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园幼儿家长对融合

         教育接纳度调查研究

摘要： 本文主要研究 Q 园幼儿家长对融合教育的接纳度。以家长作为研究

对象，采用访谈法、问卷法，从个人态度、受阻原因方面对 Q园幼儿家长展开调

查，整合幼儿家长对融合教育的接纳程度，发现问题并提出切实有效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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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一）选题依据

随着国民素质的提升和国家经济建设的进步，融合教育逐渐走进大众的视野，

成为教育发展聚焦的重要方面之一。2022年 1月 25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教育

部等部门“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1，其中提出让残疾儿童青少年

和普通儿童青少年在融合环境中相互理解尊重、共同成长进步。适应残疾儿童和

普通儿童共同成长的融合教育模式，推动特殊教育学校和普通学校结对帮扶共建、

集团化融合办学，创设融合教育环境，推动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融合。未来将融

合教育全面推进，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医疗康复、信息技术将与特殊教育进一

步深度融合。通过了解社会现状和查阅文献得知，我国的学前融合教育普及率不

高，且大多集中于一二线城市，在资源、政策等因素的制约之下，我国尤其是偏

远地区的学前融合教育发展缓慢，普及率较低 2，在理论和实践中缺少因地制宜

的本土化方法，大多还在借鉴国外的理论与经验。要发展学前融合教育，需要社

会、学校、家庭三方的合力支持。由此可见家长对于融合教育的态度是推进融合

教育普及化的重要因素。目前有关家长对于学前融合教育态度的研究较少，了解

家长对于融合教育的态度，提高家长对融合教育的接纳度成为当前需要解决的问

题之一。

（二）研究意义

融合教育对于特殊障碍群体融入社会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学前融合教育是

帮助特殊儿童融入社会的起点，家长对于学前融合教育的态度是学前融合教育

是否能够顺利推进的关键性因素。提高家长对于融合教育和特殊儿童的接纳度

有助于在家庭中鼓励幼儿参与融合教育活动，提升幼儿在园融合教育的适应性

3；家长态度的提升可以促进家园合作，了解特殊儿童的发展状况，共同制定更

适合特殊儿童的发展方案；家长的配合也会减轻学校与社会的压力 4

1 教育部等部门. (2021).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 [A].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 张玲,邓猛.新时代我国融合教育发展的本土模式与实践特色——基于《“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

计划》的解读[J].残疾人研究,2022(01).
3 韦丽清,邹震飞,张树东.残疾人自我决定的合理性、适应性及发展路径[J].现代特殊教育,2023(18).
4 汪旸. 上海市义务教育阶段残疾儿童随班就读政策执行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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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家长的接纳度也帮助改善社会氛围，提高整个社会对于学前融合教

育以及特殊儿童的接纳度，为融合教育发展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家长提升学

前融合教育接纳度也有利于家长支持园方的工作，为园方提供更详细的特殊儿

童的信息，便于提升学前融合教育的质量，为学前融合教育工作的开展打下坚

实的基础。由此可见，家长对于学前融合教育的接纳度是发展学前融合教育的

前提，家长的态度是制约融合教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以及从一定程度上

决定未来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方向。

二、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郭凯泽 5的研究重点关注了幼儿教师及家长对融合教育的接纳度。通过对教

师和家长的调查研究发现，在幼儿阶段，家长对融合教育的态度受到教师的影响

较大，教师的支持和态度能够直接影响到家长的接纳度。研究还发现，家长对于

融合教育的接纳程度与他们对子女学习环境和教育质量的认知密切相关。因此，

教育机构需要加强对幼儿教师的培训，提升他们的融合教育理念和实践能力，以

增强家长的接纳度。

邓宇超 6的研究聚焦于家长对学前融合教育的接纳度。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

研究发现，大部分家长对学前融合教育持支持态度，认为融合教育有助于促进所

有幼儿的发展。然而，也有一部分家长存在接纳度较低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对融

合教育模式的不了解和担忧以及对特殊需求学生对子女学习的影响的担心。因此，

教育机构需要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和互动，提供关于融合教育的相关信息和支持，

以增强家长的接纳度。

孙玉雁 7通过研究表明探讨家长对自闭症儿童学前融合教育的态度。研究发

现，相比于一般的学前融合教育，家长对自闭症儿童的融合教育接纳度较低。家

长普遍存在对自闭症儿童的教育特殊性和挑战性的认知，担心融合教育对自己子

女的学习和社交发展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教育机构需要针对自闭症儿童家长的

特殊需求，提供个性化的支持和指导，加强家长的教育信心和接纳度。

5 郭凯泽. 幼儿教师及家长融合教育接纳度调查研究[D].海南师范大学,2022.
6 邓宇超. 家长对学前融合教育接纳度的调查研究[D].河南师范大学,2019.
7 孙玉雁. 家长对自闭症儿童学前融合教育态度的研究[D].华东师范大学,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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