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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 NEWS

用高质公平的教育托举残障学子梦想

今年 6 月 7 日，渐冻症少年廖文杰坐着轮椅，在考务人员和民警的帮助下，由父亲推着进入考场
（图片来源：江西新闻广播）

当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2023 届硕士毕业生董丽娜
被搀扶着走上讲台，她还没有讲话，台下就已经响起了热烈

的掌声和欢呼声。 作为全国首位视障播音硕士，董丽娜在毕业典礼上
的一段精彩演讲，打动了千万网友。

随着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事业的不断发展，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残
障学子进入各类高校就读，通过学习改变了自身命运，他们自信昂扬的
风采也激励着更多残障学子不断突破自我。 这背后，是我国不断完善的
残疾人大学生助学体系与激励机制给予残障学子的温暖与支持。

高等教育
惠及更多残障学子

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事业发

展已有近 40年时间，从 1985年
教育部发布《关于做好高等学校

招收残疾青年和毕业分配工作的

通知》开始，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

事业便进入发展“快车道”。截至

目前，我国已就残疾人高等教育

形成了一系列较为完善的政策机

制，大批残障学子在政府、社会的

各类关怀下成功进入高等院校，

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

“在‘十三五’期间，我国残疾

人高等教育取得积极进展。”中国

残联教育就业部副主任解宏德表

示，其中普通高校录取残疾人数

明显增多，特别是被“双一流”建

设高校和专业录取的人数不断

增多。“十二五”期间，残疾人被

普通高校录取人数为 38289人，
“十三五”期间被录取人数为

57477人，增长了 50.11%。除普通
高校外，残疾人通过单考单招被

高等特教学院录取人数也明显增

多。“十二五”期间，残疾人被高等

特教学院录取人数为 6755 人，
“十三五”期间被录取人数为 9966
人，增长了 47.54%。

残疾人大学生招生人数不

断扩大的背后，是普通院校残疾

人大学生就读专业种类及高等

特殊教育院校数量的不断增加。

中国残联公布的年度数据显示，

在 2014年至 2021年间，我国高
等特殊教育院校由 18所增长至
23所，残疾人高等教育普及化水
平不断提高，教育公平得到进一

步凸显。2014年，北京联合大学
获批招收面向视力残疾学生的

中医（针灸推拿学）专业硕士授

权学科点，成为我国首个面向残

疾人招生的硕士点，填补了我国

残疾人高等教育在硕士研究生

层次的空白，进一步完善了我国

残疾人高等教育体系。

随着残疾人高等教育的不断

普及，残疾人大学生就读高等院

校的专业种类也得到进一步丰

富。目前我国高等院校招收的残

疾大学生主要有听障、视障、肢残

和轻度精神残障等类别。招生专

业则涉及艺术学、工学、理学、教

育学及管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相关

专业。残障学子就读高等院校的

专业设置往往与学生自身利益和

未来发展密切相关，既需要考虑

残疾人大学生的残障类别、能力

素质，也需要为其毕业后融入社

会就业进行考虑。因此，高等院校

在设置残疾人大学生就读专业

时，往往会根据残障学子的实际

情况进行针对性设置。

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教

授蒋小艳等人的研究显示，目

前，我国高等学校中为听障大学

生开设的专业数量最多，已达二

十余种，包括视觉传达设计、计

算机科学与技术、服装与服饰设

计等，涉及艺术学、工学、理学、

教育学及管理学等学科。相比之

下，视障大学生就读专业则受限

较多，本科生主要就读于中医学

（针灸推拿方向）、音乐学、针灸

推拿学等专业。其中多数从属于

医学学科。而随着我国科技事业

不断发展，诸如人工智能、信息

安全等相关专业快速壮大。此类

科技类专业对残障学子更加友

好，在帮助他们更好学习前沿技

术的同时，对其毕业后就业也有

一定帮助。

建立完善体系
与激励机制

残障学子受限于身体条件，

在高等教育入学就读方面，往往

较同龄学子有先天劣势。为了更

好体现教育公平，让高等教育惠

及每一个有志学子，我国各级残

联及教育部门已建立并逐步完

善残疾人大学生助学体系和激

励机制，显著提升残障学子受教

育质量。

在招生考试阶段，我国残障

学子目前主要有两条途径可以

接受高等教育。一是参加全国高

考，统一录取，进入普通高等院

校的普通专业与健全学生一起

学习、生活；二是参加残疾人单

独招生考试，进入高等特殊教育

院校或普通高等院校设置的适

合不同类别残疾人学习的专业

就读。残疾人单独招生考试通常

是开设残疾人高等教育的院校

通过自主命题，对残障考生进行

单独招考、统一录取，是对残疾

人高等教育招生渠道的有益补

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显著

推动了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入

学机会公平。

对于那些希望通过参加高

考进入普通高等院校普通专业

就读的残障学子，我国同样给予

一定政策扶助。例如，为了方便

残障学子参加高考，2017 年，教
育部、中国残联印发《残疾人参

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

定》）。《规定》明确，教育考试机

构应在保证考试安全和考场秩

序的前提下，根据残障考生的情

况和需要以及各地实际，提供必

要条件和合理便利。例如，要为

视障考生提供盲文试卷、大字号

试卷（含大字号答题卡）；为听障

考生免除外语听力考试等。

今年 6月 7日，在江西省萍
乡市安源中学考点，渐冻症少年

廖文杰坐着轮椅，在考务人员和

民警的帮助下，由父亲推着他进

入考场。并且，考场工作人员还

提前将他的考场调整到了一楼，

并为其设置了特制座椅，让其成

功圆梦高考。

在就读阶段，进入普通高等

院校，与健全学生一起学习、生

活，是许多残障学子的梦想。近

年来，我国在残疾人高等教育中

大力推广融合教育。融合教育一

方面可以让残障学子平等地享

受高等教育资源，另一方面也能

够显著增强其适应社会、融入社

会的能力。例如，作为残疾人高

等融合院校模范之一的天津理

工大学，对构建面向听障生的融

合育人培养体系进行了持续的

探索。2013年，其首创听障学生
参与健听班级共同学习、跨学院

联合培养的“全纳教育”模式，首

批全纳听障学生于 2017年顺利
毕业，且全部实现高质量就业，

其中一名学生还通过研究生推

免考试前往云南大学继续攻读

硕士学位。

残疾人高等教育
再上新台阶

过去近四十年间，我国残疾

人高等教育事业虽已取得跨越

式发展，但同健全学子得到的发

展机会相比，残障学子在入学机

会、就业水平等方面仍处于相对

弱势的地位。面对制约残障学子

发挥自身潜力、实现自身价值的

不利因素，中国残联已有针对性

地采取多项举措。

眼下正值毕业季，就业问题

是残疾人大学生面临的当务之

急。中国残联发布数据显示，今

年我国高校残疾人毕业生达到

31843人，创历年新高。中国残联
就业服务指导中心主任赖伟表

示，“与健全大学生相比，高校残

疾人毕业生就业仍存在就业稳

定性差、职场融入难、社会接纳

度低等问题。”

中国残联将高校残疾人毕

业生就业工作作为今年的重点

工作，加强与教育、财政、税务、

高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等部

门的沟通合作，推出就业指导、

岗位开发、“一对一”精准服务等

一系列举措。

例如，国家大学生就业服务

平台、中国残疾人就业创业网络

服务平台等推出了“面向 2023
年高校残疾人毕业生网络招聘

活动”专题页面，可供残疾人大

学生浏览查询、投递简历和应聘

工作，不少岗位都专门标注了

“仅供残疾毕业生”。

据了解，今年上半年，中国

残联将所有在校残疾人大学生

信息导入残疾人就业与职业培

训信息管理系统。各地根据工作

实际，为在校残疾人大学生提供

职业能力评估、职业培训、实习

见习、职业指导等就业服务，帮

助残疾人大学生树立正确择业

观、就业观，提升职业技能，增加

实习和就业机会。

面向未来，中国残联教育就

业部负责人表示，“‘十四五’期

间，中国残联将着重抓好以下几

方面工作。一是会同教育部制定

实施第三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其中进一步明确残疾人高等教

育发展要求；二是配合教育部等

部门修订《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

检工作指导意见》，组织力量完

善残疾人单考单招政策；三是推

动普通高校落实融合教育要求，

进一步强化残疾人高等融合教

育，加强高校无障碍和专业支持

体系建设；四是推动相关部门完

善职业资格考试政策，放宽残疾

人入职门槛；五是进一步加强残

疾人就业服务，积极推动党政机

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招

录残疾人，持续开展高校残疾人

毕业生就业服务工作；六是加大

力度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国家

通用盲文，方便沟通交流。”

（据《科技日报》）
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 2023 届硕士毕业生董丽娜在

毕业典礼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