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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力度打击行业中的‘害
群之马’， 培育良性数字公益生态
圈，激发平台、慈善组织和慈善参与
者的活力。 ”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
央常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
武近日呼吁加快推动互联网高质量
发展。

2023 年两会期间，张颐武提交了
《关于加快推动互联网公益高质量发
展、 助力共同富裕的提案》。 提案指
出，要加强对互联网公益平台的集中
统一管理，深入推进共建共治共享治
理。 互联网公益涉及互联网、社会治
理、金融等多个主管部门，建议由一
个部门归口管理，为行业发展提供稳
定预期。 加快推进共建共治共享，建
立机制化的沟通交流渠道。在各类救
灾协调工作中，加强政府主导，为公
益平台工作提供更多便利。

截至目前，民政部已经先后遴选
了共计 30 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
捐信息平台，让互联网慈善在更加规
范道路上持续健康发展。

张颐武在接受《公益时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对促
进互联网慈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
平台发展还不均衡，募捐力、活跃度、
影响力都差异化较大。

张颐武表示，事实上，对于有影
响力的互联网公益平台在募款目标
达成后，能够使公益项目较好执行，
给予这些平台更多的支持和鼓励 ，
将对整个慈善事业发展有利。 另一
方面其他平台发展， 对于社会来说
也具有必要性，集中度高的、有效率
的，更好运作的平台，将会使社会福
利得到提升。

2022 年 12 月 27 日，慈善法修订

草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初次审议。此次修法填
补了网络个人求助法治空白。修订草
案明确求助人和信息发布人的诚信
义务，授权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个人
求助网络服务提供者管理规则，促进
个人求助平台健康发展，维护公众的
爱心善心。

张颐武表示，个人求助平台有长
处也有局限。 通过规范路径、清晰有
序、能力专业的方式进行求助是这一
领域今后发展的重要方向。个人求助
中，捐赠者往往会选择一些更感人的
案例进行捐助，但这可能缺乏更加专
业的判断，具有相当的偶然性。比如，
个人求助者发布信息背后的个人及
家庭财产状况、求助信息的真实性等
都是值得探讨的方向。

（张明敏 ）

全国政协委员张颐武：
培育良性数字公益生态圈，激发平台、
慈善组织和慈善参与者的活力

据国家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
显示， 我国 0-6 岁的各类残障幼儿和有
发展障碍风险的幼儿总数达 167.8 万。

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发展教育，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发展素质教育。 尊重残疾儿童青少年
身心发展特点和个体差异， 以适宜融合
为目标，探索更加多样的教育模式，做到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

《“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
计划》中提出，要积极促进非义务教育阶
段的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融合， 探索适
应残疾儿童和普通儿童共同成长的融合
教育模式推进。

在政策落地执行过程中， 各地在学
前融合教育工作扎实推进过程中取得不
少区域性成效。

以河南省为例， 河南以省级融合教
育资源中心辐射各地市的“1+5+N”区域
发展模式， 顺利推进融合教育支持体系
建设， 现已发展 182 所学前融合教育试
点园，提供教师培训近 1500 人次。

《学前融合教育师资培养现状调研》

显示， 融合教育试点幼儿园教师专业能
力不足是阻碍幼儿园接收特殊儿童的第
一核心原因(54.3%)，超过七成的教师表
示对个人能力能否满足特殊需要儿童康
复支持有顾虑。

今年两会期间， 全国政协民进组界
别提交了一份《关于加强学前融合教育
师资队伍建设的提案》。 提案指出，幼儿
园仍旧存在能力不足和资源匮乏的问
题， 针对学前融合教育师资的培训及专
业能力支持体系建设方面依旧存在很大
改善空间： 一是对学前融合教育教师的
职前培训重视不足， 培训内容与教师业
务需求衔接存在差距； 二是学前教育教
师入职后有关学前融合教育的在职培训
及专业支持不足； 三是激励和支持措施
不足， 由于幼儿园班额大、 教师数量有
限，儿童差异化发展需求还有待满足。

“当下融合幼儿园中，教师最普遍的
困惑是在生活中对诸如智障、 唐氏综合
征、孤独症、多动症儿等有行为问题的孩
子感到束手无策。 他们因为缺乏最基本
的特殊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专业知识和

教育策略感到很无助， 很需要接受一些
扫盲性质的职后培训的支持。 ”河南师范
大学学前教育系教授刘晓红指出。

针对融合教育师资建设， 上述提案
提出,首先要系统落实《“十四五”学前教
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提出的“在高等学
校学前教育专业增加特殊教育专业课
程”要求。 教育部将学前特殊教育及融合
教育相关课程纳入幼教师范专业院校必
修课程。 修订学前融合教育课程大纲，重
视融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教育培
养模式， 组织学前教育师范生前往开展
融合教育的幼儿园观摩学习， 进行综合
式跟岗或顶岗实习， 以提升幼教师范生
的学前融合教育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
推进在教师资格考试中设置含有特殊教
育、融合教育的相关内容。

除了理论和实践的职前学习外，通
过在职培训和个别化教育实践中获取经
验的能力很大程度影响到学前融合教育
教师的教育水平,教师也期待培训内容能
够结合业务实务。

其次，提案建议教育部牵头，协同财

政、卫生行政、残联等多部门协作，进一
步完善幼儿教师在职培训体系， 将学前
特殊教育及融合教育相关内容纳入幼儿
教师职后国培、 省培等各级培训计划当
中， 同时将每年培训时数标准纳入幼儿
教师考评范围。

最后， 提案建议国家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与幼儿园建立起针对幼儿园及幼儿
教师开展学前融合教育实践的长效激励
机制，如在幼儿教师特殊教育津贴、开展
特殊（融合）教育教学教研活动、绩效考
评等方面， 为服务特殊需要儿童的幼儿
教师提供制度性倾斜。

推进学前融合教育高质量发展涉及
到社会认知、资源整合、政策调控、公共
事业发展等诸多方面。 提案围绕融合教
育师资培养的不同层面推进议题的落地
和实践，希望通过政策的不断优化落实，
让社会各界深度认识学前融合教育工作
的意义和价值， 探索幼儿教师成长发展
路径， 帮助特殊需要儿童更早融入普通
教育环境，获得更充分的社会支持资源。

（皮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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