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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无锡市儿童福利院、无锡市民政局、江苏省民政厅、江苏省质量和标准化研究院、

南京市社会儿童福利院、广州市社会福利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恒新、周立军、李恒、陈国梅、季静、朱炜、孙毅、冯浸、黄蓉、强佳、蔡

苓、金峰、张书、陆晓红、蒋晓静、蒋晓文、宣浩煜、谭绍珍、甄苏君、李玮玮、方舒、熊速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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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福利机构特殊教育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儿童福利机构特殊教育的总体原则、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及要求、档案管

理、服务评价与改进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儿童福利机构设立的特殊教育班、特殊教育学校所提供的特殊教育服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JGJ 76 特殊教育学校建筑设计标准

MZ/T 010 儿童福利机构基本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残障儿童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在躯体或心理活动中的某项能力（包括先天或后天原因造成肢体功能障碍，视觉、听觉、言语、学

习、行为和情感障碍以及智力或精神障碍等）明显低于正常儿童者。

注：以下简称“儿童”。

3.2

特殊教育 special education

根据儿童福利机构内儿童的身心特点和教育需要，采用一般或特殊的教学方法或手段，最大限度地

开发儿童的潜能，使他们增长知识、获得技能、具有良好品德、增强适应能力的一种教育。

4 总体原则

4.1 对儿童进行早期诊断、早期教育和早期干预。

4.2 充分考虑儿童身心特点，补偿受损器官的相关功能，开发儿童内在潜能，增强儿童的适应能力，

为更好地融入社会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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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从儿童的个别差异和个体发展的特殊需要出发，有针对性地为每名儿童制定教学计划并及时调整，

坚持五育并举，全面实施德、智、体、美、劳教育。

4.4 强化儿童的道德情感、认知能力、生活技能、社会发展等关键能力和职业素养培养，将教育训练、

医疗护理、养育服务、康复矫正、就业培训进行系统结合，开发适合儿童发展的课程，实施以儿童发展

为本的教学。

5 基本要求

5.1 场所及设施设备要求

5.1.1 应配备固定的教学用房及教学辅助用房，位置相对安静，无障碍设施设备齐全、合理便利。宜

按专用教学与公共学习区、劳动技能与生活技能训练区、康复训练与检测区、行政办公与生活服务区等

功能关系合理布置各类用房，各类基础设施应符合 GB 50763的要求。

5.1.2 应配备室外活动场所，室外环境应符合 JGJ 76的要求。

5.1.3 室内应采光充足，通风良好，空气清新、无异味，温度适宜，宜配置室内空气调节器、紫外线

灯等空气消毒净化设备。

5.1.4 室内应保持干净整洁。环境布置应温馨，色彩以暖色调为主，符合儿童身心特点。场所设计、

布置应满足教学需要。

5.1.5 图书、教具、教学材料等应满足日常教学需要，并根据教学计划每学期至少采购 1次。

5.1.6 应根据儿童特殊需要合理配备辅助器具，包括但不限于：

——移动类辅具：如儿童轮椅、助行器、站立架、矫姿椅等；

——沟通信息类辅具：如助听器、语言沟通板等；

——学习类辅具：如盲文写字板和写字笔、助视器等。

5.2 人员要求

5.2.1 教师

5.2.1.1 每个班级应配备 1名班主任，班主任从任课教师中选聘。

5.2.1.2 教师应持有教师资格证书，定期参加继续教育培训，年度继续教育验证合格，并符合《特殊

教育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的要求。新入职教师应进行岗前培训。

5.2.1.3 教师应熟悉儿童的基本特点，掌握所教学科的知识和技能，具备制定和实施个别化教育计划

的能力。

5.2.2 保教人员

5.2.2.1 每个班级应配备保教人员，保教人员数量应满足教育教学和儿童需要。

5.2.2.2 保教人员应持有孤残儿童护理员证、保育员证或育婴师证，并定期参加生活照料类护理培训。

5.2.2.3 保教人员应熟悉儿童情况。

5.2.2.4 保教人员应配合教师开展相关教学活动。

5.3 安全要求

5.3.1 应按MZ/T 010的要求建立健全安全管理制度，制定应急预案并定期演练。

5.3.2 教学场所安全通道、疏散楼梯、安全出口标志明显，消防和应急设备标志清楚、完好有效。

5.3.3 活动场所地面应采用防滑、防水材料，墙壁边角应做钝化处理。

5.3.4 教具、器具、家具等应定期清洁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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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应安排保教人员接送儿童上下课。每次接送应清点人数，做好交接记录。

5.3.6 教学过程中应密切关注儿童身体状况，突发疾病应及时安排救治。

5.3.7 进行体育项目教学时，应根据儿童身体状况，合理安排运动量和运动强度。

5.3.8 室外教学和活动应提前排除场地安全隐患，根据需要安排充足的看护人员。

5.3.9 外出集体活动应制定详细的活动方案和安全预案，对儿童进行安全教育，并配备急救药品。

5.3.10 应定期对教师、保教人员进行季节性传染病预防和急救等安全知识教育培训，提高应急处置能

力。

6 服务内容

6.1 思想道德教育

重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正确导向，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中，设计丰富的教学课程和

实践活动，培养儿童良好思想道德品质，培育积极健康的人格。

6.2 文化认知教育

6.2.1 培养儿童掌握基础的文化知识和基本技能，使其初步具有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

能力，具体包括：

——基础性训练，主要引导儿童认识颜色、图形和基本物理量；

——基础认知能力训练，包括注意力、观察力、记忆力等训练；

——高级认知能力训练，包括分类能力、推理能力、时间概念、空间方位概念、数概念等训练。

6.2.2 通过音乐、舞蹈、美术等教学，培养和发展儿童对艺术的感知能力、判断能力、想象能力和创

造能力。

6.3 生活能力教育

6.3.1 顺应儿童身体的自然发育状态，引导儿童进行爬行、站立、走路和抓握等训练，锻炼其大脑感

觉器官和躯体运动器官之间的协调配合能力。

6.3.2 通过图画、故事、儿歌等形式与儿童进行语言交流，培养儿童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维能力。

6.3.3 培养儿童就餐、饮水、如厕、洗漱和整理床铺等生活自理能力。

6.3.4 为儿童提供适合的辅具，培养并训练其使用辅具以满足活动的需要。

6.3.5 向儿童提供适宜的运动训练，提高身体的基本运动能力，促进其身心和谐发展。

6.4 劳动能力教育

6.4.1 培养儿童爱劳动、爱生活，树立自立自强、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6.4.2 通过清洗衣物、打扫卫生、收纳整理、手工活动、种植和采摘等方式培养儿童的劳动能力。

6.5 社会适应教育

6.5.1 对儿童进行适当的性别教育和青春期教育，传授基本的生理卫生知识，培养和增强儿童的自我

保护意识。

6.5.2 充分利用各类综合实践基地，多渠道、多形式开展综合实践活动。

6.5.3 以真实生活为基础，设计丰富的教学活动，采用示范、模仿、游戏、表演等手段，为儿童创设

家庭生活中温馨的亲情环境、公共场所中学习与使用基础设施的社会环境、与学校同龄伙伴之间的人际

交往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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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4 通过寄养家庭融合、社区融合、学校融合的教育训练，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能力。

6.6 职业技能教育

6.6.1 开设技能培训课程，组织简单生产活动，培养儿童的职业技能。

6.6.2 联合社会力量为儿童提供职业技能培训、职业生涯规划和职业指导教育，培养学生的就业能力。

6.6.3 为儿童提供职业规划、职业选择、职业适应、职业发展等咨询服务。

7 服务流程及要求

7.1 教育评估

7.1.1 应及时对儿童进行入学评估。定期开展阶段性评估，包括月评估和学期评估。个别化教育的儿

童可根据需要不定期开展评估。

7.1.2 评估人员应由教师、保教人员、社会工作者、康复治疗师等人员组成。根据需要可聘请第三方

专业评估机构。

7.1.3 应根据儿童年龄、残障程度等进行综合评估。评估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粗大运动和精细动作；

——感知能力；

——认知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

——语言与交流能力；

——社交与情感能力。

7.1.4 对有需要的儿童还应进行专项评估，包括但不限于：

——视障儿童：视觉能力评估；

——听障儿童：听觉能力评估；

——智障儿童：智力评估、适应行为评估；

——肢体障碍儿童：肌力、肌张力评估，粗大运动发展水平评估；

——语言障碍儿童：语言发展评估；

——情绪行为障碍儿童：情绪情感能力评估、问题行为评估。

7.1.5 应采用测试量表与问答、操作、观察、指认等相结合的评估方式，确保评估结果的客观性。

7.1.6 评估工作应在 2～4周内完成，宜选取儿童身体、精神状态良好的时间进行。根据儿童配合程度，

可适当增加或缩短评估时间。

7.2 教学分班

7.2.1 应根据教育评估结果，综合考虑儿童年龄、障碍类型及程度、教育资源等进行班级分配，年龄

及功能障碍相似的儿童宜分为同一班级。

7.2.2 根据有利于教学和儿童身心健康的原则确定班级规模，班额宜为 6⁓8人。班级数量应根据儿童

福利机构规模合理设置。

7.2.3 应根据儿童学期评估结果，及时进行班级调整。

7.3 教学计划

7.3.1 应根据教学目的、课程设置、教育评估结果等制定学期教学计划。学期教学计划应在开学初期

制定，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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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期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教材书籍；

——教具学具；

——儿童情况分析；

——提高教学质量的具体措施。

7.3.2 教学计划应根据儿童的能力发展、兴趣转移等情况及时调整，可分为阶段计划和周计划：

——阶段计划，包括整体教学时间、主题单元教学时间、教学内容等；

——周计划，包括日期和课时、课程内容等。

7.3.3 应根据儿童教育评估结果、学习兴趣、学习能力以及个性发展等，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并根

据儿童能力变化情况及时调整。

7.3.4 应根据周计划和个别化教育计划，合理设计课程表和课程内容，包括学习、活动、生活等。宜

将需注意力高度集中的课程安排在上午，活动性课程和个别化教育课程安排在下午。

7.4 教学设计

7.4.1 教学设计应与教学计划相对应，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教学目标，应准确、简洁、可操作，视儿童的一般情况及个体差异而有所区别；

——教学内容，应根据儿童知识技能基础、学习兴趣、态度习惯、思维特点、思想状况、学习能力

等情况，合理设计教学内容，并按照学生特点进行分层教学；

——教学方法，应根据教学需求及儿童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教材书籍，应根据儿童实际情况，并结合教学目标合理选择；

——教具学具，应丰富、安全，适合不同能力水平的儿童动手操作；

——教学步骤，应设计清晰，列明时间分配及人员分工情况；

——教学反思，应根据教学情况及时进行总结和思考。

7.4.2 应根据教学设计编写教案，教案分为详案和简案。详案应根据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明确教

学步骤。简案应根据教学目标，体现教学的基本过程，突出教学重点，突破教学难点。

7.4.3 教学设计应根据儿童特殊需求及时调整，并明确突发事件应对措施。

7.5 教学实施

7.5.1 教师应依据教学计划、教案实施教学，并保障课程进度。

7.5.2 应根据课程目标、内容及儿童的实际需要选择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如集体教学、小组教学、

个别教学等。

7.5.3 对机构内卧床的重度残障儿童可实行教师入室教学，宜采取康教融合的方式进行，灵活运用各

种教学语言、手段，激发其学习兴趣，挖掘其学习潜力。

7.6 教学反思

7.6.1 教学活动结束后，应对教学实际情况进行记录，撰写教学反思。

7.6.2 应通过特定的问题与儿童进行沟通和交流，掌握儿童的学习程度，并对教学计划、教学设计等

进行调整。

7.7 教育延伸

7.7.1 经教育、康复训练后，能够接受普通教育或不适宜接受普通教育但能到校学习的儿童，应转入

普通学校或特殊教育学校就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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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2 应为在机构外就读的儿童提供生活和学习支持，并做好跟踪回访。

7.7.3 应定期与儿童进行沟通和交流，掌握其思想状态和心理活动，并提供必要的心理辅导。

7.7.4 儿童成年后，应帮助有劳动能力的儿童实现就业，就业困难时，应帮助其申请就业援助。

8 档案管理

8.1 档案分为学生档案和教师业务档案。

8.2 学生档案收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教育评估报告；

——谈话记录；

——绘画、手工作品；

——试卷、学期情况报告；

——获奖证书；

——学习照片；

——毕业证书。

8.3 教师业务档案收集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教学计划；

——教案；

——教学反思。

8.4 应按时完成档案的整理归档工作，纳入儿童福利机构业务档案进行集中统一管理、动态管理。

8.5 档案应由专人管理，并建立档案保存和保密制度。

9 服务评价与改进

9.1 宜成立以教育主管为组长，其他相关人员为组员的评价小组，每学期对教学工作进行综合评价。

9.2 评价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教学设计；

——教学实施；

——教学纪律；

——学生获奖情况。

9.3 宜采取定性与定量相结合、过程性与终结性相结合的评价方式，运用日常观察与记录、面谈、讨

论等多种评价方法。

9.4 根据评价结果，及时采取纠正和预防措施，加以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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