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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周刊

邵 阳 日 报 讯（通 讯 员  
丁念玲 夏禹谟 胡艳琨）6 月

26 日，隆回县特殊教育学校

组织聋部学生在劳动教育基

地学习鸳鸯梨种植。为提升特

殊儿童生活技能、实现身心康

复，并助力其就业创业、融入

社会，该校今年建成集科技与

传统农耕于一体的劳动教育

基地。基地由双层连栋智能大

棚与 18 个自然丘块组成，448

平方米核心大棚采用智能系

统调控温、湿、光、气，营造适

合作物生长的环境。

基地构建“三大种植区+

四大教育体系”：花卉、蔬菜、

水果分区种植；教学内容采用

“技能分层+认知渗透”，教学

支持注重“可视化+实操化”，

形成“认知→实践→总结”育

人闭环，与空间体系共同构成

完整劳动教育体系。

该校以“劳动实践+生活

自理+职业启蒙”打造特殊儿

童“第二课堂”。教师在蔬菜

区分解翻土深度、播种间距，

手把手教学；水果区指导辨

苗、浇水；花卉培育中陪学生

观察发芽、呵护花苞，将“责

任与热爱”融入教学。特殊儿

童从“握不稳锄头”到“熟练

育苗”，在劳作中解锁技能，

实现从生活自理到职业萌芽

的蜕变。隆回特校以劳动为

桥，让特殊孩子在技能成长

中“向光而行”。

隆回县特殊教育学校

劳动基地赋能成长

如何让适龄特殊儿童更科学地评估入

学？入学评估包含哪些类别？安置工作存在

哪些难点？6 月 13 日至 6 月 14 日，2025 年适

龄残疾儿童少年安置评估专业技能培训在

邵阳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举行。来自全市特

教学校与省级融合实验校的特教工作者，围

绕评估内容、方法及实操要点展开研讨，为

特殊儿童入学安置注入专业动能。

入 学 评 估 全 流 程 ：多 部 门 协 同

确保教育公平

“玄玄，你能分清苹果和梨子吗？喜欢看

电视吗？”评估现场，市妇幼保健院与社会福

利院专家借助教具，对 8 岁儿童开展感知觉

测评。随后，市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副主任、市

特校校长陈赐莲与安置组专家根据评估表

ABCD 等次占比，与家长沟通后给出“特殊

学校就读”的安置建议。

此次评估构建“医学+教育”双评估机

制，特邀卫健、民政系统专家联合参与。新生

家长先填写家庭情况与致残原因等基础信

息，专家再从感知觉、粗大动作、语言表达等

维度系统测评，最终形成“随班就读”“特教

班”“特殊学校”“送教上门”四类安置建议。

“我们的安置建议仅供参考，若学生家

长希望选择其他类别的学校进行试读，我们

将全力支持。此外，在特殊学校就读的学生，

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各方面表现良好，

达到相应标准，也可申请转入普通学校随班

就读。”参与此次入学评估的市教科院心理

教研员刘凌宇说。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评估不仅覆盖市区

新生，还同步开展市特殊学校职高班准学员

测评。据了解，该校于 2025 年 5 月获批开设

中西面点专业，采用“理论+实践”递进式培

养模式：第一年侧重理论与基础实操，第二

年开展订单式定向培养，第三年对接实习就

业。目前已建成设备完善的烘焙教室，配备 4

名持证专业教师，助力学生掌握面点技术、

培养职业素养，为就业创业筑牢根基。

“学生通过系统化学习，既能掌握中西

面点制作核心技术，又能塑造良好的职业道

德素养，提升独立生活能力，为未来实现高

质量就业或自主创业、更好融入社会奠定坚

实基础。”陈赐莲表示。

从评估机制到就业通道的全链条

服务革新

培训会上，市残疾人教育专家委员会 3

名专家围绕评估核心技能授课。特校教师岳

姿汝详解评估流程与安置难点，李翠玲结合

案例分享评估方法，肖杨婕分模块讲授动作

感知觉评估要点，为区域特教教师提供实操

指引。

这是邵阳推动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缩影。2025 年，全市通过“源头评估控量、学

位供给扩容、送教质量升级、就业通道打通”

四大举措，构建“全覆盖、高质量”服务体系。

为从源头降低送教上门比例，全市建立

“医学+教育”双评估机制，由教育、卫健、民

政等部门专家组成评估小组，对残疾儿童开

展系统筛查。2025 年秋季开学前将完成全市

送教对象重新筛查。目前，全市已建立 2300

余份“一人一案”评估台账，根据评估结果提

供随班就读、特教班就读等 4 类安置建议，

推 动 送 教 比 例 从 2024 年 的 18.6% 压 降 至

10% 以内。

学位供给方面，为推进融合教育发展，

全市已建设资源教室 7 个，2025 年秋季计划

在 30 所普通学校开设特教班，力争将轻度、

中度残疾儿童尽可能纳入校园教育，从源头

上压降送教比例。市特殊教育学校获批开设

中西面点职高专业，配套专业教室与师资，

采用“理论+实践”递进培养模式，为残疾学

生打通就业通道。同时要求接收 5 名以上残

疾儿童的普通学校 100% 建设资源教室，并

将融合教育纳入学校考核体系。

针对仍需送教的残疾儿童，全市开发了

标准化课程包，涵盖生活适应、康复训练等 3

大模块。每名送教学生配备 2 名以上骨干教

师，联合医疗机构定制“文化+康复+心理”

三维方案。送教教师每年接受不少于 40 学

时专业培训，服务成效与评优挂钩。市县两

级财政按每生每年 7000 元标准保障特殊教

育经费，确保政策落地。

市教育局表示，全市正以“评估精准化、

安置科学化、资源均衡化”为抓手，破解特殊

教育“最后一公里”难题，为特殊儿童铺就融

入社会的成长之路。

特殊儿童入学安置，评估先行，为特教注入了专业动能

点亮希望，助他们闪闪发光
邵阳日报记者 李熹珩 前 几 日 ，2025 年 高 考

成绩发布，“庆祝××中学

600 分 以 上 ×× 人 ”“ ××

中学×人分数被屏蔽”的

消息刷屏网络，部分学校

放烟花庆祝的视频更引发

热议。热闹表象背后，一个

值得警惕的教育现象浮出

水面：当学校将高考成绩

异化为炫耀性符号，人才

培养的坐标正悄然向“分

数至上”倾斜。

高考，旨在选拔能担当

民族复兴大任的人才；学校

的使命，本是为每个学生注

入终身成长的力量。但如今

少数学校将“为国家选育人

才 ”扭 曲 为“ 为 学 校 争 荣

誉”，重精英轻大众——把

“清北班”办得如火如荼，将

八成优质教育资源倾斜给

两成尖子生，让剩余八成普

通学生沦为“分母”。当教师

教案只为尖子生定制，当校

园荣耀时刻只属于少数人，

教育便失去了让每个生命

发光的可能。

社会发展需要顶尖学

者 ，更 离 不 开 工 程 师 、教

师、医生等各领域建设者。

真正的教育生态，应让不

同特质的“种子”找到适合

生长的土壤，而非用同一

把尺子丈量所有生命。学

校的价值，从来不在制造

多少“高考状元”，而在于

能否成为学生成长的“孵

化器”。

烟 花 终 会 熄 灭 ，教 育

灯火却应长明。唯有学校

将目光从“清北榜单”转向

“进步榜单”，教师的成就

感 不 再 源 于“ 高 分 率 ”而

是“转化率”，教育才能回

归 本 真 —— 不 是 培 养 少

数人的高光，而是照亮大

多 数 人 前 行 的 路 。这 ，才

是对“为国育才”最本质的

回应。

让教育回归应有坐标
李 超

“当时眼前像蒙着层雾，

看板书得侧着身子用左眼聚

焦。”6 月 24 日，回忆起五年前

带病冲刺毕业季的日子，双清

区教育局教研室小学综合学

科教研员颜芬轻描淡写。

2020 年 4 月，正值小学毕

业班冲刺阶段，颜芬双眼突然

出现无法聚焦、视物重影的症

状。经检查，她被确诊为外展

神经麻痹引起的复视症。一边

是突如其来的疾病，一边是即

将毕业的孩子，强烈的责任心

驱使她选择坚守。

为了不耽误教学进度，她

佩戴特制眼镜，强忍不适，靠

单眼聚焦坚持授课。备课、批

改作业、辅导学生，每项工作

都异常艰辛，她却从未退缩。

直到学生顺利毕业，她才前往

长沙住院治疗。

作为小学数学骨干教师，

颜芬坚信数学不仅是学科，更

是启迪智慧、培养自信的钥

匙。她的课堂充满活力，精心

设计每个教学环节，让抽象知

识变得生动，让每个孩子在数

学学习中找到乐趣与自信。

2020 年转任教研员后 ，

颜芬以“传帮带”为己任，搭

建教师成长阶梯。在她指导

下，众多教师在市级教学竞

赛中脱颖而出，更登上省级

舞台。每一份荣誉背后，都凝

结着她密密麻麻的教案批注

与细致的教学建议。无数个

研讨至深夜的工作日、一趟

趟下校指导的路程，都是她

深耕教育的注脚。

2023 年 ，双清区中小学

心理健康教育颜芬名师工作

室成立。她牵头搭建区域心

育平台，将目光投向师生心

理健康。在工作室引领下，她

带领团队深耕课程研发与师

资培训，让“阳光教育”照进

更多校园。通过开展心理健

康活动，为师生提供支持疏

导，帮助缓解压力、培养积极

心态，让心育成为双清教育

的亮丽风景。

三十载教育长河奔涌，

身份在变，初心如一。关于教

育与爱的印记，恰似她办公

室那盆常青藤，年复一年抽

出新绿。

三十载春秋书写教育温情
——记双清区教育局教研员颜芬

邵阳日报记者 李熹珩 实习生 张 娜

本学期的家长会现场，北塔

区芙蓉学校X2205班班主任黎颖

在黑板上画完“家庭－学校－学

生”的三角支撑图，家长们便纷纷

举起手机拍照。后排的一位家长特

意挤到第一排，在笔记本上认真记

录“积极倾听三步法”。这背后，是

黎颖17年家校沟通的突围历程。

黎颖的沟通之旅并非一帆风

顺。2008年，初登讲台的她便遭遇

家长联名质疑，被指“只关注成

绩”。这让她开始审视传统家校沟

通的弊端，意识到“问题播报式”

沟通只会加剧家校隔阂。于是，她

尝试转变思路，以“优势视角”观

察孩子，向家长反馈时先提闪光

点，再委婉建议改进。这一转变逐

渐消除了家长的抵触情绪，为日

后沟通奠定基础。

2012 年，成长在单亲家庭的

学生小薇在作文中流露出对家

庭的失望。黎颖敏锐捕捉到这一

细节，没有直接找家长，而是将

小薇课堂讲解数学题时自信专

注的视频发给其母亲。当母亲看

到视频中女儿自信的眼神与流

畅的讲解，不禁泪目：“原来我总

盯着她的叛逆，忘了看她发光的

样子。”这一刻，她既意识到忽略

了女儿的优点，也明白教育应从

发现优点起步。

2019 年，黎颖在心理健康培

训中接触积极心理学，系统学习

“优势教育”与“非暴力沟通”理

论。她将这些理念融入家校沟

通，总结出“三步走沟通法”：先

具体描述进步，再委婉指出不

足，最后给出可操作建议。每周，

她还在班上举行“家庭赋能会

议”，运用“积极暂停角”“成功储

蓄罐”等工具，帮助家长与孩子

重建沟通“连心桥”。

2025 年 3 月，黎颖将从教 17

年来积累的 178 个典型沟通案

例，用于市级课题《基于积极心

理学的家校沟通策略研究》。这

些案例并非冰冷的数据，而是她

17 年教育初心的见证。她的办公

室墙上，贴满家长发来的“教育

蜕变”故事；一旁的“沟通失误反

思墙”尤为醒目——从 2015 年误

判家长护短，到 2019 年急于纠正

教育方法而忽略共情，每一次失

误都成为她成长的基石。“真正

的教育研究，始于承认自己的不

完美。”黎颖坦言。

“树的根系是信任，枝干是

合作，枝叶是希望。家校沟通从

来不是技巧的博弈，而是带着温

度的心灵对话。当我们学会用欣

赏的眼光看待彼此，教育就会发

生神奇的化学反应。”黎颖说。

从“被质疑”到“心之桥”
——记北塔区芙蓉学校教师黎颖

邵阳日报记者 李熹珩

红色主题展览传承革命精

神、《少年中国说》齐诵鼓舞成长

士气、红色歌曲比赛凝聚向上力

量……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4 周年，以红色精神激励学生

成长，6 月 30 日，邵阳市艺成职

业技术学校组织“七一”系列主

题教育活动，让红色基因在学生

心中生根发芽，在革命精神的赓

续中培育心怀家国、技艺精湛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图为

教师为学生宣讲革命先烈的英

勇事迹。     李超 摄

评估组专家为玄玄做入学评估。

教 育 随 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