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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流区特殊教育学校“慢教育”课程建设方案

一、学校背景分析

我校历经 22 年发展，致力于为双流区及周边残障儿童、少年提供学前、小

学、初中、高中一体化的特殊教育服务。学校现有教职工 70 余人，教学班级 17

个（其中聋生班 5个、培智班 11 个、学前聋幼儿班 1个）,在校学生 201 人（聋

生部 51 人，培智部 150 人）。

学校秉承“慢教育，真人生”的办学理念，坚持“尊重个体需求 提供专业

服务 发展学生潜能 提升生活品质”的办学目标，以“回归真人生 享受特需”

为育人目标，以实现“蜗牛的梦想，放慢的教育”为办学特色，大力推进课程改

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学校“慢教育”蜗牛文化特色逐步彰显。学校以残障学

生个体发展为基础，在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文化教育、康复训练的同时，充分

尊重每个学生的发展需要和可能，开展学生生活适应、社会适应及职业技能培训

教育，积极为学生将来有质量的生活奠定良好基础。

近几年，学校积极探索，从国家、地方、校本层面出发，因地制宜构建起了

“慢教育 真人生”的课程体系，具体包括 “慢文化”、“慢生活”、“特需”

三大课程版块，并在学校各项活动中全面实施，致力于为每一位残障孩子提供展

示自我、超越自我的平台，培养学生阳光自信、乐观向上的品质。

二、慢教育课程目标

（一）学生发展目标

1、培智部学生发展目标：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行为习惯；具有初步的社会公德和法制意识；具有良

好的身体素质和健康的生活态度；掌握基本的生活、劳动技能；具有基本的文化

科学知识；学会适应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基本的实用性知识和技能；具备一定的审

美情操，成为适应社会生活的公民，为实现幸福美好人生奠定基础。

2、聋生部学生发展目标：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法制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具有社会责任

感，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具有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

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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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生活自理能力、社会适应能力和就业能力；具有健壮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

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具有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的品质，成为有

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公民。

（二）教师发展目标

具有良好的师德品质，具备扎实的学科专业技能和专业文化素养，具有教育

科研能力，具备个人爱好专长，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蕴，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

了解课程改革的时代背景；熟悉课程理念、课程目标和课程结构。在课程实

施中，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和教学过程；能充分利用教育资源。会解读教材，灵活

使用教材。掌握基本的信息技术，善于把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充分整合。在教育

教学过程中，关注学生的已有经验和兴趣爱好、个性特长等发展特点。

三、慢教育课程体系

我校慢教育课程体系涵盖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以“慢教育·真

人生”理念来指导实施。根据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中的一般性课程，构建了学校

“慢文化教育学科课程”，简称“慢文化课程”；同时，我校立足学生个体成长、

家庭期望及社会需求，结合国家课程中的选择性课程，开发校本课程，形成“慢

生活课程”和“特需课程”，慢生活课程是指学校开发实施的以集体教育（团体

教育）来促进学生获得发展的校本课程；特需课程是指学校开发实施的以个体教

育（一对一教育）来促进学生获得发展的校本课程。（见表 1）

表 1.慢教育课程体系

慢教育课程

选择性课程

特需课程
（个训）

学校开发实施的以个体教育（或
一对一教育）来促进学生获得真
人生发展的校本课程。

一般性课程

慢生活课程
（团体）

学校开发实施的以集体教育
（或团体教育）来促进学生获
得真人生发展的校本课程。

慢文化课程
（慢文化教育课程）

以慢教育理念实施国家、地方开设

的学科文化课程。



3

四、慢教育课程设置与课时安排

（一）课程设置

我校的慢教育课程设置，根据学生的残疾类别，分培智部和聋生部实施。

培智部慢教育课程包括：慢文化课程、慢生活课程、特需课程。慢文化课程

是根据 2007 年教育部颁布的《培智学校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四川省地方课程

中的一般性课程，包括：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活适应、劳动技能、唱游与律

动、绘画与手工、运动与保健七项；慢生活课程是学校根据培智部学生的状况，

以及《培智学校课程设置实验方案》中的选择性课程，开发实施的集体教育校本

课程，包括：艺术休闲、社区适应、信息技术、英语、转衔与职业教育、蜗牛六

艺课程等六项，其中蜗牛六艺是指受学校“慢教育”文化滋养而形成的蜗牛乐队、

特奥小组、情景剧团课程；特需课程是学校根据培智部学生的状况开发实施的个

体教育校本课程，包括：个体康复课程和送教上门课程两项，其中康复课程又包

括了感统训练、物理治疗、作业治疗、言语与语言治疗、音乐治疗、情绪与行为

干预。（见表 2）

表 2.培智部慢教育课程框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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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智部课程的实施课时安排，上午课程主要是学生在本班进行基础课程的学

习，下午课程则以走班制的形式，进行自我照顾、居家生活、社区体验、兴趣特

长培养、职业体验、转衔教育、技能实训等课程的学习。对于情绪行为问题严重

的学生，学校实施“一对一”特需康复课程，或者送教上门特色服务课程。由本

班老师每周定时上门为其提供教学服务，同时每周安排孩子到校进行感统训练，

以医教结合的方式服务孩子。

学校下午的走班制课程，我们根据学生在各个领域不同的能力水平，将他们

分到不同的班级中开展教学。根据学生的年级就近原则，培智部低段的老师将学

生分为两大组（二、三年级一组；四、五、六年级一组），每一大组里根据学生

障碍类型和各领域的现有水平，分为三个小组，分别取名太阳组、月亮组和星星

组，对应相应能力的 A、B、C层。每一个小组由专业发展各有所长的老师们任

课。例如主攻言语治疗的老师，负责沟通课的教学；专攻音乐治疗的老师，负责

艺术课的教学；而感统训练需要具备医学背景的康复老师，学校则通过购买服务，

聘请市内知名感统训练专业人士到学校进行教学。

聋生部的慢教育课程也包括：慢文化课程、慢生活课程、特需课程。慢文化

课程是根据 2007 年教育部颁布的《聋校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设置，包

括：品德、语文、数学、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沟通与交往、历史与社会、

科学、外语、综合实践活动十一项；慢生活课程是学校根据聋生部学生的状况开

发实施的集体教育校本课程，包括：学科拓展、蜗牛六艺、职业教育三项，其中

学科拓展包括阅读与欣赏、实用数学，职业教育包括计算机、服装设计、工艺美

术，蜗牛六艺课程是指受学校“慢教育”文化滋养而形成的“蜗牛艺术团、蜗牛

梦工厂、蜗牛健将队、蜗牛服务队”等团队活动课程。特需课程是学校根据聋生

部学生的状况开发实施的个体教育校本课程，包括：听觉言语训练、个性化职业

发展、普法小课堂、心灵驿站。（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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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聋生部慢教育课程框架图

（二）各科课程周教学时间表（见表 4、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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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培智部慢教育课程周教学时间表

学科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慢

教

育

课

程

慢

文

化

课

程

生活语文 4 4 5

生活数学 2 3 5

生活适应 3 2 1

劳动技能 1 2 3

唱游与律动 3 3 2

绘画与手工 3 3 2

运动与保健 4 3 2

慢

生

活

课

程

信息技术 2

艺术休闲 2 2 2

英语 2

社区适应 2 2 2

转衔与职业教育 1

蜗

牛

六

艺

蜗牛乐队 1 1

特奥小组 1 2

情景剧团 渗透于教育全过程及晨检课

特

需

课

程

康

复

课

程

感统训练 个别化抽离，每周 1次。

物理治疗 个别化抽离，每周 2次。

职能治疗 个别化抽离，每周 1次。

言语治疗 个别化抽离，每周 1次。

音乐治疗 个别化抽离，每周 1次。

情绪与行为干预 个别化抽离，每周 1次。

送教上门 每周 1次 每周 1次 每周 1次

合计 28 28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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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聋生部慢教育课程周教学时间表

学科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高一 高二 高三

慢

教

育

课

程

慢

文

化

课

程

品

德

品德与生活 2

品德与社会 2

思想品德 2

思想政治 2

语文 8 7 7 6

数学 5 5 5 6

体育与健康 3 3 2 2

艺

术

律动 2

美工 2 2 2

劳

动

生活指导 1

劳动技术 1 1 2

职业技术 4 4

沟通与交往 3 3
历史

与社

会

历史 2 2 2 1

地理 2 2 1

科

学

科学 2

生物 2 1

物理 2 2 1

化学 3 1

外语 2 3

综合实践活动 2 2 1

慢

生

活

课

程

学科

拓展

阅读与欣赏 1 1 1 1

实用数学 1 1

蜗

牛

六

艺

蜗牛艺术团 学校艺术团集中训练

蜗牛梦工厂 蜀绣、剪刻纸 2 单考单招集训

蜗牛健将队 学校体育组利用“阳光体育”时间开展活动

蜗牛服务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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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教育

计算机 2

服装设计 2

工艺美术 单考单招集训

特

需

课

程

听觉语言训练 聋儿学前语言康复（单独增补短课形式执行）

职业体验 1

普法小课堂 根据需求，个别化辅导

心灵驿站 根据需求，个别化辅导

合计 28 29 33 34

（三）教材的使用

教材内容的选择要以学生生活自理和社会生活适应的需要为依据，重视内

容与现实生活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经历与学习兴趣，体现基础性。教材有一

定的弹性，以适应教师对学生实施个别化教学的需求，教材的选用可根据本班学

生的年龄特点、智力程度、接受能力，在已有教材的基础上进行恰当的使用与选

编，要具有本班的特点。我校教育教学参考的教材有：全日制聋校教材、北师大

版普教教材、全日制培智学校教材、幼儿园游戏化活动课程、朝阳区安华学校培

智教材、河北省特殊教育学校培智教材、上海辅读教材、浙江省培智学校支持性

教材、北京西城区培智教育综合教材、学校自编教材等。

五、慢教育课程实施

（一）组织机构

成立课程建设工作小组，负责具体实施：

组长：石彩霞（校长）

副组长：夏伶俐（副校长）、樊懋（教学主管）

成员：周松（德育主任）张静（教科室主任）、王玲（教师发展中心主任）、

叶云（学校名师工作室主管）、宋文红（教研组长）、颜雪莲（教研组长）、汤

燕庆（教研组长）、高一（教研组长）

（二）保障措施

1、加强宣导，转变观念，统一思想。组织引导教师认真学习《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聋校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培智学校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和我

校的课程建设方案，参与研讨、交流，同时邀请专家指导，帮助教师树立正确的

教师观、学生观、课程观和教育评价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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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立课程培训及课程实施专项经费保障机制，学校每年给予一定的经费作

为课程建设资金，保障课程建设的运行。

3、立足个体需求，提高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实施成效；完善慢生活课程和特

需课程体系，补充课程内容，丰富课程资源，提高两类课程的实施效果。

4、对已经开设的校本课程进行全面评估，引导教师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课程

内容与要求，调整或取消质量差、教学效果不理想的课程项目。

（三）课程培训与研习

1、加强课程建设理论培训，通过集中学习、专题研讨、小组研习，使教师

深入理解课程改革的目的、目标与要求，对为什么改、改什么、怎么改，形成共

识，提高教师的思想认识水平与适应各类课程教学的能力。

2、围绕课程开发的理念与技术，开展多种形式的教师培训。用好多种校内

外资源，组织多种形式的培训活动，如：专家报告、实地考察等，增强教师的课

程意识，提升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

3、充分发挥学校名师工作室及各级教学骨干的示范带头作用，搭建研讨论

坛，进行专题讨论。

六、慢教育课程评价

（一）对学生的评价

1、结合 IEP作出科学评价。在对学生期末评价时，结合学期初拟定的 IEP，

就各大领域的发展情况，作侧面图的描绘，直观表述学生的能力发展变化情况。

2、档案袋记录为评价提供依据。为每一位学生建立一个成长记录袋，内含

学生在学习的所有成果作品，教师负责收集，学期末通过观察、比较，得出发展

水平的变化，为评价提供依据。

3、评价过程中要尊重学生在生理、认知、个性特点等方面的个体差异，注

重每个学生的发展，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被评价对象，关注他们的潜能发展。

（二）对教师的评价

1、加强教学流程管理，从备课、上课、听课、作业辅导、教育评估等多方

面对教师进行评价。定期开展系列高效课堂教学实施评比活动，如：教学设计评

比、优质课、示范课、研讨课、成功案例分享会等，以 2个名师工作室和 4个教

研组牵头，提升教师的教学基本功。

2、加强过程性的评价，对课堂教学的督导，通过推门观课全面了解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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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课集中研讨，随堂课互评互议等多种形式，提升教师教育教学能力，提高课

堂教学质量。进一步完善《双流区特殊教育学校慢教育课程质量评估标准》，并

有效开展评估。

3、形成《教师专业成长档案袋》，为教师业务评价提供依据。加强教师的

业务提升，由教师发展中心牵头，开展各种校内外的培训活动，根据每位教师的

专业发展方向，制定《教师专业成长规划》，提高教师整体专业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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