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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3日，三元区在市融媒体中心举行
“爱心妈妈·点亮未来”关爱留守儿童结对活
动。活动由三元区妇联联合三元区民政局、
市公益慈善联合会、市扬帆青少年事务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等单位共同举办。三元区留守
儿童、爱心妈妈以及三明医学科技职业学院
志愿队代表共100多人参加了活动。

爱心妈妈们现场与孩子们签订结对卡，
并向孩子们赠送学习礼包。

（姜金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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揉面、擀面皮、装馅、包包子……
9月11日，在大田县特殊教育学校的

“小当家·微梦想”职业教育实训基
地，7名学生在老师的指导下，分工合
作，动作娴熟，不一会儿餐盘上便摆
满一个个纹路精致的包子，孩子们脸
上充满了收获的笑容。

近年来，大田县特殊教育学校创
建实训基地，积极探索“教育、康复、
职教”一体化办学的新路子，通过开
展职业教育培训，培养学生的职业技
能，帮助一批批残疾孩子实现了就业
梦想，得到当地社会认可和普遍赞
誉。大田县特殊教育学校探索“教、
学、做”培智一体化职业教育经验做
法，入选“福建省第四批中小学劳动
教育实践特色项目”，成为培智学校
劳动教育、德育教育、职业教育三者
合一的典范。

学一门实用手艺
由于特校的学生个体情况特

殊，毕业后，在家中因缺乏训练，
所学的知识、生活适应本领逐渐退
化，不仅就业成问题，甚至连起居
都成问题，家庭负担沉重。如何让
这些折翼天使掌握一门实用的职业
技能，解决就业问题，从而真正走
向社会、融入生活？

大田特校立足实训基地，探索职
业教育改革新路径，突破职业教育

“最后一公里”，建立可以实现自我价
值的“梦工场”，破解自闭症等特殊少
年就业困境。

2018年起，大田特校探索“生活·
生存”课堂，利用补助专项资金改造6
间教室，建立职业教育基地，设置“花

式蛋糕”“花式包子”“花式糕点”
“花式饮品”4 个专业。同时，配备
相应的硬件设施，为学生创建真实
的职业操作场景。聘请专业教师任
教，每天开设两节实训课，将校内
患有唐氏综合征、自闭症和轻中度
智力障碍的七年级以上学生，根据
实际情况，分配到不同组别学习，
掌握食品加工技能。基地被列入三
明市首批实训基地校。

“学生们很喜欢美食课，能够自
觉进教室上课。”大田特校校长林幼
春介绍，美食几乎对所有孩子都有不
可抗拒的诱惑，学校也是基于此，选
择美食为实训内容。此前，学校也开
设了推拿和种菜等实训课，推拿枯
燥，寻找穴位对于特殊学生难度大；
种菜周期长，刻板记忆无法强化，学
生们普遍不喜欢。

“我很喜欢实训课，它让我学会
了做好多种蛋糕。”九年级学生小欣
在实训基地学习制作花式蛋糕，起初
不会操作，在老师耐心指导下，逐渐
能严格执行蛋糕制作步骤，如精准测
量材料、仔细搅拌面糊等。经过一段
时间训练，小欣不仅掌握了蛋糕制作
技能，还养成了良好的职业习惯。

“欢迎光临。”“这是芒果椰汁西
米露，味道很好哦。”“谢谢惠顾。”每
个工作日下午4点30分以后，小欣和
同学们把课堂制作的食品送至校外
的梦工场门店销售。小欣们在老师
的指导下，已经掌握了文明礼仪、介
绍商品和结账等职业技能。

有一份实在工作
“学校结合‘小当家·微梦想’职

业教育评比，每学期开展一次职业技
能比拼、一次成果展示，评选‘微梦想
家’及提名奖，为全校学生树立自强
自立的学习榜样。”林幼春介绍，通过

“二晒”活动，提高了职业技能，增强
了自信心和荣誉感，为学生未来的就
业和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梦工场因运行机制健全，所销售
的食品供不应求，从2021年6月营业
以来，共结余6万余元。学校建立“梦
工场”专户，出台职业教育“奖优扶
贫”机制，2023年秋季起，设定每月5
日为“职教日”，按月按等级给职业组
学生发放“工资”，激发学生积极性，
强化实践成果。

“我把工资交给爷爷啦！”高二学
生小森在去年9月获得职业励志金一
等奖，拿到奖金很欣喜。

“很感谢学校和老师们，小森现
在状态越来越好了，能够独立完成包
子的制作，以后他的工作不愁了。”小
森的爷爷欣慰地说。

“经过学校的培训，我儿子动手
能力变强了，现在还被大田特校聘到

‘梦工场’工作。”学生小魏的母亲感
激地说。小魏患有智力障碍，身体会
不自觉抽搐。刚开始学习烘焙时，精
细动作经常出错。他做事有股认真
劲，在老师的指导下尽力克服困难，
毕业后，已经能够做出完整的产品。

小宏是患有自闭症的孩子，经学
校老师悉心教育引导，进步很大。初
中毕业后，学校介绍他到福建硅光通
讯科技有限公司爱心企业，从事流水
线工作，至今已工作 4 年，每个月有
2000多元的工资收入。

“孩子能够找到工作，我们很开

心。非常感谢学校和老
师……”小宏的母亲聊起孩子
的变化，甚是欣慰，“感谢”一
词频频出现。小宏以前独自出门，她
的心总是悬着，现在很放心了。公司
的负责人也向她反馈，以前，公司组
织团建时，总要叮嘱同事要特别留心
照顾小宏，现在都不用操心了。

大田特校不断创新办学特色，培
育爱心，启迪心智，让自闭症等特殊
少年掌握职业技能，获得新生，找到
自信，实现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与梦
想。近几年来，有不少学生慕名从上
海、厦门等地转学到大田特校就读。
目前，这个学校在校学生突破200人，
办学规模位居全市县级特校前列。

让折翼天使绽放梦想
大田特殊教育学校探索“教育、康复、职教”一体化办学新路子

●大田记者站 颜全飚 罗珍华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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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复训练

早上8点10分，小真准时来到永
安市心语星特殊教育培训中心，上完
感觉统合训练课，休息十分钟，继续
上“一对一”康复教育训练课，然后由
家人陪着到幼儿园上学。

小真是一名孤独症儿童，一年
前，上幼儿园小班，因无法适应常规
教育教学，进入中心接受系统的康复
教育训练。今年9月，小真重新迈进
幼儿园大门。小真的“回归”，是中心
创新医教融合新模式，取得新成效的
又一生动注脚。

永安市心语星特殊教育培训中
心拥有一支具有二十多年儿童康复
教育经验的师资团队，主要为自闭症
（孤独症）、智力障碍、全面发育迟缓
等特殊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专业教育
培训。近年来，中心坚持走医教融合
办学新路子，为特殊儿童群体开启新
的成长天地。

链接优质资源
提升康复教育水平

特殊儿童康复成长，不能单纯依
赖常规教育方式。

“我们通过链接优质医疗资源，
将医学和教育两个领域相融合，共同
为特殊儿童提供综合康复方案，实现
医疗、康复和教育一体化服务，切实
提升康复教育水平。”永安市心语星
特殊教育培训中心主任吴桂华说。

“医”和“教”跨领域合作，可以起
到优势互补、各施所长的作用，实现
筛查、诊断、评估、康复、教育有机衔
接，最大程度地发掘特殊儿童潜能，
帮助他们健康成长。

永安市残联非常重视医教融合，
大力支持这个中心与各医疗机构开
展合作。

去年8月，“福建省儿童医院李民
教授团队孤独症、智力障碍工作室”
在该中心成立。工作室成员先后 10
余次到中心，开展各项医教融合和技
术支持活动。

这个中心还积极对接医疗康复、
特殊教育、普通教育等多领域资源，
先后与永安市总院、永安市第六医院
等医疗机构开展合作，推出了医教双
向评估、医教康复训练指导、医疗转
介等特色项目，为特殊儿童提供更加
优质、精准、专业的康复教育。

各医疗机构专家定期来到中心，
开展专题讲座、专家坐诊、医学干预、
阶段评估、教师培训、家长课堂等系
列活动，累计受益师生、家长超 1000
人次。

“医教融合、专家引领，为我们制
定特殊儿童康复教学方案提供了重
要依据，也让课程更具科学性、专业
性和针对性。”教师吕晓玲介绍，中心
还充分利用省级优质的儿童康复、诊
疗技术以及家长支持体系，最大程度
帮助特殊儿童成长。

医教深度融合，让山区特殊儿童
也能享受到更优质的康复教育服务。

提升专业素养
夯实康复教育基础

走医教融合发展路子，关键要有
一支专业过硬的队伍。

永安市心语星特殊教育培训中
心坚持“请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
持续提升教师专业素养。

缺什么补什么，“请进来”更有
针对性。中心定期邀请专业医生和
专家，开展教师专业提升培训，内
容涵盖评估与康复教育、康复干预
技术、融合模式与优化、家庭心理
干预等方面。

融什么怎么融，“走出去”锚定行
业前沿。“我们定期安排骨干教师到
福建省儿童医院脱岗进修学习，掌握
前沿康复教育技术。”吴桂华说。

“医”和“教”深度融合，打破单一
干预的局限性，教师可以将医疗康复
治疗措施与教学技术有机结合，大大
提升了康复教育综合服务能力。

“通过系统、全面地学习康复医
疗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把治疗措施和
日常教学有机结合，更有针对性地开
展特殊儿童康复训练，提高教育质
量。”杨碧英老师在省儿童医院脱岗

学习三个月后，深有感触。
中心致力全面提升教师科研能

力和教育教学水平，切实夯实康复教
育基础，做足医教融合文章。

凝聚各方合力
画出最大“同心圆”

家长的参与，是特殊儿童康复教
育训练的重要环节。

“教育孩子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情，尤其面对的是一个有特殊需求
的孩子，作为家长我们更需要不断
学习，提升自己，努力做孩子身边
合格的陪伴者和引导者。”小真的爸
爸说。

推进医教融合，如何满足小真爸
爸这样的家长需求？

永安市心语星特殊教育培训中
心依托医教融合资源力量，开设家长
课堂，推出专业知识培训、分享交流
会、入户探访等暖心服务，及时传授
特殊儿童康复教育知识与技能，为家
长提供帮助和支持。

中心要求教师用足用好家长课
堂这个平台，积极与家长沟通，及时
获取儿童兴趣爱好、行为习惯、居家
康复训练等反馈信息，为日常教育教
学工作提供参考和依据。

眼下，中心已形成以特殊儿童为
中心，医生、教师、家长“三位一体”的
医教融合新格局。大家凝心聚力铺
就特殊儿童的“回归”路。去年，在医
教融合模式下，中心有83名儿童实现
幼儿园阶段普特融合，22名特殊儿童
顺利进入普通小学就学，5 名儿童进
入特殊学校就学。

中心还先后荣获中精协孤独症
工作委员会“自强自律达标单位”、中
国社会组织评估等级“4A 级社会组
织”、省残联协议管理机构等级评定
智力“A级”等荣誉称号。

永安特殊教育培训创新医教融合新模式——

铺就特殊儿童“回归”路
●永安记者站 魏兴谷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