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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教办基函〔2023〕1号

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印发“十四五”市县
特殊教育发展主要监测指标和普通学校
融合教育发展主要监测指标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教育局：

为推动“十四五”江苏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据国家和省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精神，省教育厅制定了江苏

省“十四五”市县特殊教育发展主要监测指标和普通学校融合教

育发展主要监测指标（详见附件 1、2），请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对

照相关指标，及时查找差距，补齐特殊教育短板。各地相关指标

达成情况将作为省级融合教育示范区、特殊教育示范校、融合教

育示范校认定以及国家和省特殊教育资金奖补分配的重要参考。

附件：1.江苏省“十四五”市县特殊教育发展主要监测指标

2.江苏省“十四五”普通学校融合教育发展主要监测指标

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3年 2月 3日

（此件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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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苏省“十四五”市县特殊教育发展
主要监测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特殊教

育普及

度

特教

学校

设置

1. 各设区市及常住人口达 20万人的县域均

建有 1所特殊教育学校，提供全学段衔接的

15年一贯制特殊教育服务。

学前

教育

2. 3至 6岁特需儿童入园率达到 85%。各学

前融合教育资源中心有义务服务本乡镇（街

道）特需儿童，做到应收尽收、应融尽融。经

教育评估不具备进入普通幼儿园条件的特需

儿童，可以安置到特殊教育学校学前部（班）。

义务

教育

3. 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率均达到 98%以上，

所有学生安置在本设区市内。送教上门学生超

过适龄残疾学生总数 5%的，纳入失学或辍学

统计。

高中

教育

4. 建立特殊教育高中招生制度，实施规范化

招生，并为特需学生中考提供合理便利。县级

以上中等职业学校均设置职业教育融合资源

中心，在普通学校和特教学校完成义务教育的

特需学生，其高中阶段受教育率达到 80%。

特殊教

育规范

组织

架构

5.建立由教育部门牵头，卫生健康、民政、残

联共同参与的省、市、县三级特殊教育指导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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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度 心。

6.在特殊教育学校设立区域特殊教育对象评

估中心、课程教学研究中心、特需儿童康复中

心、融合教育管理中心、发展研究中心和师资

培训中心。

7.依托资源教室和专职特殊教育教师，在普通

学校设立学生发展支持中心，成立校长牵头的

融合教育工作团队。

康复

体系

8. 特殊教育学校和农村（含涉农街道）学前

融合教育资源中心创建为定点康复机构，实现

农村学前教育康复机构全覆盖。

9. 有条件的小学创建孤独症定点康复机构。

8在 2025

年前分步

到位

9为加分

项

规范

性制

度

10.落实特殊教育服务清单、特需学生教育评

估与认定、特需学生教育安置与转衔、个别化

教育与质量评价、跨地域和跨领域集体教研等

制度。

教育

评估

和个

别化

教育

程序

11.特殊教育学校牵头 9 类特需学生认定工

作，在医学诊断基础上进行综合性教育评估，

评估结果须经家长认可。

12.对特需学生实施个别化教育方案和个别化

教育评价，并纳入教研部门对普通学校及其教

师的常规管理。

特殊教

育发展

医康

教融

13.各级教育、卫生健康、民政和残联共同确

定当地 3至 18岁特殊教育对象名单，每月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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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度 合 少组织 1次县域医教结合活动。

因材

施教

14.不断提高国家课程实施质量，探索形成适

应各类特殊需要学生发展的多样化校本课程。

15.关心关注遭遇意外变故、特殊疾病、疑似

辍学等其他困境学生，促进每个学生健康发

展。

16.建立多学科联合的特殊教育教学质量调研

机制，在各类质量调研中取得较好成绩。

专项

工程

17.实施融合教育示范区和示范校、特殊教育

示范校创建，探索建立各类特需儿童教育研究

基地，开展各类课题研究。

18.建设特需儿童青少年教育评估与个别化教

育研究大数据平台，开发特殊教育数字化课程

教学资源。

17、18为

加分项

特教师

资专业

度

师资

配备

19.按不低于省定按标准配备巡回指导教师和

融合教育资源中心特教专职教师等，普通学校

专职特教教师担任校内特教教研组长。根据招

收特需学生情况动态调整专职特教教师的配

备。

20.县级以上教科研机构应配备专职特殊教育

教研员。

21.为特需学生配备导师，确保每个特需学生

都有教师全程关注其在校学习生活。

培养

培训

22.从事特殊教育的专任教师须达到省定资质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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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23.区域内每年组织不同学段特殊教育教师基

本功大赛，引导教师提升教育教学能力。

津贴

补助

24.各地对特殊教育学校应按不超过当地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基准线的 10%增核绩效工资总

量。

25.普通学校专职特教教师参照特教学校教师

标准增核绩效工资。

26.对送教上门教师、参与特殊教育的医生、

康复治疗师等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和交通补

助。

激励

机制

27.职称评审适当向特教教师倾斜，并充分体

现特殊教育工作特点，增加特教教师的中高级

教师职称比重。

28.开展特殊教育学科带头人评选，建立特殊

教育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培育机制，设区市

按规范程序向省推荐候选特殊教育教师。

特殊教

育保障

度

组织

领导

29.加强党对特殊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将特

殊教育发展情况纳入对县级人民政府履行教

育职责督导评价和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督

导评估，纳入各级教育部门对学校的年度综合

考评以及对校长年度考评。

经费

投入

30.各学段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按当地普通

学校生均公用经费的 8倍以上拨付（不低于

6000元），到 2025年每生每年不低于 7000元，

有条件的地区可适当提高补助水平。

提前达到

7000元或

超过省定

标准的加



—6—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31.实行特需学生 15年免费教育。 分

社会

支持

32.教职工总数达到 100人以上的教育部门和

学校，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总人数 1.5%的

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33.区域内普通学校积极开展融合教育，形成

尊重差异、多元包容的校园文化，利用各种媒

介面向社会开展特殊教育理念和成果宣传，取

得广泛的社会支持。

注：共 30条（不含加分项第 9、17、18条），每条 5分，合计

150分。对照上述指标，达到 130分以上的地区，经核查可获得

省定融合教育示范区称号和奖补经费。获得融合教育示范区称号

的所在县域特教学校，在规范度、发展度、专业度方面得分率达

到 85%以上，经核查可获得省定特殊教育示范校称号和奖补经

费。本市所有县级特教学校获得省特殊教育示范校称号之后，市

本级特教学校可以申报省特殊教育示范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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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苏省“十四五”普通学校融合教育发展
主要监测指标

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特殊教

育普及

度

幼儿园
1. 本乡镇（街道）3至 6岁特需儿童入园率

达到 85%，做到应收尽收、应融尽融。

按照学段

选一类

义务教

育学校

2. 施教区内特需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

率均达到 98%以上，送教上门学生不超过适

龄残疾学生总数的 5%。

职教学

校

3. 设置职业教育融合资源中心，招收特需学

生 10人以上。

特殊教

育规范

度

组织架

构

4.依托资源教室和专职特殊教育教师，在学

校设立学生发展支持中心，成立校长牵头的

融合教育工作团队。

康复体

系

5. 农村（含涉农街道）学前融合教育资源中

心创建为定点康复机构。

6. 有条件的小学创建孤独症定点康复机构。

6为加分

项

规范管

理

7.落实特殊教育服务清单、特需学生教育评

估与认定、特需学生教育安置与转衔、个别

化教育与质量评价、跨地域和跨领域集体教

研等制度。

8. 创新融合教育模式，建立特需学生选课走

班制度、远程协同教学和家校协同教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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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等。

特殊教

育发展

度

医康教

融合

9. 主动与医疗、康复、特殊学校、社区等机

构和团体合作，每月至少组织 1次医康教结

合活动。

10.建设特需儿童青少年教育评估与个别化

教育研究大数据平台，开发特殊教育数字化

课程教学资源，开展融合教育课题研究。

职教学校

医教结合

不是必须

10为加分

项

因材施

教

11.不断提高国家课程实施质量，探索形成适

应各类学生发展的多样化校本课程。

12.积极探索生活化、游戏化、项目化教学方

式，因人而宜引进、创制各类辅助性学习工

具，提高学习效率。

13.关心关注遭遇意外变故、特殊疾病、疑似

辍学等其他困境学生，促进每个学生健康发

展。

14.建立多学科联合的特殊教育教学质量调

研机制，在各类质量调研中取得较好成绩。

特教师

资专业

度

师资配

备

15.按不低于省定标准配备特教专职教师。

16.特教教师担任校内特教教研组长，负责全

校融合教育的规划管理和常规教科研工作，

整体提升本校教师的特殊教育意识和能力。

17.为特需学生配备导师，确保每个特需学生

都有教师全程关注其在校学习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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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培养培

训

18.从事特殊教育的专任教师须达到省定资

质要求。

19.在区域内特殊教育教师基本功大赛中取

得良好成绩。

津贴补

助

20.普通学校专职特教教师按照省定标准落

实绩效工资。

21.对送教上门教师、参与特殊教育的医生、

康复治疗师等人员，提供必要的工作和交通

补助。

激励机

制

22.特教教师成为当地特殊教育学科带头人，

或成为殊教育正高级教师、特级教师培育对

象。

23.职称晋升的普通教师、职务晋升的校级以

上领导，应接受过县级以上特殊教育专题培

训，有特殊教育工作成效。

22为加分

项

特殊教

育保障

度

组织领

导

24.加强党对特殊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当

地教育部门对学校的年度综合考评以及对校

长年度考评中，特殊教育相关工作获得好评。

经费投

入

25.特殊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按当地普通学校

生均公用经费的 8倍以上拨付（不低于 6000

元），到 2025年每生每年不低于 7000元。

26.实行特需学生免费教育。

提前达到

7000元或

超过省定

标准的加

分

社会支

持

27.教职工总数达到 100人以上的教育部门

和学校，按照不低于本单位在职总人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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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指

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备注

的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

28.形成尊重差异、多元包容的融合教育校园

文化，取得广泛社会支持。

29.发挥辐射引领作用，带动其他普通学校融

合教育发展。

注：共 24条（1-3只需选 1条，不含加分项第 6、10、22条），

每条 5分，合计 120分。对照上述指标，达到 110分的普通学校，

经核查可获得省定融合教育示范校称号和奖补经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