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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特殊教育普惠
发展”，这是党和人民对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要
求与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要求，国务院出台
的《“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
要“加强特殊教育教师队伍建设”，全面提高特
殊教育质量。

教育大计，教师为本。特教教师是发展特殊
教育实践的主体。特殊教育政策的制定或特殊
教育自身的发展，最终都需要回归到这一关键
群体上。然而，特殊教育教师流失问题日益突
出，招工难和流失多的问题逐渐成为制约特殊
教育发展的不利因素。特教教师权益缺乏专门
法律保障，社会声望偏低、社会资本有限，这些
不利现象影响着特教教师良好的职业发展。如
果说师范生培养是特殊教育师资的前半部分，
影响着多少人会踏入特殊教育行业。那么，在职
教师的职业发展就是特殊教育师资的后半部
分，决定了多少人会留在特殊教育行业，并为之
奋斗终身。

教师职业发展主要是指教师个体在现有的
职业能力的基础上，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个人工
作能力的不断提升。但是由于特殊教育的对象
特殊性，特教教师职业发展的内涵除能力发展
之外，还应包括专业道德、教育理念、专业发展
满意度等情感态度，应当考虑涉及与学校、社会
等更广阔情境相关的情感道德乃至政治因素。
而且积极的职业认知认同是教师专业化自主发
展的原动力，教师的职业情感因素与专业能力
发展二者之间相互影响，在职业发展的过程中
实现深度耦合。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不仅包
含就职业本身的技能属性而言的专业能力发
展，也应当包含就发展交互过程中的情感态度
属性而言的身份认同情况。同时，特教教师在职
业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地基于各种需求形成社
会关系，交织出自身的社会网络，并在这一社会
网络中获取社会支持、建构身份认同、进行着职
业发展。社会网络作为中介变量影响着教师的
教学投入和工作绩效，良好的社会网络能够提

高特教教师对工作情境的控制力量、归属感和
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对特教教师有着十分必
要和迫切的意义。基于此，笔者认为探讨我国特
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现状应从专业能力发展、
身份认同和社会网络三方面展开。

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为新时代建设现代化
的中国特殊教育指明了方向，具有历史性的重
大意义。这不仅包括学段延伸和学位增加等普
惠，也包括区域平衡普惠。尤其是新时代以来，
党和人民对特殊教育更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与边
远地区特殊教育发展不充分、不均衡的矛盾凸
显出来。我国东北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迟缓，
教育资源比较有限，人口外流明显，特殊教育发
展需求也更加突出。综合参考国内外已有经验，
未来特殊教育教师职业发展建设可以考虑从

“特教教师结对帮扶、构建两代师表共建模式”
“完善社会支持体系、织好特教教师的社会网
络”“引入第三方机制、畅通特殊教育家校协同
育人渠道”等角度着手发力。

发展特殊教育，是党和政府保障基本人权
的重要措施，是改善民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必然要求，是推进社会公平、建设文明社会的重
要标志。近年来，吉林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关
于办好特殊教育的要求，高度重视特殊教育事
业的改革和发展，相继出台一系列支持特殊教
育事业发展的重要举措，从人力、物力、财力等
方面强力推进，助推特殊教育事业的长足发展。
吉林省特殊教育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办学条件明显改善，普及水平基本达到全覆盖，
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教育质量也得到显著提
升。站在新的时代发展起点上，应该清晰认识到
与党和政府的要求相比、与残疾儿童家长的期
待相比，吉林省特殊教育仍存在可提升空间。未
来在科学分析制约吉林省特殊教育发展问题的
基础上，综合应用多角度举措协同发力，进一步
提升特殊教育普及水平、保障能力和教育教学
质量，推动吉林省特殊教育事业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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