同样适用于特殊学生，盲童要学习盲

文和定向行走，对聋童进行听力、语言训练，对弱智学

生进行感知觉和动作能力的教育训练等。 
2.3 教育原则 
特殊学生教育的目的、任务、教学过程规律都应符

合其身心特征，在课程设置上更多是以功能性的课程

为主，最好是将一般教育与劳动职业教育相结合。教师

要针对特殊学生的个体情况选择教材、备课和教学，对

特殊学生进行早期诊断、早期教育和早期训练。教育过

程中要针对特殊学生不同的身心特点，尽量用健全器

官来代替受损器官的组织功能，充分地发挥学生内在

的潜能，增加特殊学生的适应能力。系统教育应将家庭

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从医疗养护、教

育训练、就业培训三个方面，不断地巩固和发展学前教

育、学校教育、成人教育的成果，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

训练效果。 
3 家校合作 

普通学校的教育工作主要对象是正常学生，因此，

普通学校的教育工作所提供的教学服务并没有侧重考

虑特殊学生。现阶段我任教年级共有 3 名特殊学生，随

班就读的特殊学生可能不仔细查看没有明显不同，大多

数时间都可以进行正常交流，但在学习过程中依然会表

现出不一样。从长远来看，家校合作更像是合伙企业，

双方都有共同的目标，以提高教育成果为目标，共同参

与到特殊学生的教育工作中，通过正确、积极、规范的

教育观念帮助特殊学生成长。 
3.1 家校合作的意义 
特殊学生的身心特征都明显异于常人，很多家长

面对存在的问题时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心理和精神都

承受了巨大压力。学校教育不是全盘拦过家庭责任，而

是与家庭共同协作发挥“1-1＞”的作用，进一步提高

教育质量，帮助特殊学生掌握更多的生存技能，减轻整

个社会的负担。家校合作的目的是让特殊学生得到更

好的教育，通过家庭与学校的合作为其提供全面的关

怀和支持，从而更好地融入集体，实现从家庭向社会的

跨越[3]。家校合作的基础是家庭与学校有效沟通，围绕

特殊学生的身心发育进行信息交流，不断提高对特殊

学生的了解度，才能制定出合理的培育计划。学校教育

侧重于培养特殊学生的行为习惯，而家庭教育在早期

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家校合作将家庭教育和学校

教育进行融合，特殊学生的行为习惯得到一致性和互

补性[4]。学校要提高包容性，家长也要更新家庭教育观

念，通力合作才能为特殊学生提供更完整、更全面的教

育。家校合作不仅仅不仅是一种教学模式，同时也是一

个教育平台，旨在通过家庭和学校之间的紧密合作，共

同促进特殊学生的全面发展。 
3.2 家校合作的策略 
仅仅有少量特殊学生有机会进入普通学校接受教

育，少数往往会成为“异类”，在正常学生的衬托下就

会更加的格格不入。学校作为教育工作的主导者需要

给予更多的支持，除了要多关注特殊学生，还需要加强

对普通学生的引导，正确认识特殊学生，并且为尽快接

受特殊学生做好准备。家校合作的理念很好理解，但在

真正的实践过程中却会面临很多困难，开展家校合作

首先要有策略，否则就会像无头苍蝇一般乱撞。首先要

积极建立沟通渠道，定期开展家长会只是常规操作，还

应为特殊学生家庭建立档案，通过家庭访问日、线上交

流等方式保持沟通。其次是明确教育目标，学校和家庭

应共同制定教育计划，在达成共识后结合实际情况规

划未来的发展，并通过定期的学习评价向家长反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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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表现[5]。然后还要增进互相理解和支持，学校和家

庭都有共同的目标，所有的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让特

殊学生有更好的未来，因此，学校应该了解其家庭的文

化背景、价值观和家庭环境对学生的影响，尊重家长的

意见和建议，并通过扩大家庭参与学校决策的机会来

增强互信。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家校合作需要三方

共同参与，无论是学校还是家长，乃至学生自身都应参

与到教育中。学校可以提供家庭教育支持，帮助家长更

好地开展家庭教育，同样，家长也要做好配合工作，主

动获取教育资源和信息，引导特殊学生融入学校教育

中[6-7]。 
3.3 家校合作的体系构建 
特殊学生群体数量庞大，而特殊学校承载量有限，

并不能保证所有的特殊学生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另

外，有很多特殊学生情况并不严重，虽然与正常学生有

差距，但完全可以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这样也更有利

于提高适应能力。对于普通学生而言，特殊学生只是在

某些方面存在不足，不应该带着有色眼镜看人，只要有

正确的引导，可以树立正确的三观，提高思想境界。家

校合作的理念最早出现在 1950 年，但目前仍然处于初

级探索阶段，并没有成熟的制度保障体系，也没有建立

完善的合作机制。而且普通学校的师生及家长都缺乏

这方面的经验，对特殊学生的了解较少，很多家长甚至

会歧视特殊学生，这种思想也会影响普通学生，长期以

来导致整个社会对特殊学生都有偏见[8-9]。开展家校合

作不仅要针对特殊学生家庭，还应纳入普通学生家庭，

全方位关注特殊学生的教育工作，才能进一步提升家

校合作的效果。特殊学生教育要避免盲目化，家校合作

平台的搭建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除了要积极推动

立法，还应重视思想上的转变[10]。 
4 结语 
特殊学生大多数集中在特殊教育学校，或是由家

庭主导全部教育工作，这部分学生与普通学生很难有

交集，也就没有机会体验普通学校的学习和生活。实际

上很多特殊学生正是因为没有机会融入社会，最终才

会成为所谓的“边缘人”，普通学校在能力范围内接收

部分特殊学生，为此类学生提供接受正常教育的机会，

对其未来的发展也会有所裨益，而家校合作就是特殊

学生教育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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