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依据维果斯基缺陷理论的基本观点，特殊儿童发展缺陷的实质是心理发展的生物过程与文化过程分

离，以及在操作和改造其心理发展的中介工具能力上存在困难。由此，针对特殊儿童的发展援助，既需要矫治其生物

过程在种系发展上的偏常状态，也需要着眼于解决社会文化适宜性因素在特殊儿童个体发展中的缺失以及重新学

习心理工具的运用等问题，方能发挥其对特殊儿童发展的积极影响。然而，实际的发展援助却存在重生存保障、轻发

展指导，重初级教化、轻再社会化，多游击式干预，少系统化指导等不足。针对此类问题，主要提出了重塑发展性取向

的发展援助目标，创构全息性取向的发展援助形式，生成体验性取向的发展援助课程，培养具有关怀性品格的特教

教师等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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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儿童的界定一般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

的理解是指与正常儿童在各方面有显著差异的儿

童，既包括发展低于正常儿童，也包括超常儿童。狭

义的特殊儿童，又称“缺陷儿童”、“障碍儿童”，特指

由于受先天遗传疾病或后天创伤的影响而具有生理

器质性障碍、有病态化表现的儿童。本文的研究对象

是狭义的特殊儿童，就这一类特殊儿童而言，他们还

有没有发展的可能性、是否还具有可教育性等，成为

在保障其基本生存条件后备受关注的问题。维果斯

基的缺陷学理论一反传统观点，所提出的创造性见

解为特殊儿童的发展救助与指导提供了重要启示。

一、特殊儿童发展援助的缺陷学理据

（一）儿童发展及其缺陷成因

人的发展是人的身体逐渐生长成熟和心智不断

复杂化、结构化、社会化的连续性与阶段性相统一的

过程。它是个体与环境、先天遗传因素与后天习得经

验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在此过程中人的身心有机

融合，相互之间不存在边界。而且，与动物的发展相

比，人的发展主要体现在意识活动这一人类所特有

的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是人

发展的本质体现，意识活动及其功能结构构成人心

理发展的主要内容。[1]由此，维果斯基指出，就人的高

级心理机能的发展而言，它是种系发展和历史发展

相结合的过程，或者说是生物过程（是指个体源自母

体孕育的遗传基因和天然身体素质等） 与文化过程

（指影响并制约个体发展的社会性因素，如家庭生活

环境、地域文化习俗等）两方面结合的结果，且文化

过程以生物过程为基础并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受

社会历史文化发展规律的影响和制约是人的发展的

显著特征。人由于受到不同社会历史文化环境的影

响和制约，其发展路径和状态表现出差异性。[2]这一

差异直接体现为个体心理活动模式的不同，并外化

为语言、思维方式、生活习惯和适应能力等的差别。
普通正常儿童的发展路径是生物过程与文化过

程的协同共生，两者共同构成其发展的健全机制。然

而，由于特殊儿童的某些生理性条件不足导致生物过

程与文化过程无法充分协同共生，从而导致特殊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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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呈现出生物过程与文化过程相分离的显著特

点。[3]特殊儿童高级心理机能发展的初始路径由此遭

到阻碍，进而反映为身体机能障碍的产生即缺陷。此

外，从儿童发展的必要条件即意识活动的功能结构来

看，特殊儿童的缺陷成因还与其掌握和运用在发展中

起中介作用的心理工具的水平有关。动物的心理发展

是在种系进化和自然选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反映模

式，人的心理发展却是在“机能性系统”[4]中运用中介

工具进行经验内化和社会建构的结果，表现为意识活

动的操作与功能结构的不断完善。心理工具是人类历

史文化发展赋予个体的特殊天赋，蕴含在心理发展的

文化过程中，它构成心理过程发展的中介，[5]成为生物

过程与文化过程发生作用的催化剂。个体意识的功能

建构即是以心理工具为技术路径，以实现高级心理机

能的多元化和复杂化，对心理工具的熟练操作和在操

作中进行不断改造，促进儿童在提高运用心理工具水

平中带动心理活动的进阶。由此，特殊儿童有别于普

通儿童的外在状态、功能障碍和行为问题实质上是由

于个体心理工具掌握不足导致内在生物过程和外在

文化过程矛盾运动的结果。这一矛盾运动表现为对正

常儿童发展路径的偏离，并外显为行为有机体的社会

活动能力困难的一种状态。
（二）特殊儿童的缺陷结构及其作用机制

依据维果斯基的观点，特殊儿童的缺陷问题是通

过其身体机能的种系进化属性和文化历史属性两方

面外在显现，[6] 呈现出生物性和社会性两种特征。由

此，特殊儿童的缺陷依据其成因是否为原生性而表现

出成层性结构，即第一性的生理器质性功能障碍和第

二性的社会性功能障碍及其他衍生性功能障碍。[7]第

一性障碍属于生物性问题，主要受遗传基因的影响，

如新生儿患有先天性失明而造成感官弱能无能，这类

缺陷须从机体组织器官切入，通过病理医药学的方式

进行诊断与治疗；第二性障碍是在原生性障碍基础上

生成，即依赖于某一生理官能的高级心理机能无法获

得而造成其发展的生物前提不能获得正常发展。由于

特殊儿童的缺陷问题并不完全都是原生性的，而是多

层次功能障碍的复合体，因而单纯医学手段并不能够

完全解决儿童发展的缺陷问题。
与传统意义的缺陷观不同，维果斯基不认为特

殊儿童的缺陷是一种病态，而是主张这是个体发展

的一种“新常态”，它有着基本的发展机制，是个体发

展的生物过程与文化过程在“新常态”下的矛盾运动

的产物（如图所示）。其中，生物过程对儿童发展的关

键作用在于促进儿童建立条件反射———高级的复杂

行为的获得需要寓于文化过程中的高级心理机制的

参与及协助，如学习行为的产生；另一方面，文化过

程对儿童发展的关键作用在于促进儿童的社会化进

程，而人的社会化过程又受生物因素直接或间接的

影响。因此，缺陷结构中趋近于生物过程部分所呈现

出来的一次性障碍，其结果导致有机体活动能力水

平下降，其影响在于阻碍儿童学习并获得高级的复

杂行为而停滞在生物性本能行为和一些简单的条件

反射行为水平上；趋近于文化过程部分所显现的二

次性障碍及其他衍生性障碍，更多集中表现为社会

性和情绪情感体验方面的心理问题及学习障碍，从

而导致人的社会化发展滞后。

缺陷 - 个体发展机制模式

维果斯基指出，特殊儿童的发展缺陷虽是个体

发展路径特殊选择的结果，但他们与正常儿童的内

在发展规律仍然是一致的，[8]即遵循社会优先原则。
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发展规律的一致性并不等同于

儿童自我发展路径的选择是“一模一样”或“大同小

异”的，而是存在多元化的发展模式。特殊儿童由于

具有的生理器质性缺陷，以生物过程为前提的文化

过程会寻求其它发展路径，即其所损失的功能会发

生转移和补偿———维果茨基称之为“代偿、追加、均
衡化”的心理发展过程，但不论发展路径如何，两者

最终是殊途同归的。
（三）发展援助对特殊儿童的价值

适宜性教育是儿童以自身生物机制和经验结构

为基础主动展开自我建构和生成的基本条件，是儿

童健康发展的内在需要。具体而言，它一方面作为促

进机制，有助于促进儿童在教育者的指导与影响下

逐渐学会独立和自我指导；另一方面作为预防机制，

通过教育者所施加的指导与影响，有助于防止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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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因素对儿童发展造成伤害，以及对儿童在成

长过程中所潜存的不良行为习惯进行规范和修正。
然而，对特殊儿童而言，由于身心发展水平和第一性

生理器质性障碍的影响，其自我发展指导能力低下，

导致其对外在的指导与影响有着特别的需求。也就

是说，教育者对特殊儿童施加的教育活动，既不同于

面向普通儿童的教育指导活动，也不是纯粹医学病

理学意义的行为矫治训练和康复治疗，它实质上是

一种发展援助，是帮助特殊儿童为获得自我发展指

导能力而进行的必要铺垫活动。
维果斯基尝试构建一套人类发展援助学的学

科，即整合处理生理发展与障碍问题的医学生理

学、处理意识发展与障碍的精神医疗与临床心理学

和处理社会文化环境与障碍的教育学等学科理论

观点为一体的儿童学。[9]他认为，人的社会性和情绪

情感的发展是以语言和思维为基础，在特定社会文

化情境下产生体验，进而实现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

展的辩证统一与和谐共生。人类发展援助学实际上

就是对特殊儿童的次生性缺陷以及衍生性缺陷问

题的诊断与救助，而这一学科的关键正是在一定社

会情境下对其形成自我发展指导能力进行帮助，即

通过适宜特殊儿童发展缺陷的社会制约性手段和

方式，发掘他们的发展潜能，帮助他们掌握必要的

生活经验并形成独立生活、与人交往的自我成长模

式进而达成新的自我成长路径。因此，发展援助不

仅需要帮助特殊儿童排除影响其个体发展的外部

干扰性因素，还需要帮助他们克服成长过程中限制

其发展的自身障碍因素，即避免长期陷入发展困

境。基于此，针对特殊儿童的发展援助呈现出四层

基本意义：①生物学意义上，帮助儿童克服由于自

身生理条件不足所致的活动能力障碍问题；②心理

学意义上，针对特殊儿童在行为方式、认知、社会性

和情感态度等发展障碍施加积极的干预和指导；③

社会学意义上，通过公共行政力量平衡由于社会地

位和经济实力差异而导致获取教育资源能力的状

态；④文化学意义上，弥合由于社会观念意识、群体

亚文化等因素造成的社会偏见和社会群体隔离、分
裂状态的问题等。

二、特殊儿童发展援助问题的反思

发展援助主要是针对有关特殊儿童发展的两大

症结：一是由“经济不利”带来的物质贫困问题，即由

于教育资源的贫乏，导致特殊儿童获得教育与自我

发展指导的力量出现了困难；二是由“文化不利”所
导致的发展困境问题，即由于发展指导的质量落后，

导致特殊儿童身心机能错过“代偿、追加、均衡化”的
关键期。由此，有效的特殊儿童发展援助，一方面应

为其发展提供有效的支持性条件，如政策保障、经济

资助、行政手段等；另一方面应为其发展提供有效的

直接性教育指导，如康复矫正、初级教化和再社会化

等。然而，通过对特殊儿童现实发展援助的反思，发

现却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重生存保障，轻发展指导

特殊儿童的发展缺陷是个体生物过程与文化过

程分离、矛盾运动的产物，因此，指向特殊儿童的发

展援助应然由针对生理器质性障碍的矫正与康复训

练活动，和针对社会文化性功能障碍及衍生性障碍

的教育活动构成。然而，实际的特殊儿童发展援助则

主要是在医学病理学理论指导下，以克服生理性功

能障碍和巩固医疗与矫正成效为目的，使得即使融

入了韵律活动、打击活动、线描活动、填色活动、简单

造型活动等元素的感官训练活动仍表现出显著的生

存保障性取向。基于这一取向的影响，导致在特殊儿

童发展援助的内容构成和学习资源配给上特别重视

儿童原有生理功能障碍的恢复及替代补偿情况，在

教育活动设计与组织实施中以感官训练和适于活动

机能恢复的材料为主。即是说，这一救助模式明显的

局限性就在于，其偏重直接解决特殊儿童的基本生

存保障和生活自理能力的训练，以及解决其在获得

生存资料和教育资源上力量不足的问题，而对开发

潜能、培养兴趣、激活创生力的发展指导关注不够。
由此，在特殊儿童的一日活动中教育活动及具有发

展指导意义的事件所占比重较低，过程封闭、被动、
机械，无积极主动的体验生成和内化建构，阻碍了其

高级心理机能的发展。
（二）重初级教化，轻再社会化

针对特殊儿童社会性功能障碍及衍生性功能障

碍的发展援助对其潜能开发和实际发展水平有着决

定性影响，而此类救助又由两个层次的次类形式构

成：初级教化和再社会化。初级教化主要是指个体在

日常生活环境中通过与他人互动获得经验的过程，

一般表现为成人向儿童传授最基本粗浅的社会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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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生活技能，它被视为是一种实现个体社会化的启

蒙教育。由于儿童高水平的发展是以在更为丰富复

杂的社会互动情境中形成更高级的心理工具为条件

的，参与更为复杂和更高级的社会互动活动是特殊

儿童发展的内在需要。然而，现有特教机构的环境却

表现出高封闭性和孤立性的特点，导致特殊儿童活

动范围封闭狭小、活动内容单调贫乏，与外界交往活

动的机会不足；另一方面又源于社会对特殊儿童存

在“低能”、“弱能”的偏见，特教机构的教育活动沿袭

感官机能训练，教育活动的组织显得较为松散和缺

乏针对性指导。这一救助模式的局限性就在于忽视

了特殊儿童的再社会化过程，即忽视对其进行关于

社会文化方面的熏陶，忽视他们内心固有的对同龄

人交往的需求，以及缺乏主动为之发掘并创造实现

这一需求的指导行动。这也由此导致特殊儿童高级

心理工具不能有效建构，进而造成其通过参与社会

实践活动和人际交往活动获得的初级社会经验不能

得到有效的改造和生长。
（三）多游击式干预，少系统化指导

针对特殊儿童的发展援助除了存在内容层次的

问题，还存在援助形式的问题，即多以游击式干预为

主，系统化指导不足。“游击式”干预往往就特殊儿童

出现的具体问题进行“点对点”的干预，它以补偿矫

正为目的，表现出明显的被动性和非连续性特点。这
一援助形式缺乏系统性思维和生成性思维，忽视特

殊儿童发展的潜能和主动性，因而导致其欠缺对问

题背后的根本性因素进行系统性分析，欠缺对前后

阶段问题行为加以联系进行干预指导。“游击式”干
预策略使得教师往往疲于对特殊儿童问题行为的压

制———这不仅强化教师对特殊儿童“不可教化”的刻

板印象，也容易引发教师的职业倦怠感而更加不愿

意对这些儿童投入教育指导的时间和精力。此外，

“游击式”干预还表现在对特殊儿童的评价方式上，

即在对其发展状况的诊断和鉴定上，仅仅关注到个

体身心发展横向的状况和健康改善，而忽视对历年

积累的报告中所反映问题进行系统分析，用连续、动
态的思维去分析看待特殊儿童纵向的自我成长发展

情况，并从中挖掘其潜在的发展水平和能力。

三、特殊儿童发展援助的促进策略

（一）重塑发展性取向的援助目标

依据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每个人都具有一

种基于自身生物基础的内在本性潜能，而且，人的这

种内在潜能是积极、善的。积极主动地趋于发挥自我

潜能、超越自我是人生的基本要求。环境具有促使人

的内在潜能得以实现的作用，然而，并非所有环境条

件都有助于人的自我实现，只有在一种理解、信任、
支持、开放的氛围和关系中，个体才可能获得充分的

发展。人的破坏性或反社会性行为倾向并不是内在

的，它恰恰是内部本性受阻受挫的强烈反应，即“人

的内部本性是弱的、娇嫩的、微妙的，容易受习惯、文
化和错误态度的影响甚至制服”。[10]所以，特殊儿童

的身心缺陷和在早期生活中遭遇挫折及体验等容易

阻碍其内在本性的合理表露，并进而生发出次生性

及衍生性障碍。基于此，特殊儿童的成长与发展对更

具针对性的早期教育指导有着特殊需求和依赖。
由于传统的病理治疗性救助过于强调儿童的病

理性缺陷和过于以决定论作为人的价值基础，缺乏

对儿童正向成长与发展的探索。发展性取向教育援

助的追求就在于对传统救助模式的“扬弃”，它强调

要充分理解特殊儿童真实的内情和底蕴，尊重特殊

儿童的主体性价值和作为人的存在意义，彰显发展

援助的人本内涵，以此引导特殊儿童在生命早期及

时获得充分的缺陷补偿和健康发展。也就是说，发展

性取向的发展援助反对对特殊儿童进行否定、歪曲、
隔离或压制等“劣质化”的认识与处理，它首要强调

的就是特殊儿童在自我成长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主

体性价值，并力求帮助受助儿童通过对自身缺陷问

题的反向因素的克服和自我修正，将反向影响因子

转化为正向的代偿作用与自我修复机制，进而重新

恢复并获得自我发展指导的愿望与能力，最终为完

成个体的身心成熟和社会化奠定良好的早期基础。
（二）创构全息性取向的援助形式

与系统论相比，全息论是一种具有革新意义的

思想方法论。这是因为系统论虽使人们获得了世界

的整体统一的图景，但这种统一是“建立在系统中各

个有差别的物所发挥的不同的、不可代替的作用基

础上的统一，是维持系统整体存在的统一”。[11]它主

要强调的是存在之间互为外在的条件性，却不能说

明存在之间的转化生成和内在统一性。全息论则不

仅呈明世界的普遍联系性，更强调在有机联系的整

体世界中部分与部分、部分与整体之间在时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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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的信息互包性和彼此发展变化的本质同一性。[12]

具体而言，从空间序列来看，存在之间的级差越小或

类属越近，彼此之间的全息相关性则越显现，内容越

具体，反之，则越隐蔽、越抽象；从时间历程来看，存

在进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与其整个发展过程同样

全息相关，最初状态潜存、预示着最终状态，最终状

态是最初状态的扩展和实现。然而，系统之间的全息

相关性并不否认存在的差异性，相反，它正是从差异

中求同一，从特殊性中探索共性，差异是全息的前提

与条件。此外，由于各具特点的整体和部分均是一个

具有自我调节功能的开放系统，这又使得存在具有

可干预性。即通过适宜的全息性干预手段和策略，可

达到改善整体状况，提高整体效益的目的。
特殊儿童并不是丧失发展可能性的存在，他们

同样是潜存着丰富发展潜能的开放系统。外在的条

件和干预形式影响着特殊儿童潜能的实现和发展的

水平。由此，基于全息论的观点，一方面由于特殊儿

童和正常儿童具有全息同一性，二者级差对等、类属

同构，遵循着一般性的发展规律和特点，所以特殊儿

童不应被封闭、隔离，而应走向开放的生态环境系

统，凸显特殊儿童发展援助的融合性。另一方面由

于特殊儿童现实的缺陷，又使得其身心发展表现出

独特性，并构成发展的新常态，所以针对特殊儿童的

发展援助又不能完全等同于指向普通儿童的教育，

成人在其中的直接干预和介入程度较普通儿童更

深、技术性特征比艺术性特征更为显著。基于此，创

构有效的发展援助形式，成为特殊儿童获得充分发

展的内在需要。例如，可以县区级政府为组织实施和

管理的主体，在县区政府主办的公办普通幼儿园实

施特殊儿童随班就读政策；或者由管理部门与幼儿

园双向协商，支持有资质的幼儿园根据自身的特点

专门举办特定类型的特教班；或者通过构建相关运

行体制机制和模式，有效促进专业特教和康复机构

与幼儿园之间深度融合和协作。诸如此类的发展援

助形式既满足了特殊儿童发展的特殊需要，又促进

了特殊儿童与普通儿童的全息关联和深度融合，为

其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三）生成体验性取向的援助课程

体验是人作为一种精神存在的根本规定，人在

体验中生成着生命的意义、建构着自我的精神世界。
然而，人的体验的内涵与价值是不同于其经验的，经

验的过程是在人与事物的直接性尝试接触中进行

的，它立足于客观世界，源于人们的“实践关切”，指

向于人们的“物质兴趣”，是一个实现对客观世界控

制和适应的过程。经验把原初有机统一的世界二元

对立化，并人为贬低了精神世界的存在澄明、价值生

成和意义建构功能。但是，体验又不排斥、否定经验，

人的体验过程以经验为基础，并把经验忽视或者置

于边缘的意义和价值重新置于核心位置，所以它指

向的是人的“精神兴趣”，是对个体已获经验的升华

和超越。“升华与超越”是人之为人的内在属性和深

层表现，也是人的体验与经验区别的集中体现。在体

验中，主体通过想象、移情、反思、感悟等多种心理活

动的交融互动，使原本作为结果的静态经验在个体

心灵中被催化激活、获得升华超越。体验带有浓重的

本体论色彩，是一个注入个性化生命意蕴和情调的

过程，它使个体在时空维度获得生成发展成为可能。
特殊儿童不管其缺陷的种类和程度如何，都不

可能改变其作为人的特质，体验作为人之为精神存

在的内在规定，同样也是特殊儿童生存发展的基本

样态和方式。因此，生成建构根植于个体生活世界和

自我体验感受的课程实践样态，是特殊儿童获得充

分成长发展所必需的氛围和条件。具体而言，这主要

源于以体验为取向的特殊儿童发展援助课程具有如

下基本特征：其一，主动性。每个个体都是一个独特

性存在，都有着自己的特点和经历，并在积极主动与

世界的关涉中生成着自我，因此，体验取向的课程特

别关注特殊儿童的内在需要和兴趣，注重激发其在

课程实施中真真切切地感受自我的存在意义和价

值，感受自我的需要和力量，以及自己意志的自由和

独立。其二，生动性。个体只有在与自己有关的意义

情境中才能产生积极主动的体验和生命的建构，生

活和体验是特殊儿童发展援助的灵魂，离开生活和

体验就没有生长和发展。体验课程的生动性诉求将

有助于引导特殊儿童从隔离、封闭和边缘化中重归

开放的生活世界，只有洋溢着关爱和幸福的生活性

课程情境才能让其体验到课程的生动性，并在体验

中学会转化消极的情绪活动，促进高级心理机能的

发展和精神生活质量的提升。其三，互动性。人与人

之间不是主客性的因果关系，而是一种交互主体性

关系，良性的人际生态和相互的支持是人成长发展

的条件。体验取向的课程注重特殊儿童对课程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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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关系体悟和支持、归属、安全及价值体验的生

成，因此，它使特殊儿童有效感受到自我存在的关系

性，意识到自我与自然、他人、社会的内在有机统一，

从而拓展了生命的时空维度，激活了生命的活力，提

升了生命的境界。
（四）培养具有关怀性品格的特教教师

关怀在传统意义上主要是指关怀者对弱势群体

或个体单向度的施舍和给予，随着后现代语境的兴

起，关怀的意蕴和范畴发生了变化，被认可为是人的

一种基本需要，并成为调节整个社会中人与人关系

的基本原则和出发点。所以，关怀从其根本的形式来

看是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联系或遭遇，[13]是根

植于人类生活的基本属性，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和对

话的桥梁。教师是影响特殊儿童成长和发展的“重要

他人”，教师关怀对特殊儿童成长与发展有着独特的

价值，它有助于特殊儿童在积极的关怀性师生关系

中获得充分的生命实践体验，实现有效的缺陷补偿

和潜能开发，培养积极面对人生、全面融入社会的意

识、能力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生活精神。因此，

教师关怀情怀和能力的形成是其核心专业品格形成

的表现。
针对特殊儿童的教师关怀而言，它首先是教师

作为人的一种自然性品格。关怀源于人性的“善”，
是在人与人的自然关系情境中生长的基本状态，它

是人之本质属性的根本要求。然而，由于人们在现实

生活中常常遭遇来自不良“利益”“偏见”“暴力”等的

侵蚀，致使基于人的自然性的关怀被遮蔽和掩盖。特
殊儿童首先需要作为“重要他人”的教师要具有最质

朴的“仁爱之心”。其次，它是一种基于教师角色的伦

理性品格。关怀依赖人与人之间的双向互动，它虽可

由人的“仁爱”等本性情感自发引出，但当被关怀者

是“那些与我们在社会地位、文化、物理空间和时间

上有一定距离的人”，[14]关怀的自然情境减退，关怀

关系的形成更需要人对人充分的理性理解、信任和

尊重以及相应的实践智慧和道德反思，从而形成基

于职责与义务的伦理性关怀状态。基于此，针对特殊

儿童的教师关怀表现出显著的伦理性质。再次，它是

一种源于现代教育诉求的制度性品格。生存权、发展

权和受教育权等是儿童的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社会

对特殊儿童的偏见和排斥，使得他们的基本权利常

常遭受着来自现实的种种阻碍，教师基于自身的仁

爱之心和角色职责的关怀，必须置于制度的框架下，

才能保证其持续性、适宜性和充分性。在制度性的框

架下，教师关怀能够运用法律工具实现程序上的正

义和实体上的正义，并逐渐形成制度、习俗并最终还

原成为社会的一种自觉性的行为品质。需要注意的

是，教师关怀品格的价值实现是以教师的专业素养

和能力水平为条件，教师只有具有专业化的师德品

质和理念，拥有系统丰富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才

能成为有责任感、有关怀意识和关怀能力的关怀者。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农

村幼儿教师县级培训机制创新研究”（DFA130250）、
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异化与回

归 ： 走 向‘生 活 批 判’的 中 国 儿 童 教 育 研 究”
（GXYQZD2016402）的部分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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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t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modern education justice. The paradigm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takes essentialism, absolutism, standard
doctrine, procedural and other modern thinking as the guide, establishes a set of absolute and general standards through state
rationality and makes education justice a controlled outlook. However, abuse of reason and conceit caused state power to grow and
education justice to becomepower politics; the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of education justice replaces value rationality and becomes a
kind of no meaningless of vocabulary; “inevitable ignorance”of rationality means the complete realization of education distribution
justice is only a fantasy; on the surface distribution rules presents injustice education illusion. Essentially speaking, the educational
justice is not simple “materialized”form, but paying attention to education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 and the perception of the
“human”form; the standard of justice education is not an absolute pursuit, but a negative justice to eliminate injustice in life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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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69 页）

[13]Noddings. The Challenge to Care in Schools[M]. Teachers College Press, 1992:15.

[14]石中英，余清臣.关怀教育:超越与界限———诺丁斯关怀教育理论述评[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5，（4）：28-31.

Rethinking and Reconstructing on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in the Defect Theory Horizon
Zhang Gengli

（College of Education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sic idea of Vygotsky's defect theory, the essence of exceptional children's defects is the separation of

biological courses and cultural course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usage and change of the intermediary
tools of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From this, for the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the abnormal state of the
biological courses on the germ line development can be corrected, the problem of defect of the sociocultural suitable factors in the
personal development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can be solved, and the usage of psychological tools can be relearned. Then, the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the development of exceptional children. However, nowadays, the factual educational
assistance has some defects: the living security and the basic civility are emphasized too much, the guidance of the development and
the resocialization are neglected, there too much guerrilla intervention and too less systematic guidance. Aiming at solving these
problems, some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reshaping the developmental orientation goals of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constructing the
holographic orientation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form, generating the experiential orientation developmental assistance courses, and
fostering the special-education teachers who have caring charact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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