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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介

骆凤波 1969 年 6 月出生, 1988 年 7 月特师毕业到松原特教学校

工作。 中共党员, 本科学历, 高级教师。 一直在特殊教育教学第一线

从事教学、 教研和教学管理工作。 先后担任过班主任、 数学、 语文、
美工、 个训教师、 教研组长、 教导主任工作; 现任松原市特殊教育学

校教学校长, 同时兼任生活语文、 个训教师。 她是省中青年学科带头

人、 省级骨干教师、 省科研名师、 省科研骨干、 市教学能手、 省特殊

教育新秀指导教师, 曾获省特殊教育优秀教师、 省三八红旗手、 省科

研先进工作者、 市优秀教师、 市巾帼岗位标兵等称号。
多篇学术论文在 《当代教育实践与教学研究》 《新教育时代》

《吉林教育》 《课程教育研究》 《松原教育》 国家、 省、 市级报刊上

发表; 主持了十五、 十一五、 十二五 《特殊学生生存能力培养研

究》 《聋生学习动机强化的研究》 《聋生职业技能及就业能力培养

研究》 《生命教育在特殊教育学科教学中的整合与渗透研究》 《听
障学生的特殊教育研究》 省、 市重点规划课题, 主持的 《聋生职业

技能及就业能力培养研究》 课题, 被评为吉林省教育科研优秀项

目; 执教的美工课 《静物写生》 被评为省级优质课; 自制教具

《计数器》 在市教具大赛上获一等奖; 组织编写了 《写话训练》
《串珠》 《社会实践》 《康复训练》 等校本教材; 主抓教学期间学校

承办了吉林省特殊教育课堂观察教研活动, 松原市特殊教育课堂教

学研讨活动; 培养了一批省市级骨干教师; 在主抓教学期间有 17
名听障学生考入长春大学特教学院。

1



自摇 摇 序

自摇 摇 序

特师毕业一直在特殊教育教学的路上且行且思。 29 年没离开

过特教课堂, 与各类特殊儿童一起成长, 与我们的特殊教育学校共

同发展。 本书是我特殊教育工作期间的点滴积累。
拙著共分四部分, “特教论谈冶 选取 14 篇, 论述了特殊教育教

学改革和实践的认识与体会; “教研实践冶 选取 20 篇, 记载了特殊

教育理论与教育教学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和探索; “活动札记冶 选取

14 篇, 见证了学校的发展、 个人的进取和学生的成长历程; “心路

思语冶 选取 19 篇, 记录个人在特殊教育路上的成长足迹, 总结经

验、 寻找差距、 努力提升。
在特教路上永无止境, 我将用毕生的心血从事这份挚爱的事

业, 陪伴这些折翼的天使抵达成功的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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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摇 特教论谈

第一卷摇 特教论谈

开展特色教学,
为每个特殊学生的幸福奠基

摇 摇 我校创办于 1978 年, 前身是扶余县聋哑学校, 1996 年上划市

直属, 2002 年更名为松原市特殊教育学校, 承担了全市听障儿童

九年义务教育的任务。 2012 年迁入新校址, 2014 年扩大招生类别,
成立培智实验班, 招收听障、 智障、 脑瘫、 轻度自闭学生, 形成了

学前康复教育、 义务教育、 高中教育、 职业高中教育为一体的综合

性特殊教育体系。
目前已有 558 名残疾学生毕业于我校, 其中有 11 名听障学生

考入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本科, 有 6 名听障学生考入长大成人特

殊教育学院。 截至目前我校有教学班 12 个, 有听障、 智障学生 152
人 (在校 124 人, 送教 28 人)。 教职工 50 人, 任课教师 35 人, 有

1 名全国优秀教师, 有 1 名吉林省最美教师。 省市级优秀教师 23
人。 省级学科带头人 1 人, 有省级骨干 2 人, 有市级骨干 7 人, 任

课教师平均年龄 38 岁, 全部达到本科学历。 教师队伍正朝着年轻

化、 专业化方向发展。
学校以义务教育为基础, 以综合康复为载体, 以提高学生技能

为主线, 听障低年级开设兴趣小组, 高年级开设美发美甲、 家政、
手工、 计算机职业技术课, 培养学生一技之长, 开启了校企合作模

式, 拓宽了听障学生的就业渠道; 现已成为残疾人培训基地和残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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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就业职业实训基地。 培智学生开展小组康复、 走班上课、 亲子陪

读、 社会实践、 送教上门等尝试, 培养了智障学生融于社会的能

力。 学校先后被省教育厅评为省特殊教育实验学校, 评为 “吉林省

教育系统先进单位冶, 评为吉林省特殊教育先进集体, 被评为省市

先进科研单位。
多年来, 我校注重特色办学, 以职业技能教育和生活适应能力

培养为主要办学特色, 学校从根本上调整课程体系, 调整学生的培

养流程。 始终坚持教学为每个特殊学生的教育、 康复、 发展服务。

摇 摇 一、 合理利用配置资源, 为特殊学生教育、 康复、 发

展创造良好条件

摇 摇 在市委市政府、 市教育局的大力支持下, 通过几代特教人的努

力, 学校在硬件建设上发展迅速。 我们本着生活化、 人文化、 信息

化的理念, 配置了教育教学设备和康复训练设备, 目前有多感官训

练、 言语康复训练等功能教室 20 间。 为适应现代化教育发展的需

要, 为每名教师配备了电脑, 建立了网络全覆盖的办公平台, 为低

段教室安装一体机、 高段教室安装电子白板, 教师利用课件上课,
利用网上有效资源进行学习。 为了让教师能够充分利用这些功能教

室的设备, 不让其闲置, 我们把这些设备的使用都设成课程, 在课

程中体现, 为有需要的学生进行康复训练。 我们还倡导各学科教师

课堂中也要有效利用这些资源设备。 同时这些设备资源我们还免费

面向社会、 家长开放。 优质教育资源的提供和利用, 为特殊学生的

学习、 生活、 实践、 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康复、 教育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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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摇 特教论谈

摇 摇 二、 创新特色课程设置, 为特殊学生教育、 康复、 发

展创造公平机会

摇 摇 我校本着一切为了每个学生幸福的办学宗旨, 以学生的发展为

本, 不断地进行课程的创新。 作为综合特殊教育学校, 在办学方向

上, 学校以义务教育为依托, 逐渐向学前、 高中和职业高中延伸。
学校克服师资短缺的困难, 对重度残疾儿童开展了送教上门服务。
学校先行自主成立了资源中心, 为普校的随班就读工作的开展做了

业务指导、 技术支持等方面的资源积累工作。 为我市普校教育的融

合教育发展奠定了基础。 学校根据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 施行个别

化教育。 开展一生一案的教学。 在课程设置上为每个特殊学生创造

公平发展的机会。
1郾 国家规定基本课程校本化

我们开齐开全国家规定的听障、 智障的基础性课程。 但我们把

基础课程的教材校本化, 转化为适合学生发展的校本教材。 我们在

教材使用上进行了大胆改革。 基于聋校教材简单、 版本陈旧, 2002
年我们把普校教材引进来, 建立使用普校语文、 数学教材的实验

班; 2004 年在全校语文、 数学学科推广使用普校教材; 2012 年复

学后, 我们根据学生的实际, 历时一个学年完成了人教版普校语

文、 数学教材的整合。 目前学校使用教材的情况为: 听障学生的语

文、 数学使用整合后的人教版教材, 综合课是聋校教材和校本教

材。 培智学生使用上海泸湾教材和校本教材。 同时我们积极开发职

业康复、 培智等校本教材。
2郾 开发研究性的校本化课程

康复训练课: 学校施行个别化教育。 开展特殊儿童个别化教育

课题研究, 根据学生的残障类型, 开设言语康复、 认知训练、 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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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 蒙氏教育、 感觉统合训练、 多感观训练、 情景训练、 心理沙

盘游戏等康复课程。 教师根据每个学生的评估情况, 制订长短期目

标, 进行有效训练, 对学生的训练进行跟踪记录。 通过训练真正的

做到了开发潜能、 补偿缺陷、 因材施教、 全面发展, 让每个学生都

能得到有价值的教育。
劳动技能课: 全面的落实培养学生自食其力、 适应社会的办学

思想, 探索以培养学生生活适应能力为主的教学方法。 课堂生活

化, 在校内开展穿衣服、 拉锁链、 系鞋带、 洗毛巾、 大扫除、 送报

纸、 种植开心农场等生活、 劳动技能训练; 生活课堂化, 到校外开

展超市购物、 餐厅体验、 送教服务等各种社会实践活动。 这些活动

的开展, 增加了特殊儿童认识社会的机会, 帮助孩子们克服了自卑

胆怯的心理障碍, 使孩子们学会了沟通方法和生活技能。 开创了学

校 “教育即生活、 生活即教育冶 的特色教育模式, 使特殊儿童能够

真正地融入社会、 回归主流。
3郾 探究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的校本课程

小组训练课: 我们在听障学生中开设了美术、 舞蹈、 乒乓球、
手工兴趣小组, 每周两个下午全体学生按兴趣进行小组活动。 在智

障学生中成立书画、 运动、 音乐、 手工四个艺术休闲活动小组, 每

周三下午进行小组活动, 通过小组训练, 我们的两类学生的个性得

到了发展。 学生的美术作品在国家、 省、 市各级绘画大赛中获奖,
舞蹈多次在省、 市文艺汇演中获奖。

职业教育课: (2014 年 10 月成立职业高中班) 大力开展职业

教育, 培养学生职业技能。 职业高中班的教学以就业为导向, 以职

业教育为重点, 对学生教育注重适应社会、 服务社会的培养目标。
课堂社会化、 社会课堂化教学模式的运用, 对学生自食其力能力的

培养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开设家政、 串珠、 手工、 美发、 美甲这些

职业课程, 在全校开展不同类型学生的职业技能训练; 学生去我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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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摇 特教论谈

我塑理发店进行实习; 参加残联组织的美发培训, 学生的手工作品

已在网上 “原上花开冶 的微店出售, 并成功进驻中东的松原市残疾

人工艺品展销店, 并在第 26 次助残日义卖活动中拍卖了 7 类 54 件

手工作品, 筹集善款 16900 元。 我校已与松原市残疾人就业中心联

合办学, 成为残疾人培训基地和残疾人就业职业实训基地。 并与仁

和饮食公司签约, 开启了校企合作办学模式, 这是我校因材施教、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提升综合办学能力的有效途径, 校企双方紧密

合作, 开创我校职业教育的发展先河, 为残疾人就业打开一道成功

之门。

摇 摇 三、 提升教师专业素质, 为特殊学生教育、 康复、 发

展提供有力保障

摇 摇 教师是教育之本, 我校一直非常重视师资队伍建设, 原来我校

是一所单纯的听障教育学校, 近几年不断扩大办学规模, 扩大招生

范围, 在听障教育的基础上又增加了智障、 脑瘫、 自闭等多种残障

类型的教育教学任务。 学校的教育教学在新的困难和挑战面前不退

缩, 勇于探索, 大胆实践, 快速使广大教师随着学校的增型而

转型。
1郾 为教师提供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 学校不息资金培养专业

化的师资队伍。 复学后我们有百人次的外出学习培训, 20 余次的

学习交流, 我们请进来、 走出去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头辐射作用。 教

师成长专业化、 学生培养个别化、 学校建设人性化, 已经成为了办

学的指导思想。
2郾 我们创新校本培训模式, 开展岗位培训和专业培训。 筑牢

教师教学基本功,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每学期规定基本功训练内

容, 利用每周的业务学习时间学习专业理论。 教师教学基本功期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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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一过关。 本学期我们是每周一版粉笔字、 一篇钢笔字、 一篇毛笔

字。 一学期 100 个标准手语。
3郾 挖掘教师内在潜力, 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开展丰富多彩的

教学活动: 组织优质课、 研讨课、 康复训练课、 示范课等大型公开

课, 开展新老教师结对子、 教学经验交流、 教学研讨会、 说课大

赛、 基本功大赛等活动, 为教师创造交流锻炼的平台。
复学后经过一系列教师队伍素质提高计划的实施, 已经打造了

一支一专多能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师资队伍的专业化使我校听障、
智障教学质量稳步提升。

摇 摇 四、 开展教育科研, 构建高效课堂, 为特殊学生教

育、 康复、 发展搭建宽阔平台

摇 摇 1郾 开展走班上课

复学后我们的学生大多数都不是在适龄阶段入学, 这就导致了

很多超龄的学生既不能学习较高年段的课程, 又不适合低年段的班

级管理, 我们打破传统的行政班, 在听障、 智障、 脑瘫、 自闭等类

别学生中, 按照他们的能力水平在语文、 数学、 外语、 职业等学科

教学中开展走班上课。 让每个学生在符合自己能力水平的班级中学

习, 从而获得最大的发展。 我们尊重差异, 满足需要, 让全校每个

学生都能获得最大的发展, 而为此构建高效课堂, 提高教学质量,
促进学校的发展。 (今天我们三年的数学课就有一名走班的学生,
还有一名曾是我们送教的学生, 高中语文课就有一名职业高中的走

班的培智学生。)
2郾 建立亲子陪读课堂

对于入学愿望强烈, 但残疾程度比较严重的脑瘫及行为问题比

较严重, 不能完全自理的学生我们开展家长陪读的模式。 家长和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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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同进课堂, 辅助孩子的生活和学习, 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和家

长的配合, 部分陪读的学生已脱离家长的陪护, 他们进步非常快。
(今天大家可能看见有的课堂有陪读家长。)

同时我们还开展学龄前儿童 (40 个月) 早期亲子康复训练探

究。 (2013 年成立学前部) 为深入探讨学生康复训练的方法, 我们

成立了两个实验小组, 利用课余时间对两名 40 个月左右的儿童进

行训练。 我们通过评估, 并在大肢体、 精细动作、 仿说、 言语、 认

知等方面开展亲子训练, 收到了良好的训练效果。
3郾 开展校内外实践活动

校内实践: 每周二下午是启智班的校内实践课, 各班主任结合

学校计划、 结合本班学生特点做出本班校内实践计划, 各个班级每

学期都有一到两个主题。 像争当种植小能手的计划: 在绿色植物种

植活动中, 学生通过每天的细心观察和劳动, 了解了植物生长发育

过程, 掌握简单种植技能, 提高了动手能力。 还有争当送报员: 通

过训练学生能把学校的报纸, 分发到各个办公室。 在送报的过程

中, 锻炼学生的生活能力。 听障学生我们设置的是校内劳动, 种植

开心农场, 学生学会了打垅、 下种、 浇水、 施肥、 采摘、 收获。 小

小种植园激发了学生的劳动兴趣, 培养了学生的劳动技能。
校外社会实践: 对于两类学生, 学校每学期都会在开初制订学

生每月校外社会实践活动主题。 培智学生有超市购物、 汉堡店点

餐、 医院挂号、 银行存储等活动。 听障班、 职业班的学生有超市购

买食材, 理发店实习、 福利院理发等社会实践活动。 通过实践锻炼

学生的生活、 职业技能, 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4郾 调整高中课程, 为高考助力

根据听障学生的发展需求, 2002 年成立高中班, 2012 年 8 月

学校成立了教育局审批的高中部, 精选有经验的骨干教师, 挑选培

养对象, 根据考纲整合各科教材, 制订课程教育计划。 十几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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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共有 17 名学生考入了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特别是移址新

建 2012 年复学后的新一届高中班, 经过三年的拼搏努力, 在 2015
年我校又有三名学生考入了长春大学特教学院, 充分证明了学校的

教育教学实力。 目前学校又一次启动了高考准备模式, 根据学生实

际情况, 我们调整学制, 高中班的教师和学生们正在努力奋进, 与

时间赛跑, 与命运相搏, 力争再创佳绩。
5郾 树立科研兴校的意识

在十二五期间, 学校申报了八个省市级科研课题, 在教学中以

研促教, 树立 “教、 学、 研冶 合一的思想, 从教中学, 从学中研,
从研中教。 鼓励教师参加各种科研课题的优秀成果评比活动, 优秀

科研成果丰硕, 论文、 课例、 课件、 教具频频获奖, 学校被评为省

市级科研先进单位, 多名教师被评为省、 市科研先进个人。 目前学

校有市级优秀教学能手 5 人, 市级骨干 7 人, 省级骨干教师 2 人,
省级特殊教育教学新秀 1 人, 省级学科带头人 1 人。 省市优秀教师

23 人, 吉林好人最美教师 1 人, 国家级优秀教师 1 人。 “十三五冶
我们又申报了关于职业、 个别化教育等 4 个省、 市级科研课题。

6郾 资源建设研究

学校有自己的网页, 有微信公众平台, 平时注重加强校园网站

建设, 加强资源库建设, 促进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 课件收集、 共

用, 使教育信息化真正成为特殊教育课堂教学的平台。 学校有自己

的校刊 《松原特殊教育》, 每半年出一期, 老师把一学期的教学心

得、 感悟形成文字材料, 从而使教学不断地得到总结、 反思、 提

升。 (在这里也向全市的特教同仁们邀稿, 欢迎大家来稿, 我们一

起研究探讨, 为松原市的特殊教育工作的蓬勃发展一起努力。)
2014 年 10 月, 学校成功承办了吉林省特殊教育学校的课堂观

察活动, 活动的开展向省内特教学校展示了我市特教学校的风采,
受到了来自全省 40 多个特教学校的 100 多名特教同仁的高度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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