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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教室”是根据东京都有关特别支援教育的方针导入的制度。制度上的名称为“特别支援教室”，在足

立区称之为“交流教室”。 以此名称为基础，各中小学各有独自的名称。 
 

Ⅰ “交流教室”的指导内容 
１ 教育目标 

根据儿童/学生的身心发育等方面的课题进行相应的指导，培养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积极自信地参与并融入班

集体的基础能力，使其能顺利地度过学校生活。 

２ 指导目标 

根据每一个儿童/学生的具体问题制定指导目标。 

引导儿童/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帮助发挥“长处”，改进“不足”。 

 

培养基本生活习慣 

①培养懂得在学习时坐、立的正确姿势，并落实在行动上的态度。 

②培养在集体中专注倾听的态度和注视说话者的态度。 

③培养事先把握１天的日程安排，沉着稳定地生活的态度。 

④培养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的事情自己做的态度。 

⑤培养在日常生活中自觉遵守规则，以实际行动践行的态度。 

 

建立人际关系、培养沟通能力 

①培养与朋友保持交往，遵守规则和睦相处的态度。 

②培养在理解朋友的想法和情感的基础上行动的态度。 

③培养在对周围情况充分观察的基础上合理行动的态度。 

④培养用言语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的能力。 

⑤培养在洞察自己的心态变化的基础上调整行动的态度。 

⑥培养对自己的行动客观地反思、分析、实践的态度。 

 

提高学习能力等 

①针对难于理解的学习内容，掌握合适自己的学习方法。 

②提高感觉机能、知觉机能。 

③结合儿童/学生的实际状况，培养基础运动能力。 

 

培养社会性 

①培养懂得看场合说话和调节声音的大小，言行切合时宜的态度。 

②培养与朋友齐心协力达成目标的态度。 

③培养懂得自己在集体中的作用，积极行动的态度。 

④培养懂得避免危险行为，安全生活的态度和卫生观念。 

 



Ⅱ 利用对象 
以在通常班级随班就读的、在智力发育上无迟滞的发育障碍（高机能自闭症・阿斯伯格症候群・注意缺

陷多动性障碍・学习障碍等）或具有情绪障碍等倾向的、基本上能参加通常班级的学习的、需要部分性特别

指导的儿童/学生为对象。 

 

Ⅲ 指导体制 
１ 巡回指导教员（东京都的正规教员） 

（1）在交流教室指导儿童/学生。 

（2）在随班就读的班级观察儿童/学生的行动，根据需要当场进行支援和指导。 

（3）与随班就读班级的班主任充分研究讨论儿童/学生的状况，联合指导。 

２ 特别支援教室专门人员（东京都的财政年度任用职员） 

与巡回指导教员及特别支援教育协调员、随班就读班级的班主任等人员进行联络、调整，针对儿童/学生个人

的课题制定教材，观察其行动并做记录。 

３ 临床发育心理士等的巡回访问 

观察儿童/学生的行动，掌握其实际状态，对巡回指导教员・随班就读班级的班主任等的指导工作提供切合实

际的建议。 

临床发育心理士等，是指具有“临床发育心理士”、“特别支援教育士”、“学校心理士”“公认心理师”中任意

一种资格的人。每所学校 1 个月巡回１次左右。 

 

Ⅳ 指导形态 
１ 在规定的日期・时间（1 周８个小时以内）到校内的交流教室上课。 

２ 关于指导日和上课时间，是根据儿童/学生的状况，由学校･家长･巡回指导教员商讨决定。 

３ 根据儿童/学生的状况，采用个别指导或小组指导的指导形式进行指导。 

４ 学校・家长・巡回指导教员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共同进行指导工作。（例如：通过家校联系手册交换意

见、实施三者面谈等） 

 

◆个别指导◆ 
○ 提高“听”“看”“写”“推论”“（用手指）操作”“使用（道具）”“边听边做○○”“边看边做○○”的能

力。 

○ 提高理解故事中登场人物的心理，思考相应的合理行动的能力。 

○ 结合儿童/学生的课题和学习进度，采用逐步渐进的教学方式，提高学习的意欲。 

○ 从儿童/学生的个人兴趣・爱好出发，选择适合个人特点的教材，让儿童/学生体会成就感和满足感。 

○ 耐心倾听儿童/学生说话，一起商量现在正在考虑的事和为难的事，并提供适当的建议，安定儿童/学生的

情绪。 

 

  



◆小组指导◆ 
○ 通过游戏和语言游戏，提高注意力、言语表达能力、思考能力。 

○ 培养遵守秩序和规则、接受输赢等自我控制能力，提高适应集体生活的能力。 

○ 通过活动身体、使用运动器械提高运动能力，克服不擅长的运动。 

○ 通过角色扮演游戏，学习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 通过与朋友和不同年级的儿童/学生的交往，培养团结协作、互帮互助、关爱他人的精神。 

 

Ⅴ 交流教室的利用手续 
将于明年升入小学的未就学儿童的申请方法及利用手续的流程，与现已在中小学就读

的在校生不同。详情请参阅“就学相关咨询”。 

 

 

Ⅵ 结束利用及继续利用 
１ 如果状态得到了改善，对随班就读的班级的适应能力日趋良好，就可以进入为了结束利用的准备阶段。 

在与家长商讨的基础上，由学校的校内委员会研究决定。 

２ 每一年度，都会根据总体的改善状况，由校内委员会对是否结束利用或仍需继续利用进行协议。 

３ 结束或继续的手续，是通过所在学校向儿童支援中心元气申请办理。 

 

 

特别支援教室制度相关事宜 

儿童支援中心“元气” 支援管理课 特别支援教室担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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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咨询相关事宜 

儿童支援中心“元气” 支援管理课 特别支援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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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学相关咨询 

就学相关咨询 搜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