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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省送教上门家庭现状与服务需求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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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送教上门”工作作为学校的长期爱心工程，为重度残疾孩子提供更方便、更优质、更人性化的上门送教服

务，让他们能够享受到教育公平，感受到爱和温暖。以贵州省送教上门为研究主题，采用问卷、入户访谈对送教上门家

庭现状与服务需求分析展开了实证调查调查显示：送教上门家庭以非核心家庭为主，人口较多，经济状况普遍不好；送

教上门家庭中特殊儿童的教养主要由祖母和妈妈负责，大部分主要照料者需要全天在家中照料特殊儿童日常生活的全部

事情，只有少数家庭会对特殊儿童进行教育和康复训练；送教上门家庭面临较多的困难，但表达的需求较少等等。基于

贵州省送教上门家庭现状与服务需求，为提高送教上门的工作质量，从三个方面提出了可操作化的建议。并对其提出建

议和意见，有利于提高送教上门的工作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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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送教上门家庭现状与服务需求分析

外国研究者认为特殊儿童残疾类型不同也直接影响家庭服

务需求。目前研究中，对于特殊学生的性别、在家是否为独生

子女、非独生子女出生序以及接受送教上门教育的时间是否能

够影响家庭服务需求仍未有一致的结论。[3]在谷长芬的研宄中，

以40岁为分水岭，超过40岁的主要照料者在精神方面尤其对

于咨询的需求较高。[4]由此可见，除了儿童残疾类型及照料者

的年龄大小会影响家庭服务需求，

一、问题提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

现代化2035》也指出：“更加注重面向人人，努力提供公平、

优质、包容的教育。”2017年7月17日颁布的《第二期特殊教

育提升计划 （2017—2020）》中再次提到：“坚持统筹推进，

普特结合，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

干、以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全面推进融合教育，普通

学校和特殊教育学校责任共担、资源共享、相互支撑。”[1]在

《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2017—2020）》的政策驱动下，

贵州省也相继发布了《贵州省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实施方

案(2017-2020年)》指出“合理规范开展送教上门工作”。[2]由

此可见，发展送教上门已成为当前我国各级政府的重要工作之

一。为了保证持续提高送教上门服务的质量，必须在送教上门

工作过程中不断了解送教上门家庭的情况和需求，以保证送教

上门工作的时间、内容、形式能够满足送教上门家庭的需求，

以期地方政府、学校及相关人员开展送教上门服务工作中提供

有益借鉴。本文首先分析贵州省县域特殊教育学校送教家庭现

状，其次对送教上门家庭服务需求进行分析，最后提出送教上

门服务建设路径。

笔者结合贵州省送教上门的

现状，分析其对应的服务求。

（一）送教上门的现状

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在贵州省52个县中随机抽取6户送教上门的家庭进行调

查，内容包含职业、收入、是否低保以及住房结构，有无电

脑、空调、手机、机动车辆等非生活必须品、卫生条件了解送

教上门家庭社会经济家庭成员地位，具体情况详见表2-1。

表2-1 送教上门学生家庭成员及家庭信息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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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结果显示贵州省送教上门的情况是：学生家长中无

业、待业较多，父母整体收入较低，有些家庭靠爷爷奶奶支助

生活费，并且但其中仅有1家享受低保，有4家非低保家庭中

要么父母离婚后仅一方抚养孩子，要么父母中有一方全职在家

没有工作。同时，中有3人家中无住房，需要在当地租房居

住，且家里有电视，都比较小，爷爷奶奶都有老年手机。送教

上门家庭住房条件、室内社会设备、地理位置等都不相同，但

每个送教上门的学生都与祖辈居住在一起的。

“据我所知，我送教上门的家庭人数较多，与祖辈同住一

起的较多，靠他们同时照料小孩，且都是家庭条件一般的家

庭，很多家庭仅有一方父母在家，”【A老师】

2、家庭结构

调查主要统计了贵州省送教上门家庭的总的人口数、子女

数、送教上门学生排行以及是否核心家庭，如表2-2所示。

表2-2 送教上门学生家庭结构信息

“他爸爸因生活受了刺激，从结婚后常年和我们一起吃、

穿、住、行，一直不愿意出去工作，一直到有孩子。目前都还

是待业状态，孩子康复都是我跟孩子爷爷一起带着孩子去的。

孩子爸爸很少管，直到二胎后，他们两口子因生活压力巨大，

开始筹划找工作，但目前还是待业状态。”【小石奶奶

从调查中可以看出送教上门学生家庭人数较多，且大部分

都属于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在抽取的6户人家都不是核心家

庭，均是与祖辈一起居住，均是三世同堂。其中有一家是父母

离异，小杜常年与爸爸在一起生活，但由于爸爸经常在外上

班，小杜跟着爷爷奶奶在家。小石爸妈未离异，但妹妹与妈妈

一起生活，小石常年与爷爷奶奶和爸爸居住。

】

3、家庭成员基本情况

从家庭主要成员与送教上门学生的关系、年龄、学历和身

体状况以及是否是主要照料者5个方面了解送教上门学生家庭

成员基本情况，如2-3所示。

表2-3 送教上门学生家庭成员基本情况信息

（二）送教上门的服务需求分析

本研究为调查送教上门的服务需求，着手编制《送教上门

家庭服务需求访谈提纲》，深入考察送教上门服务的需求。围

绕家庭照料、教育和康复、经济需求、信息需求4个领域进行

探讨

从表2-3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送教上门学生家庭成员中

仅仅2家人的身体状况全部良好，而其他家庭中均有人患病且

治疗费用和投入的人力照顾都很多，家庭整体情况较困难。在

主要照料者方面，主要照料者是妈妈，其余均是其祖辈为主要

照料者，没有父亲作为主要照料者的家庭，且在与被访谈者的

沟通中了解到父亲极少参与到送教上门学生的日常养育、教育

以及康复中，基本所有受访者在访谈中都提及父亲工作很忙或

身体不好，没有时间照顾和教育孩子。因为祖辈占主要照料者

的大多数，因此整体年龄偏大，均在60岁以上，且整体学历

偏低。

。

1、家庭日常照料方面需求分析

目前为止，贵州省送教上门开展工作已有一段时间，目前

还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源为送教上门家庭提供家庭方面的日常照

料的送教儿童服务，因此送教上门学生照料工作仍由其家庭主

要照料者承担。

2-4 送教上门家庭日常照料孩子方面的需求表

从上表显示中可以发现在贵州送教上门的家庭需求，学生

的残疾类型比较多且较严重，以自闭症和多重为主。所有学生

几乎都离不开家人的日常照顾，时间上不能兼顾，因此在日常

照料中，想要更多的人给予照料。最后送教上门的学生在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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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需要帮助，尤其是多重和自闭症的学生。

“日常生活中，她的日常生活都是我们照顾，吃、穿、住、

行，一直都不能独立完成，需要有人陪伴，偶尔她可以自己穿

鞋。她很懂事，每次跟我们说对不起，我心理都不是滋味。希

望能把她照顾好，看见她越来越好，我们就安心一点。”【小石

妈妈】

2、教育和康复方面的需求分析

有学者研究认为孩子的障碍程度对家长教育需求有影响，

重度特殊儿童的家庭的教育需求高于极重度和轻度特殊儿童的

家庭。重度残疾儿童家长心理建设与成长需求较高，精神需求

大于其他残疾程度的家庭。出现这样结果的原因是重度儿童生

活不能自理，康复难，花费大，需要终身照顾，给家庭带来比

较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从表2-5中对于贵州省送教上门

教育和康复方面进行了解

“小廖在老师的帮助下，进步很大，一见到老师就格外高

兴。而且，学校的老师及领导，有时还放弃周末的休息时间，

亲自送教上门服务，让孩子及其监护人心里倍感温暖。”【小廖

爷爷、奶奶】

。

2-5 送教上门教育和康复方面的需求表

教育方面：通过对6户家庭的访谈发现“对于教育送教上

门学生方面需求”，更多的家庭对送教上门服务表示很满足，

若让他们选择送教上门的教育需求，言语和语言、感知运动、

社会适应和情绪被更多家庭需要，仅小刘和小石2组家庭表示

有这方面的额外需求。小刘家里仅仅三口人，奶奶年迈、爸爸

工作、妈妈无业，有照顾孩子的时间，但由于文化程度有限，

想要接触更多专业的人才指导学习，为孩子服务。小石爸爸妈

妈在家待业，希望有更多持久的教育。

“家里经济条件太差了，他爸妈也没工作，

康复训练方面：关于康复训练的要求，仅仅2组家庭有一

定的想法，但是都是在犹豫层面。在访谈中涉及更多是时如果

是免费康复训练，一定参加。访谈中很多家庭都提到了现在进

行康复训练的现状——“费用高、路程远”，这些原因导致无

法继续到医院或机构对送教上门学生进行专业的康复训练。同

“从不要零食，他只要书本。”小刘妈妈说，“儿童会用他

们的方式去表达对知识和教育的渴求，他们也想与正常孩子有

沟通交流的机会。”

时增加医生送医的次数和时间也是家长所希望的。

如果条件允许

肯定还是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够进行康复训练。”【小石奶奶】

三、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研究调查贵州省送教上门的家庭现状和服务需求得出结

论如下：

1、送教上门家庭以非核心家庭为主，人口多且经济条件

普遍不好。

2、送教上门家庭中承担日常照料孩子最多的是祖母和妈

妈，爸爸和爷爷很少参与。大部分主要照料者需要全天在家中

照料孩子日常生活的全部事情，但只有少数家庭会对特殊儿童

进行教育和康复训练。送教上门家庭面临较多的困难，但表达

的需求较少。

3、送教上门家庭希望老师们更多在孩子身体康复、心理

康复、 潜能开发、认知能力、 语言能力、 运动协调能力、

生活自理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比如说用火用电

安全、交通安全知识以及做些简单的家务活，目的是为了让他

能够尽快地融入社会。

4、送教上门家庭中更多家庭表现出希望一些政策方面和

经济方面的需求，能够确保残疾适龄学生有学上、不失学；让

孩子们通过特殊教育，相信生命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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