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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上苍赐予父母的礼物，是

夜空中最闪亮的星星。然而却有那么

一群孩子，无法逃避命运的坎坷，成了

“折翼的天使”。他们有的感觉统合不

协调，有的语言表达不清晰，有的有严

重智力障碍……但在平顶山市特殊教

育学校，他们在爱的呵护下，活出了精

彩的人生。

创建于 1987 年的市特殊教育学

校，前身为市聋哑学校，2003年 7月经

市政府批准更名为市特殊教育学校，

是一所集聋儿学前康复教育、聋人义

务教育、聋人高中教育、智障儿童启智

教育和聋健合一幼儿教育的 15年一贯

制综合性特殊教育学校。

学校现有 40 个教学班，在校各类

残疾学生 242 名，普通幼儿 490 名；现

有教职工 91 人，其中专任教师 87 人，

特殊教育专任教师学历达标率 100％。

在学校的悉心培育下，一批批残

疾孩子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实现了人

生价值。建校以来，共向社会输送合

格残疾毕业生 600余名，培养聋哑大学

生 130余名，学前康复幼儿 200多名。

近年来，该校不断锐意进取，开拓

创新，结出了累累硕果，被评为河南省

首批示范性特殊教育学校、河南省特

殊教育先进单位、河南省教科研先进

单位、河南省文明校园、河南省园林单

位、河南省卫生先进单位、河南省“十

一五”残疾人康复工作先进集体、河南

省推行中国手语试点学校、郑州师范

学院实习基地、平顶山市义务教育特

色学校、平顶山市言语康复定点机构、

平顶山市智力康复定点机构。

以生为本 实现特色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成

平等面向每个人的教育，努力使每个人

不分性别、不分城乡、不分地域、不分贫

富、不分民族都能接受良好教育。”

市特殊教育学校坚持“以生为本、

全面发展，让残疾孩子共享教育蓝天”

的办学宗旨，紧紧围绕“办人民满意的

特殊教育”目标，坚持走科研兴校、内

涵丰富、特色鲜明、创新发展之路，逐

步形成了“团结、博爱、进取、创新”的

校风，“博学、严谨、笃行、敬业”的教风

和“敏思、勤学、尚德、励志”的学风，构

建了以高中教育为龙头、义务教育为基

础、聋健合一幼儿教育为特色的三位一

体和聋健合一的办学模式。聋人高中

教育质量走在全省前列。

“我们的办学目标就是为了满足

每个学生的独特教育需要，让他们在

校时能够幸福地成长，获得充分的发

展，走出校门后能够成功融入社会，有

尊严、幸福地生活，并能服务社会。”该

校校长杨卫华说。

该校以创建省级文明校园（标兵）

为契机，把学生的养成教育贯穿于每日

学习生活中，利用升国旗、学雷锋月、清

明、端午、中秋、重阳、春节等时间节点

开展形式多样的爱国和传统文化教育，

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针

对性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抓好学生

的思想道德、法治教育和心理健康教

育。每学年定期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让学生在活动中感受和理解奉献、

友爱、互助、进步的理念。在校学生形

成了文明守纪、乐观向上、学习努力、遵

纪守法、懂得感恩的良好风尚。

市特殊教育学校注重抓好体育、

舞蹈、美术、劳动技术等学科教育，实

现特色发展。该校组建校体育队、舞

蹈 队 ，开 设 了 计 算 机 、科 技 创 新 、编

织、绘画等第二课堂兴趣小组。聋人

舞蹈《搏》《大河情怀》《手舞四季》《心

在说》《起来……》等节目分别在河南

省第七届、八届、十届残疾人艺术会演

中获特等奖、金奖、一等奖；舞蹈艺术

团在 2020 年受邀参加平顶山市春晚

的 录 制 ；2023 年 受 邀 参 加 平 顶 山 市

“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和

“文明城市创建”文艺会演活动。校体

育队自 2009 年以来在省、市残疾人运

动会上共获得 20 金 17 银 9 铜的好成

绩。在河南省第二届校园冰雪比赛中

夺得旱地冰壶特教组冠军，在省第八

届残疾人运动会跆拳道和田径比赛中

取得 2 金 3 银 3 铜的好成绩，该校也因

此获得“优秀组织奖”“道德风尚奖”

“优胜奖”。连年来，该校在市校园文

化艺术节中参演的节目多次获得一等

奖。

建强师资 历练专业技能

“每个孩子身上都蕴藏着无穷的

潜能。学校要做的，就是搭建平台，为

孩子的幸福人生奠基。”杨卫华表示，

要用知识让孩子们的心灵亮起来，用

教育改变命运。

本着这一理念，市特殊教育学校

致力于教师队伍建设，不断提升专业

技能，优化队伍结构。

除正常的国、省、市级培训和继续

教育培训外，2017年以来，该校在暑期

先后组织专任教师到北京、长春、成

都、昆明、贵阳、长沙等地聘请高校教

授进行学习培训，并有针对性地对青

年教师开展培训工作，建立了手语微

信学习平台，利用校级优质课、观摩

课、示范课等比赛强化青年教师的基

本功提升。近 7年来，先后有两位教师

被授予省级优秀教师称号，6位教师被

授予市级优秀教师称号，4位教师分别

被授予省、市级最美教师称号，20余名

教师分别被确定为省、市级学术技术

带头人、名师、教学标兵、骨干教师、教

学能手。

同时，学校十分重视师德师风建

设，把师德师风作为各类评优评先的

首要条件。每学期开学集体签订师德

承诺书并举行师德宣誓仪式，把每年 9

月份定为师德师风宣传月，把师德师

风考核纳入评先评优、绩效工资和职

称评定工作，并在学生和家长中广泛

开展“评师评校”活动，上下联动、内外

互动，强化师德师风建设。

夯实基础 提升教学质量

8 月 14 日上午，在市特殊教育学

校，孟思瑾等 5名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

的听障学生激动地向老师献上鲜花。

孟思瑾来自舞钢市寺坡街道，小

时候因感音神经性耳聋戴上了助听

器，康复训练后在普通学校就读，高三

转至市特殊教育学校，班主任郎改变

老师传递给了她无穷的信心和力量。

在大家的帮助下，孟思瑾参加了 7所大

学的单招考试均被录取，最终她选择

了天津理工大学计算机专业。

市特殊教育学校开足开齐各门课

程。明确医教结合理念，构建综合康

复体系，各教学部门根据学生的身心

发展特点，从满足他们“缺陷补偿、自

理与自立，最大限度地回归社会”的特

殊需要出发，贯彻医教结合理念，充分

发挥各自优势，通过专家引领、师资培

训，实现学生全面发展。

该校坚持以研促教、科教兴校。

成立教科室，抓好教研活动和课题立

项工作。近 7 年来，先后有 20 多项课

题获得省市教学成果一、二等奖，30多

篇论文在国家级 CN刊物上发表，20多

名教师获得省、市级优质课一、二等

奖。该校承办了平顶山市通用手语比

赛，5 名教师分别获得一、二等奖，3 名

教师在省通用手语比赛中获奖。

该校高中教育连续 23 年共有 130

余名学生考入大学。近 4 年高考录取

率均达到了 100%，学生分别被天津理

工大学、长春大学、郑州师范学院、西

安美院、滨州医学院、重庆师范大学等

名校录取，实现高考升学连续 23 年不

间断的优异成绩。

“人们常说，特需孩子是‘折翼的天

使’，而特教学校就是他们圆梦的地方，

我们要给他们一双梦想的翅膀，让一切

不可能变成可能。因此，我们要把这些

孩子培养成‘热爱生活、热爱生命、自食

其力、融入社会’的公民，让他们每个人

都焕发生命的光彩。”杨卫华说。

（本报记者 田秀忠）

（图片由市特殊教育学校提供）

让折翼天使共享教育蓝天
——市特殊教育学校创建文明校园纪实

▽2022 年高三毕业生全部考上大学

▷参加“新时代

好少年”发布活

动演出

△开展红色研学活动

△美丽的校园环境

她喜欢丁香花，因为丁香花寓

意勤奋、谦逊，丁香花清香远溢。

她叫赵幸福，一个 90 后年轻

人。从入职市三六联校成为一名

生物老师开始，她就决心做一个像

丁香花一样的老师，把自己最美好

的青春奉献给挚爱的教育事业，享

受快乐幸福的教育人生。

学生们点赞她的课生动、有

趣、有料，她是怎么做到的呢？

赵幸福笑言：“只要激发起学

生的兴趣，让他们的大脑转起来，

自然会专心听课。”

赵幸福上课从不照本宣科，讲

到种子萌发时，她带着学生发绿豆

芽；讲到动物的运动，就带学生拿

着放大镜观察蚂蚁；讲到肌肉收缩

和舒张时，就让学生解剖鸡翅……

特别是那天讲到认识鸡卵的结构

时，赵幸福不仅让学生在课堂上拿

生鸡蛋做实验，还准备了一次性杯

子和白糖，让学生把鸡蛋冲成鸡蛋

花喝进肚子里。那样的课堂充满

欢声笑语，学生们学得兴趣盎然、

乐此不疲。

“我想上好每一节生物课，让

越来越多的孩子爱上生物，甚至以

后走向生物研究领域，为国家贡献

力量。”这是她为人师者最朴素的

教育初心。

作为一名班主任，她爱生如

子，不让一个学生掉队，即使陪着

发烧的孩子打针时，她还在同家长

沟通。

她默默地资助山区一位留守

儿童已有 6年，在生活和学习上给

予关爱。

三尺讲台，一根粉笔，展现一

位师者的风范。赵幸福说：“用平

凡铸就非凡，用匠心守望初心。我

将以不变的初心赓续教师的责任

和担当，刷新教育跋涉的诗行，以

期未来之光。”

（本报记者 邢晓蕊）

——记市三六联校教师赵幸福

奉 献 教 育 最 幸 福

本报讯 （记者邢晓蕊）10月 27日上

午，新华区团结路小学第三届“和美”杯

校园科技节精彩开幕，现场展示的 700

余件科技作品吸引众多学生参观。

本届科技节的主题为“科技点亮童

心、实践助力成长”。伴随着绚丽的礼花

和阵阵掌声，校园科技节拉开帷幕，该校

1200 余名学生带来的 700 余件科技作

品，科学小实验、科幻画、水火箭、机器狗

等一件件别具匠心的科技作品令人目不

暇接。学生们在动手实践、观摩学习中

感受科技魅力。

该校校长苏豪珍说，校园科技节的

举办，让更多小学生了解科技，培养科技

兴趣，有助于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

新精神，让学生们从小胸怀科技梦，立志

成为一个既有科学理念、又有科学实践

能力的新时代接班人。

新华区团结路小学

举 办 校 园 科 技 节

本报讯 （记者邢晓蕊）近日，湛河

区实验小学举行“多文本阅读教学”系

列课例展示活动，六一班语文老师王

红霞的《无悔的选择》课例受到好评。

在教学过程中，王红霞聚焦重点

段落，通过整体感知、想象等方式带领

学生感受文学语言的独特魅力，激励

学生深入文本朗读，提高学生对文学

语言的审美感知。她紧扣议题，激发

兴趣，训练思维，同中求异……引导学

生深入阅读，以读促写，读写结合，尽

情表达，让学生们充分了解并懂得文

中人物对祖国深沉的爱。

王红霞说，“多文本阅读教学”扩

大了学生的阅读面，在实际操作中多

进行比较性阅读，通过课文中的范文

拓展到同类文章，让学生在课堂上学

会阅读。

据介绍，展示活动展现 了 学 校

“多文本阅读教学”工作的新思想、新

做法，为语文教师提供了互动交流、

成果分享、思维碰撞的机会。

湛河区实验小学开展课例展示活动

“多文本阅读教学”点亮精彩课堂

本报讯 （记者邢晓蕊 通讯员

张童）10月 26日上午，平顶山职业

技术学院为即将赴第六届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开展志愿服务的 38

名学生举行出征仪式。

据该学院副院长邱军介绍，第

六届进博会将于 11 月 5 日至 10 日

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平顶

山职业技术学院旅游与酒店管理

系自 9 月下旬接到招募志愿者的

任务后，经学生自主报名、辅导员

推荐、系部层层筛选，最终从 216

名报名者中确定了 38名志愿者。

目前，进博会志愿者们通过一

周的专业培训，即将赶赴上海进行

为期 1个月的进博会接待协助志愿

服务。

在志愿者代表赵家宝的带领

下，38名进博会志愿者举起右手，

用响亮的青春之声发出“为祖国增

光 ，为 城 市 添 彩 ！ 向 前 进 ，博 青

春！为进博，一起来！”的誓言。

平顶山职业技术学院：

38名志愿者服务进博会

本报讯 （记者邢晓蕊）10月 30日，

平顶山学院网络与新媒体专业教师赵

鹏博士在参加完第十二届河南社会科

学学术年会分会暨首届河南省高校新

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论坛后，立即与同

事就打造面向“大视听全产业链”的卓

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展开深入研

讨。

“平顶山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在

新文科建设大背景下，以大河传媒学

院为抓手，以特色工作室为载体，积极

探索创新新闻人才培养模式。在过去

的 10 余年里，面向传媒行业需求，在政

产学研协同育人过程中形成了一套独

特的面向‘大视听全产业链’的卓越新

闻传播人才培养模式。”赵鹏说。

该学院以特色工作室为载体，致

力于打造“教、学、做、创、转”一体化学

习空间。学院与合作单位先后共建了

新媒体工作室、融媒体工作室等 10 余

个特色工作室，还创设了专属于传媒

专业的“光影视界”大学生创客空间。

从工作室走出的一届届优秀传媒学

子，已成长为地方新闻传播行业的骨

干。

该学院面向“大视听全产业链”，构

建“四创三实二转”的传媒类新文科专

业实践教学体系。打破学科专业界限，

设置一批创新实践类行业课程；与大河

网等传媒龙头企业共建新文科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带领学生在“真实环境”中

以“真实项目”开展“真实流程”的全程

实战。

该学院以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

为平台，探索研教结合机制服务地方区

域文化传播新生态。伏牛山文化圈研

究中心被省教育厅认定为河南省新型

高校品牌智库。该学院以伏牛山文化

圈研究中心为平台，将教学过程与科研

成果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文化、传统文化

资源，促进文化与科技融合传播，打造

地方文化传播品牌，服务地方文化产业

发展和乡村振兴。2022 年学生拍摄的

“政协委员说家乡——马街书会”登上

全国政协网站。该学院教师指导学生

拍摄的《百年峥嵘 执梦远航》获得 2021

年度全国高校影视作品交流展映“四史

宣传题材”优秀作品。

在面向“大视听全产业链”的卓越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平顶山学院新

闻与传播学院积极探索，培养出一大批

具备全媒体技能和跨界思维的卓越新

闻传播人才。未来，该学院将继续深化

教学改革，努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为

新闻传播事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面向“大视听全产业链”设置创新实践类课程

平顶山学院打造卓越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基地

王红霞在进行课例展示 本报记者 邢晓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