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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体育教育是残疾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随

着近年来我国残疾人竞技体育成绩斐然，残疾人体育

教育的忽视得到了进一步的关注。每个个体都平等的

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体育教育也不例外，它在完善残

疾人人格、个性、能力，促进其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

重要作用，理应得到相应的重视。

中国作为一个文明古国，十分关注残疾人的教育与

发展。从古代开始就对残疾人有了一定的教育，尤其

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更加重视残疾人的体育教

育，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本文将对我国历史上残疾人

体育教育情况作一个梳理，探究其历史进程，并对今

后我国残疾人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以期推动新

时代残疾人体育教育在我国的发展进程。

1. 中国残疾人体育教育的历史回眸

1.1 古代中国的残疾人体育

在古代多对残疾人的生活进行教育，教会残疾人自

立更生的本领。如让瘸子担任巫师、盲人奏乐、聋人

烧火等。文化知识教育上也只有少数贵族聘请专门的

教书先生进行教育，多数残疾人没有涉及。在体育活

动上，有伸展肢体，对残疾人进行康复训练的记载。

在 2000 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已应用“导引”（呼吸训

练和医疗体操）、按摩等方法治疗肌肉萎缩、行动不便、

瘫痪等疾患。中国古代名医运用吐纳、五禽戏、八段锦、

各种娱乐活动治疗瘫痪、肢残带来的肌肉萎缩等疾病 ,

都有恢复患者身心功能的事例 [1]。

可以看出在古代残疾人教育活动仅为一些提供保障

生活的教育，连最为重要的文化教育活动都无法保障。

所采用五禽戏、八段锦等活动更多的也是以娱乐活动

的方式达到康复的效果，并非真正意义上体育教育活

动。

1.2 近代中国的残疾人体育教育

1840 年正当清王朝日趋衰落的时候，英、法、美

各国的资本主义却在迅速发展，我国的政治、思想、

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了西方很大冲击。在教育上，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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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教士通过撰文等方法来传播西方的特殊教育思想与

实践。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特殊教育学校数量不断增

加，残疾人的体育活动开始得到重视 [2]。

如：1887 年传教士梅里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聋哑

学校——登州启喑学馆。学校从幼儿园至九年级的课

程设置里都包含了体操课程 [3]。1911 年傅兰雅创办上

海盲童学校，男生每天需进行单杠、哑铃训练、跑步、

跳高等活动。1916 年张謇创办的盲哑学校，他置办了

体育器材，为学生体育的学习及课余学生锻炼使用。

在这一时期，全国共有特殊学校 42 所，特殊学生

2000 余人。但学校多为解决残疾人学生的智力教育问

题，给他们一个公平受教育的机会。学校教学工作缺

乏规划，课程设置较随意。残疾学生的体育活动处于

萌芽阶段，没有专业教师指导。

1.3 新中国成立后残疾人体育教育

1.3.1 残疾人体育教育起步阶段

1951 年，中央政务院颁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

其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聋哑、盲目等特种学校，

对生理上有缺陷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这

一“决定”的颁布，使得残疾人教育纳入教育，并成

为重要组成部分。特殊教育学校也因此兴起，1959 年

特殊教育学校数量已达到了 297 所。在这些特殊教育

学校里开始设置体育课程，同时鼓励残疾学生积极参

与课外体育活动。在竞技比赛上，1957 成功举办了第

一次盲人运动会，此次运动会极大的激发了残疾学生

参与体育活动的热情以及社会的关注，随后各个盲校

也积极开展校内体育运动会。

同时这一阶段为了促进残疾人体育教育的发展，有

了残疾学生体育教师培训活动。如 1958 年在北京举办

了全国盲校体育教师培训班。培训班提高了盲校体育

教师的教学能力与工作水平，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盲人

体育活动的开展 [4]。

1.3.2 残疾人体育教育恢复与发展阶段

文革十年间，我国基础薄弱、发展不成熟的特殊教

育受到了重创，残疾人体育教育活动无法正常开展。

1978 年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各地体育组织

也在逐渐恢复与建立，特殊教育得到空前发展，残疾

人体育也不断的发展起来。1986 年通过的《义务教育

法》中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为盲、哑儿童和弱

智的儿童、少年举办特殊教育（学校）班。”残疾学

生受教育的权利得到了保障，到 1990 年特教学校达到

了 746 所之多。同时在体育组织上，我国的伤残人体

育协会、弱智人体育协会、盲人体育协会、聋哑人体

育协会以及中国残联宣文部体育处等组织分别于 1983

年、1985 年、1986 年、1988 年、1993 年相继成立。

这些体育组织不断呼吁残疾人体育活动的重要性，强

调各部门应加强对残疾人体育活动的重视，同时发动

组织残疾人体育活动。特殊教育学校都开展体育运动，

并有专门的体育教师按照特殊教育的规律对残疾儿童

进行体育教育 [5]。

1.3.3 残疾人体育教育稳步发展阶段

1994 年“融合教育”的思想在世界特殊需要大会

中提出并得到了国际上的广泛支持和认可，中国教育

界也开始传播和实施这一教育思想。1994 年我国颁布

了《关于开展残疾儿童少年随班就读工作的试行办法》，

随班就读工作可充分利用现有的资源，最大化满足特

殊群体的需求，保障特殊群体的入学率。在此背景下，

融合体育在随班就读中慢慢发展起来。2001 年天津体

育学院成为全国第一所开设本科适应体育专业高校，

国内开设重视对特殊体育教师的培养。

此外，随班就读工作推出之后我国也相继颁发了

《体育法》、《教育部特殊教育学校暂行规程》、《残

疾人教育条例》等政策法规，这些政策法规是我国残

疾人体育教育活动的坚实保证，对我国残疾人体育教

育的发展有重大的指导性和推动性作用。

2. 中国残疾人体育教育发展的逻辑

2.1 历史逻辑：顺应了中国社会前进的步伐

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不断进步促使我国的残

疾人体育教育不断发展。古代战乱不断、自然条件、

医疗条件等十分落后，伤残比例大。同时人们思想落后，

森严的等级观念，造成了残疾人处境异常艰难，教育

活动支离破碎，文化知识教育都无法保障，体育教育

活动更无从谈起。

近代，随着中国国门的开启，西方传教士的一些先

进思想理念与教学方法，感染和唤醒了国民的意识，

同时带动了一批我国进步人士。这一时期所创办的特

殊教育学校，对残疾人体育教育活动发展起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虽然学校主要为解决残疾人学生智力教育

问题，提倡教育公平。但是这一时期已经意识到了体

育活动对于体质虚弱的残疾学生的重要性，残疾学生

的体育活动也从无进入到了有的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进步对残疾人体育教育的发

展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在思想观念上，建立人

人平等相互尊重的环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社会对残

疾人的歧视；在教育发展上，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

形态的统治地位，教育显得格外重要，特殊教育也得

到应有的重视。在政策机制上，相继出台各种保证残

疾人权益的方针政策；在对外开放上，建立起我国各

类残疾人体育组织并加入相应的国际残疾人体育组织，

积极参与国际残疾人体育竞赛，加强交流与合作，共

促残疾人体育发展。

如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我国残疾人体育教育活

动从无到有渐成体系。目前已发展成特殊教育学校、

普通学校特殊班、随班就读的三种形式并存的形式。

这三种形式的存在给了残疾人及各地区更多选择以及

接受体育教育的机会，切实提高体质，促进残疾融合，

消除歧视。

2.2 思想逻辑：思想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

古代有着仁者爱人、博爱思想。中华文化在对待残

疾人中始终贯穿着“仁爱”的思想观念。这些对待残

疾人、老人等弱势群体的畅想及政策，无不体现着仁

者爱人、博爱的思想，并在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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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残疾人的态度以及国家政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

近代的思想为，教育均等思想下的皈依基督。近代，

西方传教士所办的特殊学校是以培养残疾人自养能力

以及皈依基督为目的。传教士认为残疾人在特殊教育

学校接受教育，在扩大教会影响、发展教徒方面可以

发挥比常人更大的优势和意想不到的作用 [6]。虽然这一

时期教育目的多为皈依基督，但在教育均等的教育思

想下，残疾人已有人接受教育的权利，体育活动也开

始出现。新中国成立后，有着社会主义人道观念。文

艺复兴时期萌生了人道主义的思想观念，新中国成立

以后也逐渐成为社会主义社会思想基础之一。2007 年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强调要“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发

展残疾人事业”[7]。社会主义人道观念逐渐深入人心，

社会上逐渐形成了人人平等、关爱他人、相互帮助的

社会风气。残疾人教育受到重视，颁布法律保障残疾

人教育权利，开始对特殊教育教师进行培训，体育作

为教育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残疾人体育教育活动开

始发展起来。

新世纪以来，体现着从“隔离”到“融合”的思

想。人道主义思想在社会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残疾

人被视为弱势群体给与帮助，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平等，

伤害了残疾人的自尊。特殊教育学校虽然让残疾人享

受平等教育的权利，但将残疾人与正常学生隔离开来。

如今人们慢慢意识到这种“隔离”所带来的弊端，为

了改变差异“融合”的思想就孕育而生。在此思想下，

我国开始积极推进融合教育，随班就读成为我国融合

教育的一种特有形式。

3. 新时代我国残疾人体育教育发展的前瞻

几千年以来，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对残疾人思想

观念的不断发展，中国残疾人体育教育得到了质得发

展。但相较于欧美发达国家，目前我国残疾人体育教

育的发展还是比较落后，仍然存在较多问题急需解决。

为应对现如今我国残疾人体育教育现存的问题，更好

的改善和保障新时代我国残疾人体育教育，通过回顾

历史对未来残疾人体育教育的发展作出展望。

3.1 转变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切实保障残疾学生

受教育的权利

事实上，从古至今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都认为残疾

人有着“不同”，所以理应受到特殊照顾，未考虑学

生的身心特点而免修体育课或独立开设体育课，剥夺

了学生享受体育课中促进身心发展的权利 [8]。若基本的

体育权利不能保障，发展特殊体育教育也是空话。虽

然特殊体育的开展存在一定的困难，但不能因为这些

困难而剥夺学生参与体育的权利，而应该根据残障学

生的个体差异，提供相应的帮助和支持 [9]。在一些融合

体育和特殊体育开展较好的地区已经证明，残疾学生

参与体育活动，掌握运动技能能够增强体质，提高信心，

培养健全人格等价值。

3.2 完善顶层设计，加强对政策法规的监督与执行

从我国古代到近代再到新中国成立后残疾人体育活

动的发展来看，残疾人体育的发展离不开国家和社会

的重视与支持。国家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完善

残疾人体育教育的立法体系。缩小班级规模，消除大

班额，制定国家残疾人体育教育课程大纲，使残疾人

体育教育的发展更加规范性、有指导性。其次，应该

积极倡导残疾人体育教育的行为，建立积极的包容态

度。在一份份文件、政策颁布出来以后，更重要的是

加强对政策执行的监督，将政策落在实处才能切实的

促进残疾人体育教育的发展。

3.3 加强残疾人体育教师队伍建设

在我国残疾人体育教育发展过程中，由于没有专业

的体育教师作为指导，体育课程具有随意性，体育作

为教育的功能未能很好的体现出来。如今师资力量不

足及师资水平成为限制残疾人体育教育发展的主要因

素。今后应大力加强体育教师的培养，有条件的高校

院校应开设特殊体育教育专业，或开设残疾体育课程，

增加残疾人体育教育师资力量的同时使体育教育专业

学生掌握残疾人体育教育知识，并成为残疾人体育教

育的“后备军”。

3.4 加大经费投入，完善学校残疾人体育场地设施

场地设施是实施残疾人体育教育的重要条件之一，

残疾学生的体育锻炼和保健康复都依托于体育场地设

施。过去由于国家的重视不够，没有足够的经费来建

设适合残疾学生特点的场地，或者场地、器材陈旧落后，

这些都限制了残疾人体育教育活动的开展。今后国家

应提供财政支持，改善残疾人体育教学的条件与环境，

增加学校体育场地与器材方面的经费，设计提供更多

适合残疾学生体育参与的场地器材。

参考文献

[1] 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 . 残疾人体育基本知识导读

[M].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2006:2.

[2] 黄培森 . 中国特殊教育史略 [M]. 成都：西南交通

大学出版社，2015：67.

[3] 鲁晓泉 . 中外特殊教育史 [M]. 长春：吉林大学出

版社，2017：42.

[4] 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 . 中国残疾人体育发展概览

[M]. 北京 : 华夏出版社 ,2006:3-7.

[5] 张军献 , 虞重干 . 残疾人观的嬗变与残疾人体育的

历史回顾 [J]. 体育科学 ,2007(03):17-21+31.

[6] 郑晓坤 , 曲铁华 . 西学东渐与中国近代特殊教育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6(01):9-14.

[7] 庞 文 , 张 蜀 缘 . 中 国 残 疾 人 社 会 保 障 制 度 的 演

进 :1978—2017[J]. 残疾人研究 ,2018(02):3-13.

[8] 王永顺 , 杨安禄 , 余梦瑶 , 马丁·布洛克 . 美国“最

少限制环境”原则判例法研究——兼论对我国融合体育

教育的启示 [J]. 体育与科学 ,2022,43(01):68-74.

[9] 曹烃，李良 , 刘俊洁 . 中美特殊体育教育法律制度

的比较 . 首都体育学院学报，2015，27(04):336-340.

作者简介：努尔艾力·阿卜杜瓦伊提（1994-），男，

维吾尔族，北京人，大学本科，助教 / 辅导员，研究方向：

残疾人体育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