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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本科师范生有关于融合教育的素养,本研究选取了教育部直属的某高等师范院校,对其

本科师范生就融合教育素养在专业知识、专业态度、专业技能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本科师

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在这三个方面都不甚理想,三个维度得分从高到低排列分别是专业技能、专业态度和

专业知识。在专业态度方面对特殊学生接受融合教育的态度较为积极；在专业知识方面对融合教育缺

乏相关系统的理论知识；在专业技能方面具有充分的自信并有良好的自我效能感；本科师范生融合教

育素养主要受性别和所学专业两个因素的影响。 

[关键词] 融合教育；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 

中图分类号：C956  文献标识码：A 

 

Investigation on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al literacy of undergraduate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takes a normal university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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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on integrated 

education, this study selected a higher normal university directly under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professional skill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integrated 

educational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is not very ideal in these three aspects, and the 

three dimensions are ranked from high to low as professional skills, professional attitude and professional 

knowledge. Positive professional attitude towards special students receiving integration education; lack of 

systemat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of integration education; full confidence and good self-efficacy; integrated 

education quality is mainly influenced by gender and maj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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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融合教育是指特殊学生融入正常班级、学校、社区、环境,

参加学习和社会活动, 大限度地发挥特殊学生的潜能[1]。融合

教育是当今世界特殊教育发展的潮流,也是普通教育改革的方

向[2],而在我国实施的“随班就读”被认为是“融合教育”在我

国现实情境下的实践模式[3],并且作为一种基本的教育政策在

我国颁布的多项法律法规中予以实施[4-5]。也就是说,随着融合

教育在我国的不断发展,未来将会有更多的有特殊需要的儿童

进入普通学校课堂,普通教育教师的教育环境以及工作任务也

会因此发生变化[6],这就对普通教育教师的专业素养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据教育部2016年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普通小学、

初中随班就读招收的学生5.18万人,占特殊教育招生总数的

56.60%；然而在2017年这一比例下降为51.10%[7]。由此可见,

目前融合教育虽然在大力推行,但仍有一定比例的特殊学生

从普通学校回到特殊学校普通小学或初中就读,出现“回流”

现象[8]。即使是仍在随班就读的特殊学生,由于随班就读师资质

量得不到保障,出现了“随班就坐”“随班就混”“随班坐读”的

现象[9],因此提高普通教师融合教育素养势在必行。 

教师的专业素养是当代教师质量的集中表现[10],而在融合

教育的背景下,使得普通教师需要具备融合教育的理念、知识、

技能等融合教育素养,以满足所有学生的教育需要[11]。融合教

育素养是基于原有素养之上的更加专业化、科学化、特殊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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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素养[12]；是教师进行融合教育工作时所具备的融合教育

理念与态度、专业知识以及专业能力的总和[13]；是普通教师应

对融合教育应具备的能力,是保障教师顺利开展教育教学的核

心[14]。 

目前对于教师应该具备的融合教育素养的研究中,郝振君

认为,需要教师形成融合的态度、价值和期望,树立民主的教育

观,具备教育特殊儿童的知识、技能和情感[15]；王美萍则认为

要具备全新的教育理念,并且要同时具备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

的知识及能力[16]；冯雅静认为差异教学能力、多元评估能力以

及合作能力是融合教师的核心素养[17]。另一些研究者从实证层

面进行研究：左瑞勇对重庆市幼儿园教师融合教育素养进行调

查,主要从融合教育观念、知识、能力三个维度进行,并发现幼

儿教师的融合教育素养较低[18]；李拉从专业理念、专业知识和

专业能力对随班就读教师进行分析,认为随班就读教师缺乏专

业理念,专业知识薄弱[19]；朱楠在融合教育背景下探讨了免费

师范生特殊教育能力应该从专业理念、专业知识、以及专业态

度三个方面进行培养[20]；王雁则从专业态度、专业知识、专业

技能以及获取能力这四个维度,对融合教育教师专业素养进行

调查,发现随班就读教师专业素养水平不平衡,其专业知识得分

显著低于专业技能以及专业态度,获取支持能力 差[21]。我国

普通教育教师对教育对象变化的适应性水平不高,大多数教师

缺乏融合教育的知识和技能[22]。 

由此可见,我国对融合教与素养的研究包含以下几点：普校

教师所应具备融合教育素养的研究、对普通教育教师融合教育

素养的调查研究。研究的重点大多集中在在职教师所应具备的

融合教育素养、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以及在融合教育背景

下教师的教育能力、师资培养方面的研究。较少涉及到对本科

师范生以及未来有可能成为融合教育教师的师范生的融合素养

调查研究,而本科师范生作为未来教师的储备军,对其进行融合

教育素养的调查对我国融合教育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本研

究则是针对在校的已经开设融合教育相关课程的本科师范生,

关于融合教育素养在专业知识、专业态度、专业技能三个维度

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聚焦于作为未来融合教育主力军的本科师

范生,以期通过对其融合教育素养的调查,为推动本科师范生融

合教育素养的提升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 

2.1被试 

本研究选取华中地区某教育部直属高等师范院校的本科师

范生为调查对象。共发放问卷90份,回收有效问卷87份,有效率

97%。调查对象的年级为大二和大三两个年级,其中该校大一年

级的学生刚入学,专业知识薄弱且没有选修特殊教育相关课程

的机会可能会对问卷造成整体偏差,大四年级的学生参与实习

不在校内,因此没有对其进行调查。同时调查对象中的教育学专

业指的是教育学专业和学前教育学专业,不包括特殊教育学专

业。调查对象中男生16人(18.4%),女生71人(81.6%)；大二年级

的学生30人(34.5%),大三年级57人(65.5%)；教育学专业学生42

人(48.3%),非教育学专业学生45人(51.7%)；其中接触过特殊学

生和成人的有67人(77%),没有接触过的有20人(23%)；接触的人

中(N=67)接触频率极少31人(35.6%),偶尔(大概一年一次)21人

(24.1),有时(大概一个月一次)15人(17.2%)。 

2.2研究工具 

本研究采用王雁、王志强等[23]编制的《随班就读教师专业

素养问卷》,此问卷有28道题目,包括专业态度、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和获取支持能力四个维度。本调查根据此问卷进行了如

下修订：考虑到被调查者还未从事到一线教师的工作中且对在

教学工作中获取相关支持力了解不多,因此删除了此问卷中的

获取支持能力这一部分；并对专业技能和专业知识这两部分的

题目中语言表达进行修饰,使其符合本科师范生的理解。例如原

问卷中：“我能与其他教师或相关专业人员针对残疾学生开展合

作教学”修订为“我认为我能够与其他教师或相关专业人员针

对特殊学生开展合作教学”。修订后的问卷从由专业态度,专业

知识以及专业技能三个维度组成,共29个题项。该量表采用

Likert五点计分(1代表非常不同意,5代表非常同意),各维度得

分数越高,表示其融合教育素养越高。该量表各因子系数在

0.705-0.833之间,总量表的系数为0.901,说明该量表具有良好

的信度[24]。 

2.3数据处理 

采用统计软件SPSS22.0对数据进行处理分析,具体的数据

处理方法有描述性统计分析、差异检验、T检验和相关分析、二

元变量相关分析等。 

3 研究结果 

3.1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的整体状况 

为了考察被试在融合教育素养以及各维度的得分情况,

对各维度得分进行了描述性统计,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

各维度得分高低依次为专业技能、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在

专业技能方面水平较高且略高于专业态度的均分(M=3.41),

同时这两个维度的均分介于3和4之间略高于理论中值3。总的

来说,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中的专业知识水平显著低于

专业技能和专业态度,并且专业技能和专业态度差异未达到

显著性水平。 

3.2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的相关分析 

对本科师范生的融合教育素养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

业态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各变量均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其中,专业态度、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均呈显著正相关,并且专

业态度与专业技能的关系更为密切(相关系数为0.762),专业态

度与专业知识相关系数为0.380,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相关系数

为0.412。 

3.3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的差异分析 

对本科师范生的融合教育素养的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和专

业态度进行配对T检验,结果如表1所示,专业态度与专业知识差

异显著(P<0.001),专业技能与专业知识差异显著(P<0.001),而

专业态度与专业技能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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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配对样本T检验 

路径效应 T 效应值η2

专业态度-专业知识 7.25** 0.89

专业态度-专业技能 1.65 0.51

专业技能-专业知识 8.66** 0.50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3.4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分析 

为考察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是否存在性别差异,对不

同性别本科师范生的融合教育素养水平及其各维度上的差异进

行独立样本T检验。统计结果显示(见表2),女生融合教育素养的

各维度的均分都高于男生。其中在专业技能方面女生与男生之

间存在显著差异(P<0.05),这说明性别因素影响本科师范生融

合教育素养的技能水平。 

将本科师范生的专业分为教育学和非教育学(不包括特殊

教育学专业),比较两组学生融合教育素养在不同维度的差异,

结果表明,在专业态度以及专业技能维度上,不同专业学生间不

存在显著差异(P>0.05),但在专业知识与融合教育素养上不同

专业学生存在显著差异(P<0.05),教育学专业的本科师范生融

合教育素养显著高于非教育学的学生。 

表4  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的差异分析 

变量 专业态度 专业知识 专业技能 融合教育素养

性

别

男 3.35±0.60 2.66±0.63 3.16±0.65 3.06±0.56

女 3.41±0.62 2.88±0.68 3.55±0.54 3.28±0.50
T 0.34 1.15 2.56* 1.59

η2 0.0013 0.0151 0.0708 0.0251

专

业

非教育学 3.29±0.57 2.67±0.63 3.41±0.56 3.13±0.47

教育学 3.53±0.65 3.02±0.69 3.55±0.59 3.37±0.53

T 1.86 2.47* 1.06 2.25*

η2 0.0387 0.0661 0.0128 0.0391

年

级

大二 3.26±0.65 2.97±0.62 3.39±0.60 3.21 ±0.49

大三 3.48±0.59 2.78±0.71 3.52±0.56 3.26±0.53

T 1.59 1.24 0.98 0.45

η2 0.0285 0.0175 0.0111 0.0107

接

触

有 3.43±0.62 2.83±0.68 3.46±0.59 3.24±0.51

无 3.32±0.64 2.90±0.71 3.55±0.52 3.25±0.55

T 0.669 0.426 0.618 0.046

η2 0.0052 0.0021 0.0044 0.00002

关

系

亲

密

程

度

亲密 3.47±0.62 2.62±0.56 3.46±0.64 3.19±0.46

较亲密 3.43±0.82 2.89±0.85 3.41±0.76 3.25±0.67

疏远 3.42±0.51 2.83±0.61 3.49±0.50 3.25±0.43

F 0.26 0.77 0.48 0.05

η2 0.0008 0.0024 0.0147 0.0165
 

注：*表示P0.05,**表示P0.01,***表示P0.001,下同。 

通过对不同年级本科师范生的融合教育素养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发现不同年级的本科师范生在融合教育素养整体水平及

三个维度上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见表4)。除此之外,为考察本

科师范生有无接触过特殊学生(或成人)对其融合教育素养的影

响,将是否接触过特殊学生(或成人)为自变量,融合教育素养及

各维度得分为因变量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表明(见表4)有

无接触过特殊学生(或成人)的融合教育素养无显著差异。 后

将接触过特殊学生(或成人)的67名学生按照和特殊学生(或成

人)的亲密程度划分为亲密9人(家人亲戚)、较亲密19人(朋友、

同学、帮扶对象)以及疏远39人(邻居、志愿活动),比较三组本

科师范生在融合教育素养及其各维度上得分差异。结果发现(见

表4),不同亲密程度的本科师范生在融合教育素养及三个维度

上的得分均无显著差异。 

4 讨论 

4.1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 

从调查结果来看,本科师范生的专业知识得分显著低于专

业态度和专业技能,这与王雁[25]吴扬[26]等人的调查结果大致相

同。在融合教育素养的各维度中,本科师范生的专业态得分较高,

说明他们对特殊学生接受融合教育普遍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有68.9%的被调查者认为特殊学生应该与正常的学生一起享受

平等的教育。 

同时本科师范生在融合教育素养中的专业技能水平较高,

有78.1%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将来能够以融合教育教师专业角

度针对不同需要的特殊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教学与指导。这一

结果表明本科师范生对自己的融合教育的专业技能具有充分的

自信,这也表明他们在以后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对于随班就读的

特殊学生有积极的态度。同时也可能说明,研究者在设计问卷时

所使用的“我认为我能够”的积极词汇误导被调查者的选择。

另一方面有64.36%的学生在能否对特殊学生采取有效的行为管

理持不确定或者不同意的态度,这也反映出了本科师范生在具

体实施对特殊学生的教育时不能确定具体的方法和措施,不能

很好的运用所学的专业技能给予不同需要的特殊学生有针对的

教学与辅导。由此可见本科师范生对于融合教育的技能水平仍

停留在“我认为我可以做到”这一水平,还没有上升到“我确定

我能做到”这一更高级的水平。说明他们对于融合教育的技能

掌握还不够深入,虽然人均得分较高,但是不能由此得出他们已

经具备融合教育的相关技能。 

在融合教育的知识方面的得分普遍偏低,本科师范生认为

自己对融合教育的理论、基本原则方法、具体教育评估方法以

及特殊学生的心理行为与特征等都不够了解。产生这一结果的

原因可能在于,被调查的学生中有相当大一部分学生没有学习

过融合教育的相关课程,同时说明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中

专业知识的提升对课程的依赖性更强。专业知识的积累不是仅

仅通过一两次讲座,或者实践活动中探索出的,可能更需要系统

化的相关专业课程来提升其融合教育素养。在以往相关研究中,

虽然屡次提到普通教师的职前培训尚未系统地涉及特殊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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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内容[27],融合教育师资的专业性不强。并且也采取了相应

的措施,强调培养融合教育的普及性、专业化、复合型人才,

但是从结果来看,本科师范生在融合素养中的知识水平仍然

很低。 

在对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在专业态度、专业知识、专

业技能三维度的相关性分析中,得出专业技能和专业态度的相

关性较高。在查阅相关文献时发现融合教育教师的专业知识影

响制约着专业技能的发展,但在此次的研究结果中(由表2)发现

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在专业态度与专业技能的相关性较高,

并且高于专业知识与专业技能的相关性。也就是说本科师范生

融合教育的专业态度影响着他们的专业技能,而与他们专业知

识的贮备量联系较少。这也说明在现当代大学生中存在这样一

些“好高骛远”的现象,不管知识储备是否已经达到所需要的水

平,但是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拥有这样的一种能力。从另一方面说

本科师范生在融合教育有着良好的自我效能感,他们认为自己

拥有融合教育的专业技能,也就是说明他们有这种积极的心态

想要具备有关融合教育的专业知识。在对专业知识、专业态度

与专业技能进行配对T检验发现,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的专

业知识显著低于专业态度和专业知识,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

能在于本科师范生所学习融合教育相关课程较少。 

4.2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在人口统计学变量上的差异

分析 

性别差异一直是调查研究中一个重要的分析因素。通常认

为,女性较为敏感、富有同情心、在对待弱势群体更容易表现出

积极接纳的态度。在本研究中也证实了这一点,女生在融合教育

素养的专业态度与技能方面显著高于男生。 

本科生融合教育素养在不同专业存在差异,并在专业知识

这一方面存在显著性差异。这说明具有教育学或教育学相关背

景知识的本科师范生的融合教育素养普遍较高,并在专业知识

方面略胜一筹,也就是说具有教育学相关背景知识更有利于融

合教育相关课程的学习。在培养未来将要成为一线教师的学生

时可以加强其教育学相关知识的培训,在他们为未来职业做好

准备的同时也可以为更好的接受融合教育的相关知识奠定好基

础。而融合教育的相关知识不仅仅是“属于”特殊教育专业的

学生,而应该是每一个即将成为融合教育教师的本科师范生所

应该具备的。 

此外,研究还发现是否接触过特殊学生对本科师范生融合

教育素养的研究不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对被调查者的进一步分

析中得出有36位学生曾参加过志愿服务或去过特殊教育学校,

说明该校的本科师范生对特殊学生的接触较为广泛,这可能与

该校有两个特殊教育协会有关,为他们提供了接触特殊学生的

机会(例如全纳志愿服务队、星光自闭症儿童服务中心等)。这

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提高本科师范生的融合教育素养可以为其

提供或创办有关特殊教育的协会,让他们在实践中接触特殊学

生,感受特殊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异同点,从而更好的提高本科师

范生的融合教育素养。 

接触过特殊学生(或成人)的学生按照和其的亲密程度进行

方差分析,发现三组本科师范生对特殊学生(或成人)的亲密程

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在于本科师范

生对于特殊学生(或成人)的接纳度普遍较高,都愿意以积极的

心态来接纳不熟悉或陌生的特殊群体。而在专业知识方面对特

殊群体的认识越多,接触越深可能更加认识到其的相关专业知

识的缺乏,与之相反的是与特殊群体的接触越少越容易出现盲

目乐观的态度。 

5 结论与启示 

5.1结论 

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各维度得分依次为专业技能、专

业态度、专业知识,并且专业知识显著低于其它两个维度。本科

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在专业态度方面对特殊学生接受融合教育

的态度较为积极；在专业知识方面对融合教育缺乏相关理论知

识；在专业技能方面具有充分的自信并有良好的自我效能感。

在对其进行相关分析发现,专业态度与专业技能有较高的相关

性,同时得分存在显著性差异。 

在对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中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分析

得出,被调查者的性别、所学专业对融合教育素养具有影响作用,

而被调查者的年级、是否接触特殊学生(或成人)以及与其亲密

程度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5.2启示 

本研究表明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具有较高的专业态度

与专业技能,这种较高的专业态度是提高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

素养的基础,也是当代本科师范生具有初步融合教育能力的具

体体现,更是推进融合教育普遍施行的根本所在。而专业技能与

专业态度具有较高的相关性,由此可见在注重本科师范生对融

合教育专业技能的培训的同时,可以从他们良好积极地态度方

面入手,用他们对融合教育积极的态度来支撑对于融合教育专

业技能的学习兴趣；用他们对融合教育的兴趣作为培训技能的

前提,在实践中学习融合教育的专业技能。而针对本科师范生具

有较低的专业知识,则有必要增加融合教育相关课程的专业化

培训,提升本科师范生专业知识水平。因此要更好的实现融合教

育的推广与普及,必须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加大融合教育的宣传

力度,增加特殊教育专业知识相关课程的开展,努力提高本科师

范生融合教育的专业素养。 

基于对本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影响因素的分析,提升本

科师范生融合教育素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在普通

师范生培养中融入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相关的课程,加强有关

特殊教育需要的基本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且这些课程在师范

教育阶段面向所有的本科师范生,而不仅仅是针对教育学专业

的学生。第二,学校应创设和提供特殊教育或融合教育的相关协

会和组织,为本科师范生接触特殊学生提供实践和交流的机会。

第三,教师应该从本科师范生对融合教育的积极的专业态度入

手来培养他们对融合教育专业技能的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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