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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融合教育推动下的课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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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课程调整是融合教育课程设计的主要方式，应注重以普通教育课程为主，真正回应融合教育理念所有效地参与和实质

融入的目标。小学是特殊儿童融入普通学生群体与适应群体生活的重要时期，教师应注重优化融合教育，强化课程调

整，为所有学生提供高质量课程。基于此，本文针对融合教育推动下的小学课程调整策略进行研究，阐述了课程调整

的原则，提出了具体的调整策略，旨在为融合教育背景下小学课程更好地满足特殊学生需求提供理论与实践指引，推

动融合教育的有效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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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Curriculum adjustment is the main way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curriculum design, which should 

focus on the general education curriculum as the main approach and truly respond to the effective 

participation and substantive integration goals of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 concept. Primary school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special needs children to integrate into the general student population and 

adapt to group life. Teachers should focus on optimizing integrated education, strengthening curriculum 

adjustments, and providing high-quality courses for all students. Based on this, this article conducts 

research on the adjustment strategy of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under the promotion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elaborates on the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djustment, and proposes specific adjustment 

strategies, aim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to better 

meet the needs of special stud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integrate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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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教育理念不断更新的当下，融合教育作为追求教育公平和全纳的教育模式，正逐渐成为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融合教育强调

将特殊学生融入普通教育环境，让他们与同龄人共同学习、成长，获得适宜的教育支持与发展机会。小学阶段是基础教育的关键时期，

此阶段同和教育不仅关乎特殊学生个体的成长与未来，也关乎整个社会教育公平的实现以及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 [1]。因此，深入研究融

合教育推动下小学课程调整的原则与策略具有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理论价值。

一、融合教育推动下小学课程调整的原则

在小学阶段开展融合教育课程调整时，教师应注重遵循以下

原则：一是整体性原则。课程调整并非鼓励针对个别学科或某类

学生进行，而是要从学校课程体系的整体架构出发，考虑各学科

之间的有机联系与相互渗透，关注所有学生的实际需求。课程目

标的设定应服务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2]，涵盖知识与技能、过程与

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等多个维度，促进学生在认知、情感、

社会交往等方面的整体进步，构建一个完整、有机的课程生态系

统。二是差异性原则。融合教育课程应强调因人而异，要求课程

设计要照顾到个体差异，深入了解每个学生的学习风格和特殊需

求，实施分层教学与个别化教育。比如注重课程内容与学生之间

的适配度，结合全体学生的身心特点与发展需求进行系统设计，

让融合教育不再停留于浅层次 [3]。三是协同性原则。融合教育的

有效实施离不开课程实施共同体的支持，包括学校领导、教师、

特殊教育专家、家长以及学生自身等。各主体应发挥自身优势，

形成强大的教育合力，保障融合教育课程调整的顺利开展。在学

校内部，教师之间要加强合作交流，打破学科壁垒，共同设计

跨学科课程和教学活动 [3]。在学校外部，学校应突破学校的“围

墙”，与家庭、社区紧密合作，充分利用家庭和社区资源丰富课

程内容，为学生创造更加丰富多元的学习环境，推动融合教育的

有效实施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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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融合教育推动下小学课程调整的策略

（一）明确特殊学生定位，找准课程调整方向

在融合教育课程调整中，小学应明确特殊学生的定位，找准

课程调整的正确方向。首先，构建层级结构的调整意识。学校从

基础认知层面入手，强调适宜融合，针对特殊学生存在的认知短

板设置课程内容，比如针对不存在感官障碍或智力障碍的学生，

教师可在普通课程上进行调整 [5]；针对视力障碍或听觉障碍的学

生，教师可设置多渠道呈现方式，带给全体学生均可享受的便

利；针对肢体障碍的学生，可设置精细动作训练课程，从使用简

单工具进行手工制作，到完成较为复杂的操作任务，循序渐进提

升他们的动手能力。其次，坚持适宜教育价值观。教师应尊重各

个特殊学生的独特性，坚信他们都有无限的发展潜力。比如孤独

症学生，他们多在某些特定领域具有天赋，教师可挖掘学生的闪

光点，为他们提供相应的发展机会，设置相关竞赛等 [6]；注重将

品德教育与社会情境学习等融入课程，培养特殊学生的自我认知

能力，让全体学生成长为优秀人才，树立正确思想观念。

（二）开发整合课程资源，建设针对性课程体系

为提升融合教育效果，教师应注重开发与整合课程资源，构建

出具有针对性的课程体系，满足特殊学生的多样化需求。首先，强

调“适异”内容的差异化设计。比如情境化定制内容，教师可结合

特殊学生的兴趣爱好和认知特点，创建情境化课程内容，针对有视

觉障碍的学生，可设计以声音探索为主题的课程单元，模拟森林、

海边、城市街道等不同场景的声音，让学生凭借听觉辨别物体和环

境特征 [7]。比如数字化资源，教师可依托线上平台整合资源，利用

现在科技手段多元化呈现课程资源，比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让有肢

体残疾的学生能够“身临其境”地参观历史古迹，感受不同时代和

地域的文化魅力。其次，强调“适异”课程资源的改造与糅合。教

师可从跨学科视角，对不同学科资源进行深度融合与重组，比如将

艺术、科学和语言学科结合起来，开展“创意自然观察”课程，让

学生在观察过程中运用艺术形式记录下来，形成不同学科角度的思

维方式。还可从社会视角挖掘社区各类资源，比如与当地社区建立

合作，邀请手工艺人、志愿者到学校开展兴趣课程，丰富学生的课

余生活，发现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8]。

（三）形成多元教育合力，开展协作教学活动

在落实融合教育中，学校应与各主体形成教育合力，以此开

展富有成效的协作教学活动。一是同伴辅导教学。教师可对班级

学生进行评估与分组，将普通学生与特殊学生进行分层分组，确

保每组学生在能力和性格上能够优势互补。比如将具有较强沟通

能力和耐心的普通学生与需要提升社交能力的特殊学生分在一

组，促进学生的共同发展。比如鼓励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共同参

与项目任务，发挥各自优势，有效锻炼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 [9]。

二是小组合作教学。教师可以学生感兴趣的主题为核心，开展跨

学科小组合作学习活动，比如围绕“未来城市”，特殊学生与普

通学生从不同视角探究城市能源和城市外观设计等，促进多学科

知识融合，在合作中打破学科壁垒，拓宽思维视野 [10]。三是影子

教师辅助。影子教师辅助能够为特殊学生提供心理支持和行为支

持，比如在集体活动中进行干预，帮助其高效稳定掌握集体生活

中的适当行为，提高特殊学生适应能力；影子教师能够详细记录

与描述特殊学生的问题行为，思考具体优化方案，了解开展辅助

服务时应具备的资料与具体流程 [11]。

（四）构建课程评价体系，不断优化课程调整

课程评价是融合教育的终结环节，同时也是后续教学的指挥

棒。小学应构建出科学新颖的课程评价体系，为课程进一步改进

提供依据。教师应注重过程性评价，利用数字化工具，如学习管

理系统，实时记录学生的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况、小组合作参

与度等，比如在科学实验课程中，教师可观察学生在实验操作过

程中的动手能力、遇到问题时的思考方式以及与小组成员的协作

情况进行评价，而不是仅依据实验报告的结果 [12]。教师应定期给

予特殊学生反馈，帮助其及时调整学习策略，让学习内容与方法

更好适应特殊学生学习节奏 [13]。除了教师评价外，还可引进学生

自评、同伴互评等，其中学生自评能培养他们的自我反思和自我

管理能力，比如让特殊学生与普通学生每月撰写学习总结，分析

自己的优点与不足；同伴互评能够促进学生相互交流，特殊学生

可与普通学生相互评价，评价对方在合作中的贡献等 [14]。通过多

主体评价，能够收集不同视角的评价信息，让评价更加全面，促

进融合教育课程不断完善 [15]。

三、结语

综上所述，加快建设特殊教育课程是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新时代促进教育公平与强化特殊教育发展的重要举

措。在小学教育中，学校应注重开展融合教育课程调整，明确出

课程调整的原则，确保课程调整在科学合理的框架内进行，明确

出特殊学生的定位，开发整合课程资源，形成多元教育合力构建

科学的课程评价体系，以此提升课程建设的科学性与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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