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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今，我国特殊教育在正常化原则、全面参与原则的推动下，与普通教育的结合，正在成为特殊
教育发展的方向，而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正是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结合的最好体现。
如何做到普通教育与特殊教育的真正融合，使在普通学校就读的特殊儿童的特殊需要避免受到忽视，
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
针对这一问题，一些辅助支持的教育措施应运而生，其中资源教室（resource room）被认为是最普遍
、最有效的。
资源教室是在普通学校中建立的集课程、教材、专业图书以及学具、教具、康复器材和辅助技术于一
体的专用教室；它具有为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提供咨询、个案管理、教育心理诊断、个别化教育计划、
教学支持、学习辅导、补救教学、康复训练和教育效果评估等多种功能。
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建设资源教室。
从目前我国资源教室的开办情况来看，还存在着如下问题：①师资匮乏。
资源教室的教师大多为兼课教师，难以管理；教师缺乏专业化训练，难以胜任工作。
②行政配合不力。
学校的领导对资源教室的了解不深，甚至有误解，对资源教师的支持不够。
③教学内容不适合。
课程安排过于僵化；教师缺乏编写教材的能力。
④资源教室服务对象面小，大部分资源教室只服务于某一类特殊儿童，没有充分发挥其多种功能。
　　2006年，北京市海淀区培智中心学校申报的《培养资源教师，提升资源教室教育品质的研究》课
题，被北京市海淀区教科所批准为海淀区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
2007年，本课题被批准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立项课题。
本课题由海淀区内建立了资源教室的6所小学和3所中学共同参与研究，海淀区教委主管特殊教育的主
任担任课题组的名誉组长。
这种领导重视，并由区内多所中小学共同参与的重点课题是以往没有过的，充分说明了北京市海淀区
教委对特殊教育以及普特融合的关注和支持。
　　本书是《培养资源教师，提升资源教室教育品质的研究》课题的主要成果，是课题组全体成员努
力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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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立项课题《培养资源教师，提升资源教室教育品质的研究》的
主要成果，是课题组全体成员努力的产物。
    本书共分理论篇、实践篇、成果篇三部分。
理论篇是课题组的研究报告；实践篇是各实验校的子课题研究报告；成果篇收录了课题组3年来的实
践研究成果。
    本书内容丰富翔实，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大量的教学一线案例可为资源教师提供借鉴和参考。
本书可作为资源教师、随班就读教师以及特殊学校教师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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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986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教委等四部委《关于实施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二条中指出，
残疾儿童的义务教育“办学形式要灵活多样，除设特殊教育学校外，还可在普通小学或初中附设特殊
教学班。
应该把那些虽有残疾，但不妨碍正常学习的儿童吸收到普通中小学上学”。
我国特殊教育在正常化原则、全面参与原则的推动下，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结合，正在成为特殊教
育发展的方向，而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正是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结合的最好体现。
“随班就读”是中国的“一体化”，代表着有中国特色的特殊教育新形势。
从1988年我国实行“随班就读”形式以来，相继有很多的经验总结，为“随班就读”的深入发展提供
了指导意见。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发现了很多问题需要改进。
华国栋在《特殊教育师资培养问题》中指出，从事随班就读的教师，100%是普通师范毕业，他们中很
少有人参加过半年以上的特殊教育培训。
几年来的实践证明，师资的质量成为制约“随班就读”质量提升的瓶颈。
　　“九五”期间北京市一些区县和学校开始探索建设资源教室，并取得初步成效。
资源教室已成为为残疾学生提供特殊需要教育的场所，为教师提供特殊教育需求资料和个别训练的场
地，为家长提供对孩子进行教育训练方法的中心。
“随班就读”的研究关注点由解决入学问题转到教学质量及“随班就读”对象扩大、层次提高上，其
中资源教师的师资质量对提高“随班就读”教学质量起关键作用。
因此，建设一支敬业爱岗、专业水平高的资源教师队伍，提高“随班就读”教学质量，完善“随班就
读”体系的工作，将成为今后“随班就读”工作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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