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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不同高等学校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对高等学校内部招生对象、专业设置和分布层次等不同的方

面进行分析，以便更好地了解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目前的教育现状，并主张在大数据视角下分析残疾人高等教育

的现状，旨在找出更多的优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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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of differen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erent aspects 
of internal enrollment objects, specialty settings and distribution level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o as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status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disabled in China, and advocates analyz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disabl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data, in order to find out more optimization 
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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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残疾人都属于社会的弱势群体，与其相关的教育

问题也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

国就成立了第一所残疾人专属的高等院校，为的是促

进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更好地向前发展。到了二十一

世纪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办学体系也变得更加完

善，办学条件也不断改善，在招生规模、办学层次和

专业设置等不同方面都得以提升，越来越多的残疾人

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在此背景下本文以吉林省残疾

人教育事业为基础来分析大数据视角下残疾人高等教

育的现状。 
1 研究背景 
2022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 40 周年的日子，吉林

省作为最为重要的东北老工业基地也越来越重视残疾

人高等教育，同时吉林省也在科技、文化、工业和教

育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目前吉林已经在省内建立

了第一所高等教育的学校。开设这样一所院校的初衷

就是吉林当地的残疾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这对

于残疾人自身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但是这样特殊学

校只招收 45 名学生，只有 45 个名额，为的就是实现

针对残疾人的精准培养。而在吉林省内开设这样的残

疾人学校一方面是为了让盲人可以在熟悉的环境中做

正常的事，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残疾人可以接受专

业的培养。为了让该学校内部的残疾人可以和正常人

享有教育资源，这所刚刚成立的特殊教育学院在学院

的内部开设了合适的图书馆，方便这些残疾人阅读图

书，同时也想要通过借助一系列的工具来帮助这些残

疾人进行运动，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研究大数据视角下

的残疾人高等教育的现状显得意义深远。 
2 发展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意义 
2.1 发展残疾人高等教育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要

求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计算机已经被广泛应用于不

同的行业，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社会时代，所以社

会的发展将会对人才的发展提出更多的要求，同时也

会对个人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因为社会未来的竞

争就是人才的竞争，势必也会产生更多的压力。 
目前在我国众多残疾人中也有很多半文盲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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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因为缺乏文化所以他们总是和贫困和愚昧相伴随，

如果残疾人无法接受更多的教育势必会在今后的发展

中遇到更多的困难。如果残疾人受到的教育程度偏高

则自身的素质就会变高，为此我们也需要在未来将残

疾人看做一种非常重要的人力资源，并将这种资源更

好地开发出来，以便更好地激发残疾人自身的潜能，

最终也会扩展残疾人参与社会生产的空间，并让残疾

人成为创造财富的人员，为此发展残疾人高等教育已

经成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1]。 
2.2 发展残疾人高等教育也是教育民主化和现代

化的必然结果 
任何一个国家都希望借助教育来使得国家更加强

大，并提升自己的国际竞争力。教育现代化就是运用

先进的教育思想来更好地武装人们，并让各类不同的

教育思想观念、教育内容、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更好

地结合在一起，并培养出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的高素

质人才，国家如果想要实现现代化也必须要重视教育。

针对残疾人的残疾人教育体系是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

的一个部分，更代表了残疾人教育的最高阶段，所以

残疾人教育一直都在国民教育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如

果不具备一个完善的残疾人高等教育制度自然就无法

实现教育均等，它也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然结果。 
3 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现状 
3.1 残疾人高等教育权利更好地被保障 
最近几年来为了能够让更多的残疾人可以享受到

平等的受教育权，我国在广大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

权利和形式方面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早在 2009 年国

务院办公厅就已经转发了广大教育部门出台的一系列

关于残疾人高等教育方面的内容，广大普通高校也应

该根据我国目前所具备的的法律来招收符合标准的残

疾考生，不能因为残疾而拒绝接收。早在我国与中长

期教育改革以及发展有关的内容就可以看出我国很多

残疾人高等院校都以保证残疾人的受教育权力为目

标，并为之而努力[2]。 
而同样在 2015年我国教育部门联合残疾人联合会

印发了《关于残疾人参加普通高校统一招生管理的暂

行规定》，并在 2017 年 4 月份对有关的规定进行修订，

这样一系列规定的实施更好地保证了残疾人平等参加

高考的权利。而在 2017 年教育部门也印发了与特殊教

育提升计划有关的规定，并指出要让广大成人高校能

够面向各类残疾学生开展继续教育，同时让各种不同

类型的残疾人员都能够参加针对性的技能培训，最终

更好地拓宽残疾人接受教育的渠道。而在与我国残疾

人有关的小康进程规划纲要中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了与

不同残疾人相关的教育政策目标，同时也在教育部门

的支持下让我国的北京、吉林、江苏、河北和其他不

同的省份开展了融合性的教育试点工作。 
3.2 我国国内残疾大学生的招生规模不断地扩大 
当前我国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途径主要有如下

两种。一方面是在通过参加普通招生考试之后再进入

到一般的高等院校内部就读，另外一方面也需要进入

到专门为残疾人设置的特殊高校内进行考试，这样一

类考试是专门为残疾考生准备的。 
而在 2010-2019 年我国进入特殊的高等教育学院

中进行参加学习的残疾人数是呈现上升趋势的。在

2010 年时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学院接受教育的人数有

1057 人，在 2011 年回落到了 877 人，在 2012 年又上

升到了 1134 人，在 2013 年又上升到了 1388 人，在 2014
年又上升到了 1678 人。但是到了 2019 年又直接上升

到了 2053 人，可以看出我国高等特殊教育学院接受教

育的人数呈逐年上升趋势。同样在 2010 年全国高等院

校录取残疾人数为 7674 人，在 2011 年接受教育的人

数为 7150 人，在 2013 年人数上升到了 7229 人，同时

这一人数的数量又从 2018年的 11154人上升到了 2019
年的 12362 人。 

3.3 我国招生残疾学生高等院校和专业设置的情

况 
在我国 2016-2019 年招收残疾人的 22 所特殊教育

人才的高等院校开设的专业情况看随着我国经济的不

断发展各大残疾人高等院校教育已经获得了很大的进

步，残疾大学生的专业种类也会不断地增多。 
目前我国各地高等院校所招收的残疾大学生都会

伴随不同程度的视觉和听觉障碍，有一部分残疾人员

更有轻度的精神残疾，所以针对残疾人开设的专业主

要和艺术、工学、理学和教育学构成，这些专业是各

高校根据残疾人自身特点与发展进行开设的，这不仅

和大学生自身的能力提升以及素质提高有着直接的关

系，更关系到他们在今后是否可以更好地适应社会[3]。 
（1）听障专业的人才 
而发展到今天广大教育部门也结合各大残疾人员

自身的情况来形成专业大类、专业类和专业三级构成

的职业教育体系，其中由 19 个专业构成。听障专业的

学生所就读的科目主要分布在类似文化艺术、电子建

设、农林专业、新闻传播、装备制造、食品药品和其

他不同类型的专业，其中特别为患有听障专业的学生

开设了合适的文化艺术类型专业，这在已经开设的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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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中占据很大的比例。 
（2）视障学生专业分布情况 
视障大学生就读的专业受到了很多方面的限制，

主要是由针灸推拿、音乐学、心理学、康复治疗学和

音乐表演等不同的专业构成的，也会有相当一部分视

障大学生选择医学专业，但是总体而言选科还是显得

比较单一。 
4 大数据技术对于强化残疾人高等教育教学支持

服务的策略 
最近十年以来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发展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更多的残疾学生确实有机会接受高等教

育，也确实有一些残疾学生可以通过加入高等学校和

普通学生一起进行学习。但是因为我国残疾高等教育

并不如国外那样完善，人口基数较大，残疾人的数量

也很大，所以让残疾人接受高等教育的形式依然显得

非常严峻。目前我国残疾人高等教育是以高校内部的

特殊教育学院为主，并在发展中受到了一系列的教育

环境、设施和资源的限制，所以广大残疾人在接受高

等教育时还是会出现包括专业设置、教育教学支持和

教育公平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残疾人自身的高等教育

的数量和质量还是会存在很多矛盾。当然也会有一系

列其他学者提出改革残疾人高等教育模式，并通过强

化中心资源建设来更好地完善残疾人高等教育考试制

度，以便更好地平衡残疾人高等教育的发展，提升针

对残疾人高等教育的经费支持和教师的待遇，并从不

同的角度来提升针对残疾人高等教育的保障措施。而

大数据也成为了新时代发展的重要特色，为此在今后

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来强化针对残疾人的高等教育。 
4.1 大数据技术可以为残疾大学生提供个性化的

服务 
即便是残疾大学生自身的残疾状况也是不同的，

所以自身的需求也会有所不同，为此学校和老师都需

要为他们找到适合自己的个性化学习的模式。例如可

以借助数据分析技术来分析不同学习者的特征、学习

习惯和选择的偏好，并采用合适的方法来收集学习活

动中出现的大量信息来更好地预测学生自身学习的需

求，预测学生在未来的另一个行为，这样才能够在提

出更加高级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提供个性化支持。如

果将大数据技术和残疾人教育相互结合自然可以实现

资源的优质共享，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更好地满

足各大残疾人特殊化学习的需要，弥补生理缺陷给他

们带来的各种不方便，最终才能够让学习的交互化和

教学的个性化更好地融为一体，相信借助大数据服务

技术每个大学生都可以得到适合自己的个性化教育服

务。 
4.2 大数据技术可以为教师提供更多不同类型的

教学服务 
教师一直都在残疾人实施高等教育时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与残疾人相关的高等教育服务体系对于教师

本人的意义也很重要。学生和教师在教学服务中遇到

的阻碍都是很多的，学生需要教师的帮助来更好地完

成学业。教师也需要通过接受一定的帮助来调整自己

的教学策略。而大数据技术可以在第一时间更好地记

录学生学习的行为和习惯，并记录每个学生使用学习

资源的细节，教师再运用合适的技术来追踪学生学习

的轨迹和确定时间，这样就可以让学生受到更多的反

馈。类似有听觉障碍、视觉障碍和其他残疾障碍的大

学生在学习方式和学习习惯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太能

够，为此每个教授残疾大学生的教师必须从多个方面

掌握学生的学习状况和需求。 
4.3 更好地完善与残疾人相关的高等教育支持服

务体系 
如果可以高效地使用大数据自然可以让教育中的

管理、决策和服务建立在高效的教育信息和数据分析

上，并让一系列的数据发挥一定的预警性和预测性作

用，而不同类型的数据也会展现出一定的差异，一些

被提取出的高级数据也会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和整合

性。老师也需要为了满足大学生的个性需求来创造高

效的学习环境，广大高校教育管理者也可以借助合适

的大数据工具来更好地分析广大残疾大学生的技能和

技术水平，最终才能够在为学生创设教育资源和环境

的基础上来制定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并让支持服务和

个性化需求实现高效对接，相信今后也可以更好地提

升残疾人高等教育的质量[4]。 
5 结束语 
借助大数据进行优化的教学模式可以在教育时真

正面对一个每一个独立的个体，更可以辅助每个残疾

人进行高效的教学，最终也会推动与残疾人相关的高

等教育模式发挥一定的作用。但是国内目前残疾人的

高等教育研究还处于服务阶段，研究的数量较少，多

数研究都是以个案评价为主，更没有对整个教学支持

服务体系进行研究，所以如果可以将大数据技术融入

残疾人高等教育中自然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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