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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阅读昭通·教育

“一二一，左右左……”走进巧家
县特殊教育学校，校园操场上一片欢
声笑语，学生们正在上体育课，有的
练习齐步走，有的打乒乓球，有的跳
绳……

巧家县特殊教育学校始建于
2012年 6月，位于金塘镇双河社区山
脚村民小组，距县城 23公里，是一所
集康复、教学为一体的九年一贯制学
校，面向全县招收残障学生，现有在
校学生153人。学校在办学过程中不
放弃任何一个特殊孩子，不断提高教
育管理水平，最大限度地提升每一个
残障孩子的康复效果，挖掘他们的潜
能，培养他们的一技之长，努力使他
们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

“特殊教育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
系的重要内容，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
的重要标志。”近年来，巧家县特殊教
育学校秉持“以尊重生命、培养残障
孩子的生活自理能力、生存技能为根
本，努力提高残障孩子融入社会的能
力”的办学宗旨和“办好适合的特殊
教育学校，点亮残障孩子的幸福人
生”的办学目标，积极探索实践，全面
推进特殊教育普惠发展，走出了一条
具有巧家特色的特殊教育普惠发展
之路。

为扎实推动特殊教育普惠发展，
该校坚持以培养特殊孩子的生活自
理能力和生存技能为根本，努力提高
特殊孩子融入社会的能力，根据每个
孩子的特殊需求和接受能力，建构了
以国家规定课程为主、多门校本特色
课程为辅的“一主多辅”课程体系和
尊重生命、提升基本生活自理能力和
生存能力、升学、特长的“一二一一”
课堂教学理念，对学生进行因材施教

和分层教学；加强随班就读指导工作
的研究和探索，推进融合教育发展。
以“百爱”校园文化为引领，为学生创
造了一个温馨、包容、尊重、关爱的良
好学习环境，积极申办职业教育，推
进特殊教育延伸发展。

“我校每年对全县适龄特殊孩子
开展入学评估，建立一生一档资料，
确定入学安置方式，让所有学龄特殊
孩子都享受到受教育权利。对所有
学生进行因材施教和分层教学，为不
同类型的特殊孩子提供了多样化的
教育，满足学习需求，帮助他们全面
发展，让每一个特殊孩子都有人生出
彩的机会。”巧家县特殊教育学校党
支部书记、校长李兴平说。

学校针对这群特殊的孩子，在
“特”字上下功夫。部分学生刚进校
时性情古怪、脾气暴躁、不听话且没
有生活自理能力，教师要从最基本的
吃饭、上厕所、睡觉、洗澡等常识教
起，这些孩子要两三个小时甚至更
长的时间反复做才能学会，因此，教
师要具备足够的爱心、耐心、信心、
细心和恒心。

“作为特殊学校的一名班主任，
孩子一进学校，就要了解每名学生的
特殊需求和个体差异，包括他们的学
习能力、兴趣爱好、优势和困难等。
面对刚进学校生活不能完全自理的
孩子，我们会用耐心、细心、爱心呵护
他们，为他们创造一个积极、支持和
包容的学习环境，鼓励他们合作互
助，促进他们健康成长。”该校教师王
青青说。

不仅如此，在每年新生入学的第
一个学期，帮学生理发、洗澡、换洗衣
服是教师们的工作常态，有时甚至要

给重度残障的孩子清理大小便。虽
然很辛苦、很累，但看到孩子们一点
点进步，教师们倍感欣慰，觉得所有
的付出都值得。

在教学楼的走廊文化墙壁上，一
枚带有 100个“爱”字的校徽，设计精
妙，令人感叹。据介绍，这枚校徽是
该校精心打造的“百爱”校园文化之
一。全体教师在办学目标和“百爱”
校园文化的引领下，除开足开齐国家
课程之外，还根据残障孩子的不同特
点、个性和特长，开设了许多校本特色
课程。学校想方设法利用好校内有限
资源和校外一切可协调资源，努力创
办特色教育，开设了特奥足球、聋人女
足、丝网花制作、体艺表演、武术、篮
球、乒乓球、手语、田径、书法、舞蹈、厨
艺等课外特色兴趣小组，充分挖掘每
个特殊学生的潜能，发挥其特长，帮助
他们练就一技之长，更好地提高残障
孩子的教育和康复效果，提升残障孩
子融入社会的能力。

此外，教师还为一些重度残疾或
家庭有特殊情况不能到校就读的孩
子送教上门，为他们上康复课、生活
课、文化课、技能课，每生每学期不少
于40课时。同时，还为学生和家长送
去教育扶贫政策，进行交通安全、防
溺水等安全教育，指导家长掌握有关
康复训练技能。

经过 10 年的努力，巧家县
特殊教育学校不仅为特殊
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
还帮助他们插上奋
飞的翅膀。截至
目前，该校已
有 10 多
位 孩

子顺利毕业，在汽车美容、建筑等行
业就业；有 29 位孩子到云南省华夏
中等专业学校继续学习；巧家县特殊
教育学校特奥融合足球队、聋人女子
足球队代表云南省到重庆、武汉、福
建、北京等地参加全国性比赛，获得
了全国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等好
成绩；特奥足球队、聋人女足队于
2021 年代表云南省参加中华人民共
和国第十一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八
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特奥足球队
在集体赛中荣获亚军，队员在个人技
术赛中荣获亚军和季军；聋人女足队
荣获第九名。多名学生的美术、舞蹈
等作品在省、市、县比赛中获奖……
近年来，学校被云南省残疾人联合
会评为“云南省特奥活动示范基地”
和“云南省体育先进集体”。

新时代，新征程。巧家县特殊教
育学校将紧跟新时代步伐，以崭新
的姿态，加强创新探索，筑好教育公
平托底工程，让残疾学生人生出彩，
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意，努力开创
新时期巧家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新局面。

用 爱 助 特 殊 孩 子 成 长
——巧家县特殊教育学校发展纪实

通讯员 张顺富 文/图

近年来，昆明市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教育理念，围绕“奋进西部省会
城市先进行列”总体目标，加强顶层
设计，“一盘棋”深化教育系统改革，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教育发展整体
水平奋进西部省会城市先进行列。

今年 9 月，昆明市印发教育高
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聚焦群众

“上好学”需要，通过实施“八大行
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市，让昆明教
育实现更加公平、更具活力、更高
品质的发展。

共享优质资源
“头雁”引领教学提质

一所优质公办中学，如何带动区
域内一批学校的发展？如何满足群
众让孩子享受优质教育的需求？

日前，昆明阳宗海第一中学新校
区一期工程交付使用。学校由昆明
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校领办，七

甸学校、草甸中学、澄江三中以及明
湖中学 4 所中学搬迁至该校区集中
办学，可解决辖区内 2700名初中生、
1500名高中生的就学需求。这是昆
明市通过教育资源的优化与整合，
不断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推进辖区
教育均衡发展的一个案例。

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品质教
育的强烈愿望，有效改善区域间优
质教育资源分布不均衡的问题，昆
明市科学统筹，形成“主城带动郊
县、县城带动乡村”的教育发展模
式，将市级和主城区优质教育资源
有序引入郊县区办学。例如，昆明
一中领办托管晋宁一中、富民一中、
嵩明一中，新开办空港校区。采取
多种形式实施集团化办学，把龙头
学校的优质资源辐射到成员学校。

如今，昆明市集团化办学已实现
全学段覆盖，各学段之间、各教育集
团之间形成了联动发展的良好格
局。截至目前，全市累计组建基础教
育集团 75个、成员校 348所，提供优
质教育学位 40 余万个，率先在全省
实现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发展。县域
普通高中全面托管帮扶显成效，高中

阶段毛入学率保持在98%以上。

打破校际壁垒
探索学区化管理

如何做好教育教学衔接，让孩子
的学段过渡期更轻松？基础教育的
每一个转折点都牵动着家长的心。
针对基础教育现状，昆明市探索学区
化管理，鼓励和支持各县（市、区）科
学规划学区布局，促进幼儿园、小学、
中学有机衔接，推动资源共享，提升
教育质量，回应民生关切。

学区制有助于科学衔接幼小、小
初、初高各学段教育，完善学区内教
育资源融通机制，构建开放融通的和
谐教育生态，为全市的学区建设提供
了可参考、可复制、可推广的模式。

五华区根据区域位置和学校情
况将辖区分为 4个学区，实施试验基
地建设、教育资源共享、教师队伍建
设、学生综合素质发展、学段衔接、课
程开发、特色发展等项目，促进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其中，龙泉学区以昆
明八中作为牵头学校，由 19 所校
（园）组成，涵盖从学前到高中全学

段。对应学生成长路径，学区建设通
过课题引领，进行跨学校、跨学段的
集体教研，打破校际壁垒，实现分段
和整体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

盘龙区立足自身实际，将学校共
同体建设与学区制管理融合共促。
学区内各校图书馆、体育馆、实验室、
电教室、课程资源等实施共享制度，
推动形成共同的“硬件集合体”、人才

“培养库”和课程“储备池”，使教学资
源在学校间流动起来，化为激活全区
教育发展的“一池春水”。

关注心灵健康
培育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

在昆明西南联大研究院附属学
校心理健康发展中心，放松室和宣泄
室里的VR心理训练系统、击打呐喊
宣泄系统很受学生欢迎。许多学生
反馈说：“学校的心理健康活动比以
前更丰富，参加完这些活动感觉非常
放松，心情也变好很多。”

昆明市秉承健康第一的教育理
念，在大力推进德智体美劳五育融合
的同时，将心理健康工作摆在更加突

出位置，促进学生思想道德素质、科
学文化素质和身心健康素质协调发
展、向阳成长，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
新人。

跨部门联动成立昆明市青少年心
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统筹全市青少
年心理健康工作，筹建全国首家全公
益普惠、全链条服务、全资源整合的青
少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整合力量协
同推进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各校因地制宜加强和改进心理
健康教育工作。昆明一中探索总结
出“一体两翼三级”心育工作模式；盘
龙区财大附中坚守“学生、家长、教
师”三位一体教育理念，让心育工作
有了肥沃的土壤。目前，五华、盘龙、
安宁等县（市、区）组建了中小学心理
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全市建成校级心
理健康教育中心 178个，累计创建市
级心理健康示范学校127所。

昆明市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计划明确提出，到 2025年，全市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示范学校达 200
所，共同构建促进青少年心理健康的
环境，呵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云南日报记者 王琼梅 张雁群

昆明市实施教育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计划——

更好满足群众“上好学”需要

巧家县特殊教育学校的人文环境。

巧家县特殊教育学校特奥融合足球队。

特殊孩子在上音乐课特殊孩子在上音乐课。。

特殊孩子在练习鼓乐。

特殊孩子在开展各种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