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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保障和改善民
生、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
区先行市的重要内容。长期以
来，浙江省舟山市特殊教育存
在优质资源不充分、学位资源
有限、师资力量不足、属地招生
壁垒等供需矛盾。针对这些问
题，舟山市加大投入力度，创新
办学机制，狠抓质量提升，集中
力量办好一所特殊教育综合型
学校，切实保障适龄残疾儿童
接受公平优质教育的权利。

舟山市委、市政府十分重
视残疾儿童的特殊教育，舟山市
全市的特教事业以破竹之势，迈
改革发展之步。一所综合型的
新校拔地而起，配套政策、制度
相继落地，这些特殊孩童有了更
多、更好的受教育保障。如今，
3—18周岁中重度的持证残疾
儿童少年，在本岛集中免费接受
教育已经成为现实。

建好一所学校
普惠全域特殊儿童

根据“盲童省级培养，聋哑
市级培养，智障以县为主”办学
责任，1985年，舟山市在定海
白虎山路156号创办了舟山市
聋哑（启智）学校，是先前舟山市
唯一的特殊教育学校。学校最
多容纳99名学生，面向市属和
定海招生。随着社会经济发展，

聋哑儿童数量大幅下降，学校
办学重心逐步转向智障儿童教
育。但历经37年办学，学校办
学条件已严重落后，无法满足
特殊儿童学习康复的需求，硬
件条件差带来的海岛特殊教育
保障极不充分问题日益凸显。

打破办学体制桎梏，集约资
源，建一所能充分满足全域特殊
孩童的学校，成为舟山市特殊教
育的必由之路。测算培智教育
需求、建设标准及规模，做好选
址区域规划，考量建设周期……
在前期准备工作的基础上，投资
约1.91亿元的舟山市特殊教育
学校项目工程建设被列为了
2021年市政府重点投资项目。

今年秋季学期，位于新城
鼓吹山路与南山路交界处、东
西快速高架南侧的新学校终于
建成投用，建筑面积是原校的
四倍有余，达到了 15146.1 平
方米；新校区建有200米标准
环形田径场、运动康复馆、融合
中心，以及多个社交模拟、情景
教学、职业实训特色空间和沙
艺室、面点烘焙室等功能教室，
能够开设30个班、满足300人
左右的入学需求。

有了新的学校，全市特殊
教育资源供给怎么排、怎么
定？今年3月，市政府召开专
题会议，为市特殊教育学校新
城校区运行保障定了调——学
前康复、义务教育、职高实训
15 年一体办学模式，打破县
（区）招生壁垒、资源市域统筹

供给、财政全额经费保障。
新学期，来自全市域范围

的82名残疾儿童少年在新学校
里学习；学校现开设了21个班
级、在校生也达到了 184 人。
可以说，到现在，舟山市已经实
现了一所学校保障全域所有持
证残疾儿童少年“能入尽入”

“全程免费”的就学需求，让这
些孩子的家长舒了眉、宽了心。

盘活域内编制
推动师资扩量提质

如果说办学校让特殊孩子
有学上是万事的第一步，那么
学校里的特教教师则能为“折
翼天使”们打开一扇连通现实
社会的窗，需要用“扑下身子”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干，一
年接着一年干”“钉钉子精神”
走好无数步。

缺编之困、师资不够是首
要解决的问题。原来的学校只
有27名教师，新校建成后，扩
班扩容亟需教师建设补充。考
虑到这所学校服务了全域，那
么县（区）的编制就理应盘活起
来，为学校使用。对此，教育、
编办等部门创新推出了特教教
师编制全域统筹机制，按照师
生比义务教育阶段1:3、学前和
高中教育阶段1：2.5核足编制，
县（区）上来的优秀教师也通过

“人随编走”的方式进行划转。
这学期，全市统筹调剂了编制
23个，配足配齐了学校教师，保

障了教育教学的正常开展。
其次，专业化的教师是呵

护特殊孩子成长的关键。今年
新招聘的教师质量，让该校校
长朱爱军“出乎意料”，他用三
个“有了”表示了满意——有了
研究生学历的老师、有了较多
教学经验丰富的老师、有了更
多学科的老师。目前，这所新
校共有教师58人，教师结构更
加合理了，专业水准也更高
了。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得到最
适切的教育，也将指日可待。

集合两地资源
加快质量稳步提升

舟山市教育事业发展“十
四五”规划提出，实施特殊教育
能力提升工程，到2025年特殊
教育基本达到发达国家平均发
展水平。办高水平、高质量的
特殊教育，对于资源有限的海
岛而言，需要借外力、生内力。
而甬舟教育一体化，是再好不
过的发展契机。

舟山市听障儿童体量小，
每年仅有1个左右，资源投入
总体性价比不高，而宁波这块
特教资源丰富优质。对此，舟
山市想到了借力让这群孩子
接受更好的教育。2017年开
始，舟山市通过购买服务方
式，实施12年共育工程，宁波
特殊教育学校负责舟山市听
障儿童少年的教育工作。至
今，全市已有4名不同学段的

听障学生受惠。
与此同时，“甬舟特教共

育”项目纳入了甬舟教育一体化
的重要合作内容。每年，两地特
殊教育指导中心围绕教师发展
与培养、教科研质量提升等方
面，开展一系列的深度合作交流
活动，如师训共培、课堂共研、科
研同标、观摩同频等。同时，舟
山市还邀请宁波特教专家来舟
指导，输送舟山市骨干教师、资
源教师赴甬学习。一衣带水的
甬舟两地，生生交流也随之愈发
频繁，有作品交流、特奥活动合
作、参加文艺汇演等。

如今，舟山市的借力文章
还在向外延伸，已与甬、台、贵、
新等四地组建起了特殊教育共
同体，请进来走出去的学习交
流也更厚实了，特殊教育质量
提升速度也更快了，孩子们受
教育也更有保障了。

“办好特殊教育学校是进
一步通过办教育托住民生‘基
本盘’，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保障每个生命都出彩的切
实举措，集中力量建设好现代
化特殊教育学校，为全市特殊
孩子创造优质的教育教学条
件”。舟山市残联党组书记、理
事长楼世峰表示。

据了解，舟山市特殊教育
学校将继续围绕全市特殊教育
一盘棋工作思路，努力推进学
校高质量发展，谱写好海岛特
教共同富“育”新篇，助力残疾
儿童幸福成长。

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城关中学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城关中学：：““三香三香””文化润美校园文化润美校园
■彭德兴 罗煜琨 赖火祥

福建省三明清流县城关中
学长期以来高度重视传承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始终坚持党的教
育方针，汲取苏区精神之精华，
将“韧·真”二字作为学校校训，
将“培育‘韧·真’少年”作为办学
目标，提出“韧·真三年，成长一
生”的人生成长路径，将“办社会
满意的学校，做终身受益的教
育”作为办学愿景，持续开展书
香、墨香、诗香校园建设，努力培
育“韧·真”文化，打造新时代特
色学校。

学校结合多年来特色发展
积淀的经验、成效，寻找解决教
学改革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
题，将“构建特色课程体系、
推进学校特色发展、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作为三香校园
建设的目标，在努力实施国
家课程、地方课程的基础上，
通过教改示范性建设校项目
的实施，积极构建校本课程建
设，推进国家课程、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建设的深度融合，着
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时代新人。

书香校园：让阅读成为
一种习惯，用书香陪伴成长

强化组织领导，科学制定
方案。学校成立书香校园建设
领导小组，制定阅读活动相关
制度和考核方案，努力构建师
生共同阅读，共创书香校园的
良好机制。

构建读书网络，创设阅读
环境。学校不断增加投入，精
心创设多元化的读书环境。不
断充实优质书源。图书馆现有
藏书7.2 万册，并定期添置图
书，全天候开放借阅。打造温
馨阅读环境。2011年，学校在
教学楼一楼开辟全新的阅览
室，取名为“东华书院”。点燃
学生阅读激情。学校为每个班
级设置图书角，并建立班级图
书漂流机制，让图书在班级、校
园内流动起来。

精心组织策划，倡导全员
读书。全体师生积极投身读书
活动中，并定期开展读书交流
活动；为学生开设名著导读课、
读书交流课、好书推荐课、读后
分享课，让学生在阅读中成长。

拓展活动渠道，丰富阅读

形式。学校通过举办新年赛诗
会、传统节日经典诵读、校园读
书节等活动，丰富阅读形式，让
读书活动有载体、有成效；通过
评选“阅读之星”“书香少年”等
活动，激发学生的读书热情。

创办文学社团，提高写作水
平。书香校园建设的落脚点在于
写作。为了提升学生的文学素养
和写作水平，学校创办了辰光文
学社。文学社定期开设文学课、
写作课，举办现场作文大赛，并
且创办了校报《辰光报》，为学生
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能的舞台。

墨香校园：认认真真写字，
堂堂正正做人

学校不断提升书法文化内
涵，充分利用宣传栏、橱窗、走廊
等宣传阵地，打造墨香文化。坚
持以书法特色为景观，优化校园
环境，让学生受到潜移默化的教
育，得到润物无声的熏陶。

健全机制，打造核心团
队。学校成立书法教学领导小
组，加强对书法教学工作的领
导；成立墨香建设团队，充实书
法教育教学骨干力量，采用“请

进来，走出去”的办法，提高教
师综合素养，为有效辅导学生
打下坚实基础。

课程建设，规范书法教学。
开设课程。学校把写字教学纳
入学校课程，立足课堂主阵地，
面向全体，系统学习，让每位学
生达到规范书写汉字的基本要
求。编写教材。学校把写字专
题研究与校本教研紧密结合，把
书法教学与传统文化相结合，编
写《唐诗钢笔习字帖》《成语钢笔
习字帖》等一系列校本材料。加
强测试。把写字纳入考试，每学
期期中、期末对学生进行测试。
深入教研。成立书法课题研究
小组，加强写字课堂教学研究，
探索写字课堂教学模式，积极开
展教学研究活动。

搭建平台，激发书写兴
趣。组建墨香社团。在学生书
法兴趣小组的基础上，组建书
法社团，建立专门的书法活动
室，成员定期到活动室举行活
动。开展实践活动。每年春节
期间，学校墨香团队带领学生
深入社区、乡镇开展“义务写春
联送温暖”墨香实践活动，提升
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诗香校园：弘扬诗词文化，
濡染心灵品质

学校的诗教工作主要依托
课题研究、社团活动等形式开
展，达到以诗怡情，以诗激趣，
以诗益智，以诗育人的目的。

结合传统节日，开展诗教
活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历代的文人雅士、诗人墨客为
一个个传统节日谱写了许多千
古名篇。通过诗教活动的开
展，学生们从中接受民族传统
文化的熏陶。

开展多样诗教活动，吟、
诵、作、赛循序渐进。激发学生
对诗词的浓厚兴趣，使其在悄
无声息的熏染、锤炼中逐步提
高学生对诗歌的鉴赏、审美能
力。通过集中讲授与分班诵
读、亲子共读，诗香之家的推举
等形式，为诗教活动的开展创
造了良好的氛围，形成学校、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的诗教环
境。诗歌与学科相融合，各科
教师携手打造诗词校园，以诗
词育德，并在诗词教育实践活
动中进一步拓展、丰富资源，共
同达成立德树人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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