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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
现状的实证研究*

□ 白 然 谢 浩 胡雨森

【摘 要】

2019年第四届全球学习型城市大会将全纳作为建设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城市的基本原则。残

疾人群体是弱势群体的典型代表，是建设学习型城市、贯彻全纳原则应首要关注的群体。互联网

技术的发展为残疾人群体参与终身学习提供了新的契机。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以北京市 794
名残疾人为样本，对成年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和继续教育现状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①残疾人

群体对终身学习的认可度较高，但认识程度有待提升；②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动机以身心发展为

主；③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方式和内容趋于多样化，但仍以传统的学习形式为主；④残疾人群体应

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相对较低，时间、课程和学费问题凸显；⑤残疾人群体的终身学习受到

身体性因素和发展性因素的影响。基于上述研究结果，进一步提出促进残疾人群体参与终身学习的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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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世纪以来，终身学习理念强调学习的终身性、

全面性、开放性和普遍性，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

标，已成为当今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理念。在

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改变我们的世界：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可持续发展目标 4”
将世界未来十五年教育发展的总目标设定为“提供全

纳、公平的优质教育，让全民终身享有学习机会”

（UNESCO, 2015）。2019年我国发布的《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也将“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

作为面向教育现代化的十大战略任务之一（中华人民

共和国教育部, 2019）。
2019年召开的第四届全球学习型城市大会将

“全纳”作为大会的主题，提出“全纳是终身学习和

可持续城市的基本原则”（UIL, 2019），大会成果

《麦德林宣言》也呼吁：“全纳是 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的根本，也是其不让任何人掉队的誓言……保证

弱势群体参与终身学习的机会。”（UIL, Alcaldía de
Medellín, 2019）全纳性的终身学习意味着消除所有

形式的差异性和不平等，“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

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

活”（徐丽, 等, 2015）。残疾人群体是全世界在发展

全民终身学习过程中一直予以高度关注的群体。依据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数据，我国现有各类残疾人

8,500多万人，总人数超过世界上很多国家总人口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2）。残疾人群体的终身学习

是我国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部在

2017年颁布了《第二期特殊教育提升计划（2017—
2020年）》，明确提出除了继续发展和完善义务教育

阶段的特殊教育，还要加快发展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特

殊教育，要“面向残疾学生开展继续教育，以拓宽和

完善残疾人终身学习通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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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随着我国互联网和移动技术的兴起和发展，“互

联网+智能终端+大数据”逐渐渗透到残疾人群体的

工作和生活中，其平等性和普适性为残疾人的就业和

学习提供了新的方式和内容。从就业来看，新技术的

发展为残疾人提供了新的工作岗位，让残疾人居家就

业逐渐成为新的就业方式。从学习来看，互联网和智

能终端能够辅助残疾人群体与他人平等交流，减少残

疾人的身体障碍对学习的限制，解决其在传统学校环

境学习的不便，使残疾人能够实现居家灵活学习（钟

灿莲, 2015; 黄震, 等, 2016）。通过对优质、开放的

网络学习资源的有效利用，残疾人群体有可能冲破正

规教育的发展困境，通过学习提升自我，用知识改变

命运，这为残疾人群体平等地参与社会生活创造了更

多条件，也为提高其自身生活质量提供了契机（胡新

生, 2004）。
了解互联网时代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的现状是发

展残疾人终身教育的基础，也是为其提供针对性终身

学习服务的前提。本研究以北京市为例，调查成年残

疾人群体参与终身学习的现状，进而提出推动残疾人

群体终身学习的建议。

二、文献综述

已有关于残疾人教育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义务教

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为主的学历教育领域，以成

年残疾人的终身教育为主题的研究文献相对较少。这

与我国特殊教育仍是各级各类教育的薄弱环节、残疾

人学历教育依然面临许多困难与问题有关。以“残疾

人”“成年残疾人”“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继续教

育”等为关键词进行文献搜索与筛选，对我国残疾人

终身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发现当前的研究

主要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立法和政策层面的研究。从终身教育立法领

域的研究来看，着重保证立法惠及各类人群，尤其关

注对弱势群体终身学习权利的保障。有研究指出残疾

人群体在社会中处于弱势地位，为保障其在法律上的

学习权，政府应当为残疾人提供差别待遇，为其提供

额外的教育补偿，要从残疾人的身心特点和特殊需求

出发，开展残疾人的教育与培训（兰岚, 2019）。在

有关终身教育政策的研究中，有研究者（国卉男 ,

2019）从社会融合的视角探讨了以终身教育促进残

疾人社会融合的必要性、面临的瓶颈以及对策建议，

指出在特殊教育中终身教育理念尚未普及，终身教育

体系尚不完善，提倡以远程教育手段发展面向残疾人

群的开放教育体系，为其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和适

切的教育服务，帮助其融入主流社会。有研究者

（方俊明, 2014）从特殊教育政策的视角，提出了构

建残疾人终身教育体系的倡议，尤其是要大力发展

非义务教育阶段的特殊教育，并提出相关的发展路

径建议。

二是案例、调查与对策层面的研究。这其中包括

来自上海长宁区的案例，介绍了该地区 15年来建设

终身特殊教育服务体系的进展，通过总结经验和问题

为国内区域性特殊教育服务体系建设提供了参考（夏

峰, 等, 2016）。类似研究也包括基于社区开展的特殊

教育对残疾人继续社会化的思考（孙立新, 2014）。在

有关残疾人继续教育问题与对策的研究中，有学者

（潘威, 2016）提出了“互联网+”是解决残疾人继续

教育问题的重要途径，远程非学历培训将成为残疾人

继续教育的主要形式。夏冬杰等（2018）调查了上海

市9个区就业年龄段残疾人在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

训及生活文化休闲教育方面的学习需求，发现成年残

疾人学习需求总体偏弱，发展状况欠佳，部分残疾

人有意愿接受继续教育，但是态度不明确或者方向

不清晰。

通过上述分析发现，在残疾人终身学习研究中已

有研究者开始了初步的探索，但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

相对较少，现有研究多为经验的总结与归纳和理论的

推演与建构。互联网时代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的现状

与问题尚未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调研成年残疾人群体参

与终身学习的现状。调查工具是由北京师范大学学习

型社会研究院设计开发的专用问卷。为了保证问卷的

信度、效度和可行性，首先基于文献研究进行问卷设

计，然后邀请专家对问卷效度进行论证（第一次修

订），邀请一线管理人员对问卷内容进行本地适应性

论证（第二次修订），邀请学生进行试卷的试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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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修订）。在随后的前导研究中，选择北京市

50名残疾人作为测试样本，得到问卷的克隆巴赫

Alpha系数和折半信度系数，两个系数都在0.9以上，

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

最终的问卷内容涵盖残疾人参与终身学习的基础

条件、学习态度、学习方式与内容、学习偏好、学习

满意度和存在问题等多个方面，能够较好地反映该群

体的终身学习现状。问卷包含单选、多选、填空、李

克特量表等多种问题类型，其中应用信息技术工具的

熟练程度、终身学习认可度和终身学习满意度均采用

五级李克特量表。

本研究以 2017年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库中北京

市数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 2017）和 2017年北京

市统计局区域统计年鉴数据库中各地区数据（北京市

统计局, 2017）为依据，以处于就业年龄阶段（18~
59岁）的成年残疾人为主要调查对象，采用分层抽

样和方便抽样结合的方式，分别在北京市西城区、东

城区、朝阳区、大兴区、顺义区、怀柔区、海淀区、

昌平区、通州区9个区的城镇社区和农村社区进行了

纸质问卷的发放。问卷的发放与回收由北京师范大

学学习型社会研究院的研究人员、问卷收集人员和

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完成。在

调查开始前，研究人员对所有相关人员进行了培

训，以保证问卷调查的质量。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840份，回收 811份，其中有效问卷 794份，有效

率为 94.5%。问卷数据主要采用Stata13进行处理和

分析。

（二）研究对象分布

调查对象的户籍、性别、年龄、学历、职业状

态、身体状况等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从户籍所在地来看，城镇户籍占63.6%，农村户

籍占36.4%；从性别来看，男性占比为52.0%，女性

占比为48.0%，这与全国残疾人人口基础库中的北京

市残疾人的户籍和性别比例大体相当（中国残疾人联

合会, 2017）。在年龄层次上，86.4%的样本属于18~
59岁的就业适龄人口。其中，30~39岁占比最高，

为 26.8%，其次是 40~49岁群体，为 24.2%。从受

教育程度来看，以高中及以下学历居多，其中初中及

以下群体占33.1%，高中学历群体占38.9%。从职业

状态来看，全职群体占比最高，为43.6%；待业群体

次之，占比为33.6%；退休人员和兼职人员较少。从

身体状况来看，选择“健康”的比例只有 22.3%，

52.1%的被调查对象选择了“一般”，选择“身体欠

佳，影响工作和生活”的比例达到了25.6%。

表1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类别

户籍

性别

年龄

受教育程度

职业状态

身体状况

城镇

农村

男

女

18岁以下

18~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及以上

初中及以下

高中/中专/中职/技校

大专/高职

本科及以上

全职

兼职

待业

退休

健康

一般，不影响工作和生活

欠佳，影响工作和生活

人数

505
289
413
381
38
127
213
192
154
70
263
309
149
73
346
66
267
115
177
414
203

占百分比（%）
63.6
36.4
52.0
48.0
4.8
16.0
26.8
24.2
19.4
8.8
33.1
38.9
18.8
9.2
43.6
8.3
33.6
14.5
22.3
52.1
25.6

四、研究结果

（一）终身学习基础条件

终身学习基础条件主要是对成年残疾人终身学习

的经费来源和对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进行调查。

经费来源的数据统计如表2所示。

表2 残疾人学习经费来源

学习经费来源

政府补贴/社区补贴

单位补贴

个人支付

家人支付

不收取费用

人数

253
55
295
105
256

百分比（%）
31.9
6.9
37.2
13.2
32.6

在终身学习经费来源中，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

为个人支付（37.2%）、不收取费用（32.6%）、政府

补贴或社区补贴（31.9%）、家人支付（13.2%）、单

位补贴（6.9%）。这说明已经有一定比例的残疾人享

受到了免费的终身学习资源和政府或社区给予的终身

学习补贴，但选择个人及其家庭支付终身学习费用的

比例依然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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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残疾人在线学习的准备情况，对残疾人群

体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的 10个方面进行了

调查，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残疾人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

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

电脑基本操作

搜索网上材料

阅读网上文字材料

观看网上视频

参加网上讨论

使用手机App
使用平板电脑

使用微信交流

使用QQ交流

使用微博交流

平均等级

均值

2.86
2.82
2.81
2.85
2.55
2.69
2.68
2.96
2.84
2.20
2.73

标准差

1.14
1.20
1.21
1.20
1.22
1.21
1.23
1.18
1.22
1.35
1.07

（等级：５＝非常熟练；４＝熟练；３＝一般；２＝不熟练；

１＝不会使用）

数据显示，残疾人群体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

程度各项均值都在2.2～3.0，总体均值为2.73，略高

于中等水平，说明所调查的残疾人群体初步具备了使

用信息技术设备的能力。但与同期调查的北京市民七

个群体总体均值区间 2.78～3.68相比，残疾人群体

整体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依然偏低（张伟

远, 等, 2019）。
对残疾人中不同群体使用信息工具的熟练程度进

行比较，发现在年龄、身体状况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

差异，如表4所示。

表4 不同残疾人群体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比较

分类变量

年龄

身体状况

类别

18岁以下

18~29岁
30~39岁
40~49岁
50~59岁
60岁及以上

健康

一般

欠佳

个案数

38
127
213
192
154
70
177
414
203

均值

3.14
3.15
3.08
2.67
2.3
1.77
3.06
2.71
2.46

标准差

0.76
0.98
1.00
1.00
1.02
0.93
1.11
1.02
1.07

F

30.72

15.52

P

0.000

0.000

数据显示，不同年龄的残疾人使用信息技术工具

的熟练程度有显著差异（P＜0.01），40岁以前使用

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均值在 3.1～3.2；40岁及

以后群体均低于 2.70，且年龄段越高，熟练水平越

低。不同健康程度的残疾人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

程度也有显著差异（P＜0.01），身体越健康，使用

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越高。事后比较发现，身体

健康的残疾人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显著高于

身体状况一般的残疾人（P＜0.05）和身体状况欠佳

的残疾人（P＜0.01）。
（二）终身学习态度

对残疾人终身学习态度的调查包含对终身学习重

要性的认可度、参与终身学习的意愿和终身学习动机

三个方面。

1. 终身学习认可度

从 13个方面对残疾人群体对终身学习重要性的

认可度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5所示。

表5 残疾人终身学习重要性认可度

终身学习重要性认可度

促进社区和谐

提升个人生活质量

促进人们健康生活

丰富个人业余生活

促进营造全民学习的文化氛围

促进对弱势群体的关怀

促进家庭和谐

促进社会和谐

促进人们创业和就业

推动政策方针落实

促进城市绿化和环保

促进文化繁荣

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平均等级

均值

3.66
3.61
3.58
3.58
3.57
3.57
3.57
3.56
3.54
3.53
3.53
3.49
3.49
3.56

标准差

1.24
1.24
1.24
1.24
1.24
1.23
1.21
1.23
1.24
1.25
1.24
1.23
1.24
1.14

（终身学习重要性认可度：５＝非常重要；４＝重要；３＝一

般；２＝不重要；１＝完全不重要）

数据显示，各项均值处于3.4～3.7，总体均值为

3.56，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残疾人对终身学习重

要性有一定程度的认可。但与同期调查的北京市民七

个群体的各项总体均值区间 4.0～4.2相比，残疾人

群体依然偏低（张伟远, 等, 2019）。在各个选项之

中，认可度最高的依次为促进社区和谐、提升个人生

活质量、促进人们健康生活、丰富个人业余生活，均

是与残疾人群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选项，而与残

疾人工作能力提升相关的选项，如“促进人们创业

和就业”认可度偏低。这说明残疾人群体对终身学

习在提升自身生活品质方面的作用较为认同，对于

通过终身学习提升职业竞争力、改善工作状态认同

不足。

对不同残疾人的终身学习认可度进行比较，发现

在性别、受教育程度、职业状态、身体状况四个维度

上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如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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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不同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认可度差异

分类
变量

性别

受教
育程
度

职业
状态

身体
状况

类别

男

女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高职

本科及以上

全职

兼职

待业

退休

健康

一般

欠佳

个案数

413
381
263
309
149
73
346
66
267
115
177
414
203

均值

3.48
3.64
3.38
3.49
3.83
3.96
3.73
3.67
3.38
3.41
3.87
3.49
3.44

标准差

1.18
1.10
1.18
1.13
1.07
1.02
1.07
1.08
1.20
1.17
1.16
1.13
1.11

t

-1.977
F

8.56

5.58

8.61

P

0.025

0.000

0.000

0.000

数据显示，男性残疾人对终身学习的认可程度显

著低于女性残疾人（P＜0.05）。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残

疾人终身学习认可程度有显著差异（P＜0.01），由高

到低依次为本科及以上、大专/高职、高中/中专、初

中及以下，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终身学习的认可程度

越高。不同职业状态的残疾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

＜0.01），由高到低依次为全职人员、兼职人员、退

休人员、待业人员。事后比较发现全职人员对终身学

习的认可程度显著高于待业人员（P＜0.01）。不同身

体状况的残疾人之间存在显著差异（P＜0.01），身体

越健康对终身学习的认可程度越高。事后比较发现，

身体健康的残疾人终身学习认可度显著高于身体状况

一般的残疾人（P＜0.05）和身体状况欠佳的残疾人

（P＜0.05）。
2. 教育与培训意愿

教育与培训意愿体现了残疾人群体对切实参与终

身学习的态度，残疾人的教育和培训意愿如表7所示。

表7 教育和培训意愿

选项

是

否

不确定

总计

人数

370
256
168
794

百分比（%）
46.6
32.2
21.2
100

数据显示，残疾人群体中有较高比例的人员

（46.6%）已经意识到教育和培训的重要性，并有了

教育和培训计划，这与残疾人对终身学习认可度的

数据相符。同时也看到，依然有 21.2%的人员选择

了“不确定”，这部分人对终身学习的态度还处在

不明确状态，对于是否参加学习和培训还在等待和

观望。

通过对不同类别残疾人教育与培训计划的选择比

例分别进行统计，发现不同残疾人之间有着较为明显

的差异：女性（49.6%），30~39岁年龄段（56.3%）

和 40~49岁年龄段（55.2%），高中（53.4%）、大专

（59.1%）和本科以上（50.7%）受教育程度，全职

（52.0%）和兼职（74.2%），以及身体健康（55.4%）

和身体状况一般（48.8%）的残疾人，更倾向于选择

有确定的教育和培训计划，尤其 30~49岁适龄就业

残疾人和在职残疾人表现出更强的学习意愿。这说

明继续学习已经引起了残疾人中就业适龄人口和工

作群体的重视。而男性，50岁及以上年龄段，初

中及以下低学历层次，待业和退休，以及身体状

况欠佳的残疾人选择否定和不确定的比例更高，

尤其是低学历和待业群体，并未将终身学习视为

改变现有生活方式的路径，老年残疾人也体现出终

身学习意愿不足。

3. 终身学习动机

从 14个方面对残疾人群体的终身学习动机进行

了调查，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残疾人参与终身学习动机

参与终身学习动机

保持身心健康

丰富业余生活

个人兴趣和爱好

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

提高个人工作能力

融入社区大家庭

结识更多朋友

应对终身学习的发展趋势

以前缺乏学习的机会，现在弥补

打发空余时间

教育子女或者孙辈

适应新的工作环境

获得证书/文凭/学位

转换工作

人数

444
434
426
425
422
389
377
365
339
295
284
279
239
74

百分比（%）
55.9
54.7
53.5
53.5
53.2
49.0
47.5
46.0
42.7
37.2
35.8
35.1
30.1
26.5

数据显示，在有关参与终身学习动机的 14个选

项中，残疾人选择比例最高的是保持身心健康

（55.9%）、丰富业余生活（54.7%）、个人兴趣和爱

好（53.5%）、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53.5%）以及

提高个人工作能力（53.2%）。受残疾人自身身体因

素的限制，保持身体健康、保证正常的生活成为残疾

人参与终身学习的首要原因。从动机分类来看，残疾

人更倾向于通过内部动机驱动（保持身心健康、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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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兴趣爱好、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等）来进行终

身学习，社会交往动机（融入社区、结交朋友）次

之，与工作相关的外部动机（提高工作能力、适应工作

环境、获得证书或文凭、转换工作）相对较少。相对于

提升就业机会，残疾人更关心自身身心的发展、生活

质量的提升以及社会性融入。

（三）终身学习的方式、内容及偏好

1. 参与终身学习的方式与内容

从学历课程和非学历课程两个方面对残疾人近

12个月参与终身学习的方式与内容进行了调查。

在学历教育中，残疾人参与大专、高中和本科层

次的比例最高，分别为23.9%、20.9%和15.1%。在

学历教育内容中，选择服务类课程、健康类课程、经

营管理类课程、通识类课程和人文类课程的残疾人比

例最高。

在非学历教育中，残疾人参与的课程形式如表9
所示。

表9 近12个月参与非学历课程形式

非学历课程形式

培训班

听讲座

兴趣班

阅读印刷版的书籍

上网阅读书籍

看网上学习视频

听收音机/MP3学习

参观科技馆或者博物馆

在社区学习中心学习

学习互助小组/学习共同体

学习网上的微课程

在图书馆学习

学习网上的MOOC课程

参加（%）
经常

10.3
9.2
6.8
8.1
8.9
7.9
6.4
3.9
4.9
4.4
4.5
3.9
2.9

有时

32.6
29.6
28.3
17.3
18.1
16.2
13.4
14.5
14.7
11.7
11.5
11.6
8.7

很少

19.0
20.9
20.4
20.6
16.9
18.1
19.0
19.3
18.0
18.3
18.1
17.8
17.0

总数

61.9
59.7
55.5
46.0
43.9
42.2
38.8
37.7
37.6
34.4
34.1
33.3
28.6

没有参加
（%）
38.1
40.3
44.5
54.0
56.1
57.8
61.2
62.3
62.4
65.6
65.9
66.7
71.4

数据显示，传统的学习方式，如参加培训班

（61.9%）、听讲座（59.7%）、参加兴趣班（55.5%）

等依然是残疾人的首选。选择利用社区学习中心

（37.6%）、学习互助小组/学习共同体（34.4%）、网

络中的微课（34.1%）、图书馆（33.3%）、MOOC课

程学习（28.9%）等更为灵活的学习方式的比例偏

低。在非学历课程的内容中，选择工作技能提升中的

职业技能培训、身心发展中的健康养生、知识普及类

的时事新闻政治、书画艺术、绿化环保等课程的残疾

人比例最高。

进一步对残疾人近 12个月参与终身学习的数据

进行汇总，结果如表10所示。

表10 近12个月残疾人终身学习总体情况

选项

参与过学历课程

参与过非学历课程或自主学习

没有参加过任何学习

人数

303
622
143

百分比（%）
38.2
78.3
18.0

数据显示，残疾人参加非学历课程或自主学习的

比例（78.3%）高于参加学历课程的比例（38.0%），

说明更多残疾人倾向于通过非正规学习方式开展学

习。有18.0%的人员没有选择任何形式的学习，即有

超过六分之一的残疾人在近12个月内未参与过任何形式

的学习，在这部分人中初中及以下学历人员（51.1%）

和待业人员（39.9%）占比最高。结合前文对终身学

习态度的分析可以看出，低学历和待业人员对终身学

习认可度和培训意愿偏低，致使其参与终身学习的实

际行为偏少。

2. 终身学习形式偏好

调查了残疾人喜爱的终身学习形式，结果如表

11所示。

表11 残疾人终身学习形式偏好

学习形式

全部面授教学

面授教学为主，在线学习为辅

在线学习为主，面授教学为辅

全部在线学习

人数

282
253
184
134

百分比（%）
35.5
31.9
23.0
16.9

在四种学习形式中，选择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全

部面授教学、面授教学为主、在线学习为主、全部在

线学习，即在线学习所含比例越高残疾人选择比例越

低。选择全部面授教学的比例（35.5%）高于北京市民

7个群体总体比例（27.4%），而选择全部在线学习的

比例（16.9%）低于北京市民总体比例（26.8%）（张

伟远, 等, 2019）。这说明残疾人群体在终身学习方面

更倾向于传统的学习形式。

（四）终身学习满意度与遇到的问题

1. 终身学习满意度

围绕终身学习的 10个维度对残疾人的终身学习

满意度进行了调查，结果如表12所示。

数据显示，残疾人终身学习满意度各项均值在

3.2～3.7，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在各个选项中，

均值最高的为教育和培训条件以及终身学习文化和

氛围，学习支持、学习效果、学习场所、学习内容、

学习形式、网络资源、学习费用等方面的满意度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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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

表12 终身学习满意度

终身学习满意度

教育和培训条件

终身学习文化和氛围

为残疾人群体提供的学习支持

个人在学习活动中的受益程度

学习场所便利程度

课程质量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应用

多元化的学习形式

网络学习资源

参加教育和培训的费用

平均等级

均值

3.64
3.62
3.35
3.33
3.28
3.28
3.27
3.26
3.25
3.23
3.35

标准差

0.97
0.91
1.04
1.06
1.1
1.09
1.12
1.09
1.09
1.08
0.91

（满意程度：５＝非常满意；４＝满意；３＝一般；２＝不满

意；１＝非常不满意）

对不同残疾人的终身学习满意度进行比较，发现

在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态两个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

如表13所示。

表13 不同残疾人终身学习满意度差异

分类变量

受教育程度

职业状态

类别

初中及以下

高中

大专/高职

本科及以上

全职

兼职

待业

退休

个案数

263
309
149
73
346
66
267
115

均值

3.20
3.32
3.50
3.68
3.53
3.36
3.16
3.27

标准差

0.95
0.87
0.91
0.85
0.90
0.74
0.88
1.00

F

6.67

9.34

P

0.000

0.000

数据显示，不同受教育程度的残疾人之间在终身

学习满意度上有显著差异（P＜0.01），由高到低依次

为本科及以上、大专/高职、高中/中专、初中及以下，

即受教育程度越高对终身学习的满意度越高。事后比

较发现初中及以下学历的残疾人其终身学习满意度显

著低于大专/高职学历（P＜0.05）和本科及以上学历

的残疾人（P＜0.01）。不同职业状态的残疾人之间在终

身学习满意度上也存在显著差异（P＜0.01），由高到低

依次为全职人员、兼职人员、退休人员和待业人员。

事后比较发现全职人员的终身学习满意度显著高于待

业人员（P＜0.01）。
为进一步了解残疾人终身学习满意度，对残疾人

的终身学习满意度、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和

终身学习认可度三个变量进行相关分析，结果如表

14所示。

表 14 终身学习满意度、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和终身学

习认可度的相关分析

终身学习满意度

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

终身学习认可度

终身学习
满意度

1
0.277**
0.509**

使用信息技术工
具的熟练程度

1
0.292**

终身学习
认可度

1
注：**，P＜0.01。
从结果可以看出，三个变量两两之间均为显著正

相关。其中终身学习满意度与终身学习认可度呈中度

水平的显著正相关（r=0.509）。
2. 终身学习遇到的问题

对残疾人参加终身学习所遇到的问题进行统计，

结果如表15所示。

表15 残疾人终身学习遇到的问题

终身学习遇到的问题

忙于工作，没有时间

要照顾家庭，没有时间

缺乏感兴趣的课程

有兴趣，但不知道学什么

费用太贵，交不起学费

感兴趣的课程名额太少，报不上名

没有感到需要

身体状况差

身边没有人学

人数

379
363
340
317
314
268
240
229
215

百分比（%）
47.7
45.7
42.8
39.9
39.6
33.8
30.2
28.8
27.1

数据显示，残疾人参与终身学习遇到的突出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时间问题。数据显示，残疾人选择因工作和

家庭事务导致缺乏学习时间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47.7%和45.7%。在选择“忙于工作，没时间”的残

疾人中，全职工作人员（49.6%）最多，说明全职

工作人员的工学矛盾较为突出；在选择“要照顾家

庭，没时间”的残疾人中，有子女的残疾人所占比

例（75.2%）远高于无子女的残疾人（24.8%），说

明家庭事务对残疾人参与终身学习的时间保障产生

影响。

二是残疾人自身因素所导致的问题。选择“有兴

趣，不知道学什么”的残疾人占比最高，为 39.9%，

这部分人认识到终身学习的重要性，但没有明确的学

习目标，需要学习方法上的指导。选择“没有感到有

学习需要”的残疾人占比为30.2%，这与表7中没有

教育与培训意愿的比例 32.2%大致相当，这部分人

表现出终身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选择“身体状况

差”选项的残疾人占比为28.8%，其中身体状况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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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9%）和欠佳（38.4%）的残疾人比例高于身体

健康的残疾人（15.7%）。

三是外部因素所导致的问题。选择“缺乏感兴趣

的课程”的残疾人占比为 42.8%，选择“费用太贵，

交不起学费”的残疾人占比为39.6%，选择“感兴趣

的课程名额少，影响报名”的残疾人占比为 33.8%。

这三个选项凸显了当前残疾人终身学习课程设置与安

排与其实际需求之间的矛盾。选择“身边没人学”的

残疾人占比为27.1%，41.4%的 60岁及以上年龄人

员选择了此项，体现出老年残疾人群体中终身学习氛

围整体偏弱，需要予以特别关注。

五、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1. 残疾人群体对终身学习的认可度较高，但认

识程度有待提升

研究发现，残疾人群体对于终身学习具有中等偏

上的认可水平，并肯定终身学习在提升自身生活品质

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相对其他群体认可水平较

低，且对于终身学习能够发掘自身潜能、改善工作状

态、完成自身的社会融入、实现个人价值等方面的认

识还有待提升。结合其他相关数据来看，近 12个月

中有 18.0%的人员未参加任何形式的教育和培训，

有 30.2%的人员认为自身没有终身学习需求，还有

53.4%的残疾人对教育和培训计划及行动持否定或不

确定态度。虽然政府和机构已出台各项政策和措施以

保证残疾人群体享受同等的受教育机会和教育资源，

但囿于残疾人群体自身对终身学习的认知，其参与终

身学习的内在动力不足。

2. 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动机以身心发展为主，

职业发展动机不足

残疾人群体将保持身心健康、充实日常生活作为

参与终身学习的首要动机，而与提升职业能力、适应

与转变工作相关的学习动机水平较低。与其他群体以

提升职业能力为首要学习动机相比（张伟远 , 等 ,
2019），残疾人群体的终身学习动机凸显该群体在生

理和心理方面的特殊性，对残疾人群体的终身教育方

式提出了进一步要求。只有为残疾人群体提供符合其

身心特点和学习特点的终身教育保障，才能逐步引导

残疾人认识到终身学习对提升个人素质和职业能力的

重要作用，使他们主动参与到终身学习之中，实现自

我发展和社会融入。

3. 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方式和内容趋于多样化，

但仍以传统的学习形式为主

从终身学习方式和学习内容来看，残疾人群体终

身学习已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学习方式涵盖学历教

育、非学历教育及自主学习等方式，学习内容包含职

业技能培训、健康、通识、人文、艺术等各类课程。

与此同时，无论是非学历课程学习方式的选择，还是

终身教育形式偏好，残疾人群体选择传统面授学习形

式的比例都高于以在线学习为代表的更为灵活的学习

方式。一方面，残疾人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

偏低会影响其终身学习形式选择；另一方面，终身学

习网站和开放性资源在无障碍设计和建设方面考虑不

足，阻碍了残疾人对在线终身学习资源的获取和利

用。面对已有的终身学习平台和开放性学习资源，残

疾人群体在实际应用中依然处于劣势，对在线学习等

灵活的学习方式所带来的便利缺乏真实体验。因此，

只提供平台和资源并不能缩小教育差距，只有帮助残

疾人意识到开放性学习资源对自身的重要价值并能够

方便、有效地利用，才能够弥合残疾人群体与其他群

体之间的教育差距。

4. 残疾人群体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相

对较低，时间、课程和学费问题凸显

已有研究（徐超 , 等 , 2014; 许正刚 , 等 , 2017）
指出，计算机水平、残疾类型、工学矛盾、学习时间

和学习资源等问题制约了残疾人对远程教育的参与。

具备一定信息素养是残疾人参与互联网时代终身学习

的前提和基础。本研究发现，残疾人群体已具备一定

的信息技术工具使用能力，但相对于其他群体熟练程

度依然偏低，且残疾人群体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

程度与其终身学习认可度、满意度均呈显著正相关。

同时，残疾人在参与终身学习时遇到了时间无法保障、

学习目标不明确、课程内容不适合、学费高等问题。

结合前文的分析，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包括：首先，

因尚未认识和体验到在线学习的灵活性，扮演多重角

色的成年残疾人更倾向于选择传统学习方式，易出现

学习与工作和家庭生活的时间冲突；其次，当前的课

程内容、安排和质量无法满足残疾人的多样化需求，限

制了其参与终身学习，致使较高比例的残疾人尚未形成

明确的终身学习发展规划，亟须针对性的终身学习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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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服务；最后，学习费用支付中个人及其家庭支付费

用的比例较高，且残疾人对免费的开放教育资源利用

不足，增加了低收入残疾人终身学习的费用负担。

5. 残疾人终身学习受到身体性因素和发展性因

素的影响

有研究者指出，不同年龄的残疾人远程学习目的

不同（徐超, 等, 2014），不同年龄、学历和就业状况

的残疾人学习需求存在差异（夏江杰, 等, 2018）。本

研究发现不同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受教育程度和

就业状况的残疾人在终身学习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性别、年龄和身体状况等因素属于身体性因素。

研究发现，不同年龄阶段的残疾人其使用信息技术工

具的熟练程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参与终身学习的比例

不同，老年残疾人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程度低且

终身学习意愿不强，终身学习氛围整体偏弱，需要给

予更多关注。女性和身体健康的残疾人对终身学习的

认可程度更高，更倾向于制订较为明确的终身学习计

划。身体状况欠佳的残疾人使用信息技术工具的熟练

程度和对终身学习的认可度较低，与健康残疾人相

比，他们需要在学习过程中克服更多的困难和障碍，

因而其学习积极性受到影响。

受教育程度和职业状态等因素属于发展性因素。

研究发现，受教育程度较高的残疾人在终身学习态度

和终身学习满意度等方面显著高于受教育程度较低的

残疾人。前者具备一定的学习基础和能力，能够更为

直接地体验到学习对于自身的作用和价值，对于终身

学习更为认可，其终身学习计划也更为明确。在职人

员（全职和兼职）具有更强的学习意愿和明确的计划

安排，更关注与提升个人工作能力相关的学习内容，

终身学习满意度更高。通常认为最需要通过终身学习

和继续教育改变命运、提升自我、融入社会的低学历

残疾人和待业残疾人，并没有强烈的终身学习需求，

欠缺切实的行动，终身学习满意度也偏低。

上述结果表明，老年残疾人、身体状况欠佳残疾

人、低学历残疾人和待业残疾人是成年残疾人终身学

习领域需要重点关注的次级弱势群体。

（二）对策建议

1. 加强制度性保障，推动残疾人终身教育走向

实质公平

社会公平理论强调，在社会公平的每一阶段都要

有实现公平的标准和原则（徐君, 2015, p. 47）。残

疾人属于生理性弱势群体，他们坚持学习、完成学业

的困难要远大于其他群体，因此，需要创设一定的社

会环境和制度条件来保障残疾人终身学习的机会、过

程与结果公平。各级政府应该重视残疾人的终身教育

工作，加强和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保障残疾人的终

身学习权。通过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对残疾人终身学

习的成果进行认证，让残疾人感受到与普通人学习机

会和学习成功机会的均等（张伟远, 2019）。除了提

供平等的教育机会和均等的教育资源之外，实施终身

教育补偿是从根本上转变残疾人弱势地位的长效机

制。要为残疾人，尤其是残疾人中的次级弱势群体提

供更多补偿性措施和资源倾斜，以推动残疾人终身

教育从形式公平迈向实质公平（傅王倩, 等, 2017）。一

方面要为残疾人设立激励性的政策和制度，通过额外

的教育补偿、学习成果奖励等方式，让残疾人感受

到社会的关爱；另一方面要关注残疾人群体终身学

习的特点，将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与残疾人自身的

终身学习需求密切结合，切实保证残疾人终身教育

质量。

2. 提供学习指导服务，激发残疾人终身学习的

内在动力

残疾人平等参与终身学习，不仅需要外在的制度

性保障，还需要残疾人主动发展的内在需要和自身的

主观性融入。在残疾人终身学习领域，可以借鉴残疾

人就业中的“优势视角”理论，即关注残疾人自身的

优势和潜能，强调其有能力改变处境、提升自我（祝

萍, 2014）。要引导残疾人逐渐摆脱消极的自我定位，

从积极的角度发现自身的优秀品质和价值，产生公平

参与和自我发展的内在动力。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残

疾人进行终身学习理念的推广和终身学习的指导，以

典型案例宣传、互学互帮、自我成长记录等方法和策

略，让残疾人意识到自身的终身学习权，激发残疾人

终身学习的热情，让他们体验到通过学习能够战胜身

体和心理上的困难、建立较高的自尊水平、提升就业能

力，在发展自我的同时也能为社会贡献力量，进而认同

终身学习对自身的意义和价值，明确终身学习的发展规

划，逐渐让终身学习成为自身的生活方式。

3. 建立互联网无障碍学习环境，提升残疾人信

息素养

建立互联网无障碍学习环境是保证残疾人平等参

与在线学习、提升在线学习体验的重要外部条件。与

73



中国远程教育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2021, NO.4 DISTANCE EDUCATION IN CHINA 2021, NO.4

2021年第4期 中国远程教育2021年第4期

残疾人终身学习密切相关的机构和部门网站，要考虑

到残疾人的身体机能特点，进行大规模、广覆盖的无障

碍学习环境设计与开发（高圆圆 , 等 , 2018）。此外，

基本的信息素养是推进残疾人群体选择在线学习并保

障学习效果的重要内部条件。在为残疾人群体提供开

放性资源的同时，也要对他们实施有效的信息技术技

能培训，以保证他们在学习中具有信息技术应用意

识，能熟练使用技术工具和平台，体验到在线学习的

灵活性和有效性，将开放性学习资源和在线学习逐步

纳入自身的终身学习计划和实践中。

4. 建设多元主体供给模式，实现灵活、多样、

个性化学习

要使残疾人群体“人人学习、处处学习”的终身

学习成为常态，需要不断提升残疾人终身学习支持服

务的供给效率和水平。首先，要在发挥政府指导作用

的基础上，建立政府部门、市场力量、社会组织等多

个主体之间的紧密联结，协调残疾人终身教育供给，

推进残疾人学习与就业融合，满足残疾人多元化的学

习需求；其次，要推进残疾人在线学习、学校学习、

家庭学习、社区学习、工作场所学习等不同学习方式

之间的协同共建，打通残疾人正规教育、非正规教育

和非正式学习之间的壁垒，把家校协同培训、社区指

导服务与残疾人的自主学习统一起来；最后，要逐步

建立多平台的学习成果共享机制，进行学习者信息和

学习成果的跟踪记录，并利用以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为基础的智慧学习系统，为残疾人的终身学习提供智

能化和个性化的学习支持。

六、结语

保障残疾人享有平等的终身学习权利和高质量的

终身教育，发挥个人潜力和价值，实现社会融入，体

现了当前国际终身学习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理念和原

则，也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标志。互联网和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残疾人突破自身障碍、平等参与社

会提供了可能。本研究选取北京市残疾人群体作为研

究对象，通过问卷法分析了当前残疾人群体的终身学

习现状及特点，为互联网时代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发

展和学习型城市建设提出了建议。鉴于样本数量和研

究方法的限制，下一步的研究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采

用混合研究方式更为深入地探究残疾人群体参与终身

学习，尤其是在线学习的特点和问题，进一步了解不

同残疾人群体终身学习的差异性及其原因，在为残

疾人群体终身学习建立全面的政策与制度保障、提

供适合的学习环境和精准的学习服务方面提供实证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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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ive decision-making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engagement. This study accesses 14 pro-

vincial government platforms and 15 prefecture-level government platforms in China to investigate their

functions and educational data availability. Discussion is informed by relevant literature as well as poli-

cie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e findings are then compared with best practice in other countries. Gaps

are identified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erms of data opening permission and privacy protec-

tion; platform function and service quality; data collection, release and update; data value and quality,

and data reuse. Suggestions are also made concerning relative areas.

Keywords: educational data; open data; information disclosure; government data; regional data; open plat-

form; 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The evolution of portfolio in higher educationThe evolution of portfolio in higher education:: pastpast,, present and futurepresent and future

Orna Farrell
This article traces the evolu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rtfolio from the renaissance to the present day. The

meaning of portfolio evolved from its origins as a case for holding loose papers to other contexts such as

finance, government and education. Portfolios evolved from paper to electronic, from local network to the

World Wide Web. The decade from 2000-2010 was a period when technology became part of mainstream

society and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came part of mainstream higher education, and portfolios spread

around the world. As a shift in focus occurred in eportfolio research and practice in the last decade, there was

more emphasis on pedagogy and student learning and less focus on digital technology which had become

ubiquitous. One of the key lessons from the story of eportfolio adoption is that educators and institutions

should adopt a critical perspective to new educational technologies and approaches. Finally, the history of

portfolio in higher education shows that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will continue to gradually evolve, in-

corporating concepts, technology and approaches that are compatible rather than transformative.

Keywords: eportfolio; portfolio; history of edtech; edtech; higher education

An empirical study on lifelong learning for the disabledAn empirical study on lifelong learning for the disabled

Ran Bai, Hao Xie and Yusen Hu
In 2019, the Four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Learning Cities adopted inclusion as a fundamental

principle for lifelong learning and sustainable cities. As a typical vulnerable group, the disabled should

be a major target group to be catered for in constructing learning cities.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technology has provided a new opportunity for the disabled to participate in lifelong education. This

study administer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among 794 disabled people to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and continuing education. Findings cover several aspects. First, the participants

are found to recognize the importance of lifelong learning but need to learn more about it. They partici-

pate in lifelong learning chiefly for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There is diversity both in

terms of form and content, albeit their preference for traditional modes of learning over online learning.

Furthermore, they are relatively less proficient in using ICT tools in addition to lack of time as well as

interesting and affordable courses. Finally, it is found that individual differences were also factors influenc-

ing their lifelong learning. Implications from the above findings are then discussed.

Keywords: disabled people; disabled adult; education for the disabled; lifelong learning; inclusion; learning

motivation; learning mode; I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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