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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资源教室 “教康结合”运行
模式的构建与实施

●王瑜欢　薛　青

　　

[摘要]融合教育是世界特殊教育发展的共性与潮流.常熟市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普通学校融合教育资源中

心建设的指导意见»等文件精神,积极应用“教康结合”模式,为本区域各年龄段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成长提

供优质的教育康复服务.乡村资源教室“教康结合”运行模式依托乡村资源教室,深度解析特殊教育“教康结

合”内涵及特征,重构特殊教育课程体系.乡村资源教室将“教康结合”训练融入学生学习中,整合“家—校—

企—社”资源,使乡村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的教育康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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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教康结合”内涵,提高融合教育服务质效

常熟市遵循“特殊教育普惠发展”要求，结合本土实际

需求，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发展，提升乡村资源教室融合教育

的普及水平，提高了融合教育服务质效。 乡村资源教室

“教康结合”内涵可以归纳为全纳、融合、适切、协作。

全纳：常熟特教始终奉行“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理

念，以“平等与质量”为价值核心，坚持以学生的需求为

本，遵循教育规律，结合残疾学生多样化特殊教育需要，构

建融合教育“教康结合”专业服务体系。

融合：常熟融合教育发展水平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按

照“需求导向、资源统筹、普特联合”的思路，将融合教育

服务的触角延伸到全市所有学校，通过融合教育资源教室建

设进一步提升学校教育水平。

适切：以“让每一个特殊教育需要学生都能接受合适的

教育”为办学理念，以随班就读和特教班为主体，以学前早

期康复训练、义务教育差异发展和高中职业技能培养为重

点，以送教上门为补充，形成了常熟市特殊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的办学格局。

协作：常熟特教构建了相关管理部门统筹指导、跨部门

协调，高校专家、普特学校、医疗康复机构、社会单位、融

媒体等协作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显示了“协作”联动的工

作效能。

建立“教康结合”课程体系,明确教育改革路径

乡村资源教室“教康结合”课程体系坚持以学生的需求

为本，根据国家课程实施方案、学校培养目标与学生个性需

要，以“教康结合”“生本教育”“融合教育”为课程理念；

以“医学诊断与教育评估”为课程基础；以“生本康复”

“差异生长”“适应发展”为课程目标；以“功能性学科课程

＋支持性康复课程＋适应性发展课程”为课程内容；以“集

体教学”“小组教学”“个别训练”为课程实施路径，以“个

性化”“互助式”“支持式”为课程实施方式；以“档案跟踪

与多元评价”为课程评价，让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实现有差异

的康复和成长(图１)。

图１　乡村资源教室“教康结合”课程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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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功能性学科课程”校本化应用我国规定的一般性课

程，体现学科知识技能的基础性、指向功能性。 乡村资源

教室依托特殊教育学校，探索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学业评估

方式，分学段编制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学业评估手册。 同

时，学校根据评估结果调整课程内容，实施差异化教育，

形成了“一生一评估”“一生一课表”“一生一目标”“一生

一课程”“一生一学法”“一生一评价”的“六个一”实施

方案。

“支持性康复课程”以医学诊断为基础，整合感知觉、

动作、认知、语言、情绪行为等内容，体现机体能力和认知

水平康复的专业性和生本性。 将“教康结合”融入学生一

日学习活动中，实施“静态＋动态”评估，为学生量身定制

IEP，开展个训、小组、亲子等多形式康复训练。

“适应性发展课程”以拥有和谐而有质量的个人生活为

目标，分阶段、多形式开展校园适应、社会适应、职业适应

等课程，使学生走进真实的社会生活。“适应性发展课程”

注重生活性、过程性、实践性，促进每一个学生自觉真实地

成长。

建设“教康结合”教师队伍,组建专业化发展工作坊

乡村资源教室以《常熟市“四有”好教师团队——融合

教育“蒲公英”教师团队建设实施方案》为行动纲领，组建

了专业化发展工作坊，全面夯实“教康结合”师资团队的专

业性。

评估是资源教室“教康结合”的起点。“特殊需要诊断

评估”工作坊制定并实施了《常熟市特殊教育需要学生评估

与安置工作制度》等制度，细分并规范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入

学安置方式。 工作坊动态性开展课程本位评估，编制学业

评估手册，开发标准化量表，提升评估的广度与深度，提高

教育康复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IEP是资源教室“教康结

合”的基础。“个别化教育计划”工作坊组织全市１２所小学

(幼儿园)成立“IEP先行者”进行试点探索，根据评估结果

制定学期教育康复目标、月度目标，调整教育康复内容，结

合过程性评估提出下阶段目标。“个别化教育计划”建立了

特殊教育需要学生教育康复的成长档案，从试点校(园)向全

市资源教室推广，不断提高教育康复的质效(图２)。

图２　特殊教育需要学生“个别化教育计划”

　　巡回支教是资源教室“教康结合”的纽带。“资源教室

巡回支教”工作坊巡回指导常熟市１２６个融合教育资源中

心，给出具体行动措施，明确时间节点，分解任务到人，形

成了“１＋３＋X”(１：一名巡回教师。 ３：三个资源教室。

X：学前段将康复训练融入学生一日活动；小学阶段立足学

生差异化特点，全面落实“个别化教育计划”；初高中阶段

融入职业技能和生涯规划教育)全链服务，为乡村资源教室

“教康结合”提供有质量的研究案例。

送教上门是“教康结合”的补充。“重残学生送教上

门”工作坊联合市残联，成立常熟市“小桔灯”送教志愿服

务队，根据“四定”要求，以点带面，持续不断保障常熟教

育１００％的就学率和零拒绝的优质教育，真正做到了不放

弃、不抛弃每一个适学孩子，这也是常熟融合教育深度发展

的一个缩影(图３)。

图３　“巡回指导”和“送教上门”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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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教康结合”物质资源,推动全域支持

(一)开创性建成融合教育信息化管理平台

为切实加强对乡村资源教室运行的管理，强化标准引

领，突出过程监控，常熟市开创性地建成了融合教育区域管

理平台，目前已有１３５所学校在线注册、为７９６名特殊教育

需要学生建立电子档案。 平台呈现一站式、全方位、连续

性三大特点，以数字化信息和网络为基础，积极利用网络信

息资源的优势，建立全市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管理跟踪、评估

诊断、教育康复等信息的共享和应用的数字化体系。 这一

体系包括“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基础信息、能力评估、个别化

教育方案、成长档案”四个模块，对每一名特殊教育需要学

生的鉴定、教学、康复、评价、支持服务、成长档案等信息

进行收集、存储、整合、分析和应用，助力每一个学生都能

健康成长。

(二)开展“教康结合”优秀星级学校评比

为有效推动融合教育内涵式发展，充分发挥评估机制的

助推作用，强化标准引领，突出过程监控，提升乡村资源教

室“教康结合”服务质量，在全市范围内星级学校评估认定

程序分为三星级(基础级)、四星级(优秀级)、五星级(示范

级)“教康结合”资源教室三类。 五星级资源教室所在的融

合教育学校可自动转评为常熟市融合教育示范校，市级示范

校择优推荐省级融合教育示范校。 由教育、残联、卫健

委、民政四部门协同开展，制定管理机制、师资配备、硬件

设施、经费投入、内涵建设、成果实效等多个评估指标，通

过听取汇报、随堂听课、检查设施、查阅资料、综合评价、

反馈意见等环节对星级学校进行全面评估。

(三)整合“家—校—企—社”四位一体教康模式

课题组依托常熟市融合教育协会资源，统筹做好与学生

家庭、教育部门、职能部门、社会力量的联动工作，整合社

会多方资源结成“教康结合”联盟，形成了“职能部门统筹

管理、业务部门协作联动、社会群体爱心支持、学生家庭全

力以赴”全域支持的乡村资源教室“教康结合”运行发展的

新路径。 资源教室定期组织特殊教育需要学生家庭在互励

互勉的氛围中接受心理疏导、“教康结合”专题培训等，使

学生家长掌握家庭康复方法，为学生创造和谐的康复环境；

资源教室编辑季刊《常熟特殊教育》，创建公众号，面向社

会宣传“教康结合”理念，联合社会力量开展活动，以更为

广泛的思想支持、舆论支持、政策支持保障融合教育的深入

发展；资源教室定期组织普特融合爱心义卖、亲子活动、才

艺展示、专题沙龙等，进一步健全全社会协作支持、全情接

纳特殊需要学生的联动机制，为乡村资源教室的特殊教育需

要学生及家庭创造和谐、友爱、向上的大环境。

乡村资源教室“教康结合”运行模式的构建与应用充分

发挥乡村资源教室的辐射作用，从特殊需要学生健康成长出

发，落实生本教育主体地位，使特殊需要学生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到优质适切的教育康复环境，提升了特殊教育质量，促

进了特教与普教的共同发展，更推动了常熟基础教育的均衡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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