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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ICF构建特殊体育教育课程体系与内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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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依据《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ICF)的理论与方法，从身体功能和残疾问题出发，探讨适应当代社会发

展需求的特殊体育教育目标、知识结构体系和课程体系，并以此为基础重新架构特殊体育教育的课程体系和内容。认为特殊体育

教育的学生不仅要掌握一定数量的专业基础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应用能力，才能更好地为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各种训练、评

估和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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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research was based on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and looked into the issues of physical function and disability. It tried to explore the purpose,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curriculum of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that m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to restructure the curriculum and content of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Stu-

dents of special physical education should not only master basic specialized knowledge, but also be able to practice theories, so as to better

serve all kinds of children with special needs in training,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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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功能、残疾和健康分类》 (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Functioning, Disability and Health, ICF)

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针对不同健康领域可用于不同

学科和不同行业的分类，为认识和研究健康和健康相

关的状态、结果以及决定因素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同

时 ICF作为一种教育工具，可以被广泛地用于相关领

域如教育、康复等课程的设计以及知识体系的架构，

从而科学地认识残疾和健康问题[1-2]。

特殊体育教育是特殊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是体育

科学、特殊教育学、心理科学和生物科学交叉形成和

发展起来的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涉及教育、医学领

域，还涉及残疾、社会等交叉学科领域，培养具备普

通教育和特殊教育的知识和能力，了解残疾人体育教

学、训练、竞赛等相关知识和组织办法，能够在特殊

教育或相关机构从事特殊教育实践、研究和管理，在

残疾人体育组织与管理方面具有专长的德智体全面发

展的应用型人才[3]。

特殊体育教育作为年轻的学科越来越受到国内学

者的关注，尤其是特殊体育教育人才的培养更是学者

们讨论的热点问题。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使得特殊

体育教育专业人才不仅要具备一般体育教师的能力，

如运动能力、教学能力等，还需具备针对不同特殊儿

童的沟通能力、运动康复能力、教学手段与方法的改

造能力和评估能力等。同时特殊体育教育人才培养的

知识结构也有别于一般普通体育学科的知识结构，涉

及体育学、康复学、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由

于这种特殊性、差异性和复杂性，使得特殊体育教育

人才的培养具有多学科交叉培养的特点。

建立基于 ICF的特殊体育教育课程框架和内容体

系将是特殊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核心，也是今后

特殊教育学校体育与健康课程的主要内容构成。本研

究立足于 ICF，提出关于功能和残疾的理论和方法，

并以此为基础架构特殊体育教育的课程体系和内容。

1 教育目标

1.1 ICF的理论架构及相关的知识结构体系

ICF 的核心理论与方法是采用“生物 -心理 -社

会”方法，从身体、个体和社会三个层面对身体功能

与结构、活动和参与以及功能与残疾发生的环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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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强调残疾不仅是个人的特性，而是与社会、环

境综合性交互作用，是一种涵盖损伤、活动受限和参

与限制在内的概括性术语。如图1所示[4]。

参与活动身体功能和结构

健康状况
(障碍或疾病)

环境因素 个人因素

图1 ICF有关功能和残疾的模式

具体来说，ICF主要由身体功能和结构、活动和

参与以及环境因素构成，分为身体功能的变化和结构

的变化，能力和活动表现，障碍因素和促进因素，它

表示在个体(有某种健康情况)和个体所处的背景因素

之间发生交互作用的积极方面[5]。ICF的目标主要是提

供一个统一的标准术语及框架来描述健康状况及与健

康有关的信息，使全世界不同学科及不同领域的工作

者可以对有关健康和保健情况进行交流，以及提供对

有关人类功能及其受限情况的描述[6]。ICF为综合分析

身体、心理、社会和环境因素提供了一个有效的系统

工具。根据《世界残疾报告》的结构，ICF可以运用

于针对残疾人的主要功能障碍与社会支持与服务形

式，如卫生保健、康复、支持与协助、无障碍环境、

教育和就业领域。

ICF打破了标签式的“残疾”、“障碍”，建立了基

于功能和健康的包容性发展模式。这种交互模式从功

能及其环境的角度去分析残疾问题，提出了分析功能

和残疾的综合的概念架构[7]。这种全新的理论模式为

现代特殊教育学发展奠定了理论和方法基础，并为相

关政策制定与实施评估提供了操作性工具，同时也为

特殊教育的目标、课程的设置、研究和统计提供了依

据。

ICF 有两部分，每一部分有两种成份。第一部

分：功能和残疾，第二部分：背景性因素。每一成份

由不同的领域构成[8]。如表1。

表1 ICF的构成成份组成

成份

领域

结构

积极方面

消极方面

功能和残疾

身体功能和结构

身体功能

身体结构

身体功能的改变

(生理的)

身体结构的改变

(解剖的)

功能和结构的结合

功能

损伤

活动和参与

生活领域

(任务、行动)

能力

在标准环境中完成任务

活动表现

在现实环境中完成任务

活动参与

参与局限

活动受限

背景性因素

环境因素

功能和残疾的外在影响

物理、社会和态度领域特征的积

极或消极影响

有利因素

障碍/不利因素

个人因素

功能和残疾的内在影响

个人特质的影响

不适用

不适用

从 ICF的构成不难发现，在健康背景下，身体功

能、身体结构、损伤、活动、参与、活动受限以及参

与限制和环境因素涉及与健康状况相关的生物医学、

生物工程学、康复医学，与个人因素相关的社会行为

学、心理学，与环境相关的社会生态学等学科体系，

从而构成基于 ICF的特殊体育教育人才必备的知识体

系。如图2。

1.2 基于 ICF 建立特殊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的知识结构

体系

特殊体育教育集教育、体育、医学、康复、心理

等学科为一体，根据残疾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实际需

求，对残疾学生实施有针对性的教育、康复和保健，

开发其潜能，使每一个残疾学生的身心得到全面发

展，让更多的残疾儿童享受到教育、康复、体育运动

带来的益处，使其不仅在身体上获得康复，而且在认

知、适应社会等能力上获得提高。

根据 ICF“生物-心理-社会”理论模式，ICF的功

能、残疾和健康构成因素与特殊体育教学内容密切相

关[9]，其中关于身体功能和结构的内容是体育学、运

动康复学的专业基础知识，有关个体的活动和社会参

与以及影响个体活动、社会参与的环境因素也是特殊

体育教育专业人员所必需学习的重要内容[10]。因此，

围绕培养目标逐步形成融医学、特殊教育、体育课程

为主干，突出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培养，具有鲜明特

色的核心课程群，并从现代课程理论要求出发，使专

业课程结构更趋合理，努力构建科学的特殊体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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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课程体系。

生物
工程学

生物
医学

康复
医学

社会
生态学

社会
行为学

基于ICF
特殊体育教
育人才知识

体系

心理学

图2 基于 ICF的特殊体育教育人才知识结构体系

具体来说，在课程设置上，以培养创新型和实践

型特殊体育师资人才为核心，注重突出体育特色，依

托体育学科的背景，紧密结合培养目标和社会急需的

特殊体育专业人才，优化专业课程设置，形成鲜明的

专业特色。其特征为：以康复医学、特殊教育学、心

理学和体育学课程为主干，以精品课程为特色；兼顾

基础与专长、理论与技能；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比例

合理；突出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培养。按照教育部

“本科专业目录”要求开设主干学科，即教育学、心

理学、医学以外，围绕学习特殊儿童教育、心理、康

复训练，充分发挥体育学科优势，增加体育运动方面

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不仅掌握对特殊儿童进行教

育和研究的方法，而且具有进行实际教学工作并能进

行理论研究的基本能力，形成四大主要知识体系，

即：教育科学、心理科学、医学科学和体育科学。如

图3。

知识体系

体育科学医学科学心理科学教育科学

图3 特殊体育教育专业人才知识体系

2 课程体系

2.1 内容体系

根据 ICF分类的三个方面即身体方面(身体结构和

功能)、个体方面(活动)、社会方面(参与)，与之相对

应的学科体系可分为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专门科

学，相对应的课程内容体系为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

专门课程。如图4。

基础学科

基础课程
应用学科

应用课程
专门学科

专门课程

图4 课程内容体系

2.2 课程架构

依据 ICF理论模式，对功能和残疾的评定主要从

身体方面、个体方面、参与三个方面进行。由此依托

体育学科，将教育学、康复医学等学科知识和技能融

入特殊体育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突出实践能力的训

练，培养“上岗能用”的特殊教育体育的应用型专门

人才。通过打通不同学科课程群之间的壁垒，建立康

复医学、特殊教育学、心理学、体育学课程四大学科

课程群之间相互沟通、相互衔接的专业体制和专业结

构，形成以专业课为主体，包含特殊教育、心理学、

医学康复、特殊体育课程模块的课程体系，各门课程

相互关联、相互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具有专业化

水平的特殊体育教育专业的课程体系[11]。如图5。

与身体结构和功能
相关的课程

与活动相关的课程

与参与相关的课程

■ 人体生理学、解剖学、运动生理学、运动解剖学
■ 特殊儿童医学基础、特殊儿童生理与病理、残疾 
  人运动员医学功能

■ 特殊儿童教育学、特殊儿童心理学
■ 特殊儿童评估、特殊儿童早期干预、孤独症儿童

  教育、特殊教育技术

■ 手语、盲文
■ 特殊儿童体育游戏、特殊儿童舞蹈教学、残疾人

  体育运动竞赛项目与规则

图5 功能和残疾评定与相关课程

2.3 公共课程

公共基础课是高等学校各专业学生共同必修的课

程。各学校因学校性质、类别及办学理念不同而表现

出部分差异，但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模块：①社会科

学公共基础课；②自然科学公共基础课；③实践环节

公共基础课[12]。目前高校的公共课程基本上都是教育

部规定的五类必修课，即马克思主义哲学、邓小平理

论、毛泽东思想概论、大学外语和计算机，同时体育

院校根据学科特点开设有体育概论和公共体育必修

课。

2.4 专业基础课程

专业基础课程分为学科基础课和相关学科基础课

两大类，学科基础课包括心理、教育、医学和体育学

四大学科群的课程，将 ICF作为重点学习的内容，加

以掌握，如功能障碍的类型、模式、特征和表现形

式。相关学科基础课包括如运动解剖学、运动生理

学、康复医学、生物力学等。

2.5 专业课程

特殊体育教育专业课程是实现特殊体育教育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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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的主体课程，它决定着本专业的性质和水平。专

业课程可以分为障碍分析类型和障碍干预类型。障碍

分析类型如特殊儿童评估、残疾人运动员医学功能分

级、听障儿童心理与教育学、视障儿童心理与教育

学、智障儿童心理与教育学、孤独症儿童教育。障碍

干预类型可以分为教育(体育)干预，如特殊儿童早期

干预、特殊儿童体育游戏、特殊儿童舞蹈教学、残疾

人体育运动竞赛项目与规则、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

医疗干预，如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语言治疗；社会

服务干预，如手语、盲文、特殊教育技术。

2.6 选修课程

根据适应性原则，针对功能障碍的个别化教育，

选修课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教育理论和方法选修

课，如儿童发展心理学、特殊教育发展史；第二类是

跨领域、跨专业选修课，如社会学、哲学、康复学

等；第三类是实践技能选修课，如韵律操、攀岩、体

育舞蹈、搏击、游泳、篮球、乒乓球、健身操等。

3 基于 ICF的重构体育教育课程内容

3.1 基于 ICF的教育目标

ICF 可提供有关人类功能及其受限情况的描述，

以及对相互关联的信息进行结构化。因此，在运用于

特殊体育教育的课程设计时，可以充分以 ICF的分类

要求来制定教育目标。如图6。

知识目标

技能目标

道德目标

■ 身体功能与结构、活动和参与、环境与因素、个

  人因素

■ 分类准则应用的伦理

■ 分析需求、制定干预计划、实施干预、评估

图6 基于 ICF的教育目标

3.2 重构专业课程内容

按照知识目标、技能目标和道德目标三类目标每

门课程中都应该有两个层次。根据功能分类，将特殊

体育教育课程体系进行重构。第一类知识目标涵盖人

体生理学、解剖学，并在此基础上延伸运动生理学、

运动解剖学，特殊儿童生理与病理；康复医学在此基

础上延伸运动康复学、特殊儿童医学基础；遗传学、

特殊儿童心理学、特殊儿童教育学；特殊儿童体育游

戏、手语与盲文。第二类技能目标涵盖特殊儿童干

预、评估，特殊教育技术、特殊教育教材教法，特殊

儿童体适能律动、体育类技能课(健美操、游泳、篮

球、乒乓球)。第三类道德目标涵盖特殊教育导论、

残疾人体育概论，特殊教育史，残疾人奥林匹克运

动。

4 小结

特殊体育教育的学生不仅要掌握一定数量的专业

基础知识，而且要具备一定的应用能力，才能更好地

为特殊需要的儿童进行各种训练、评估和干预。同时

由于教育对象的特殊性使得在基础课程和应用课程的

基础上还需要一些专门的课程来应对特殊的需求。这

样构建的课程内容体系可以为特殊体育教育学生打下

一个扎实的专业知识基础，同时又凸显特殊体育教育

的特殊性和专业性，为我国特殊教育学校体育健康课

程的实施提供有力保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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