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任编辑：金 澜 版面设计：余江燕

电话：0571-87778092

E-mail：zjjyb1@163.com2 2024年7月9日 星期二

综合新闻

□本报记者 金 澜

下课铃声响起，随班就读的特需学

生小王（化名）拿到了回家作业——课

前预习单。对比其他学生的那份，小王

手上的这份在题目难度、类型和数量上

都有很大差别，这是任课教师为他定制

的个别化作业。

随着融合教育发展，一批中轻度障

碍的残疾学生进入普通学校随班就

读。受限于生理、心理因素，他们中的

一部分很难跟上教学进度，面对常规的

课前课中课后作业，只能被动等待同伴

和家长的帮助。长此以往，他们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被挫伤，也很难真

正融入班级。

从事特殊教育研究26年的杭州市

萧山区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特殊教育教

研员邵立锋，敏锐地察觉了症结：这些

作业超出了特需学生的能力范围，是他

们随班就读过程中的“负担”，也是融合

教育高质量推进需要突破的瓶颈。因

此，从去年起，萧山区针对随班就读的

特需学生开启了一场个别化作业改革。

目前萧山区义务教育段随班就读

的特需学生有200多人，除去部分通过

佩戴辅助工具可以跟上正常学习进度

的，需要定制作业的有100人左右，主

要为智力障碍者和心理疾病患者。摸

清底数后，邵立锋有的放矢，通过“定点

培育+循序辐射”的方式到萧山10个教

学片区进行巡回主题培训，对如何设计

个别化作业作了要求、流程和行动上的

规范。

邵立锋要求教师“一人一案、一课

一析”，在设计作业前先填写作业基点

观察、作业起点分析、作业落点链接3

张表，并召开研判会，邀请家长、校长、

班主任等到场，形成作业设计评价共

识。其中，作业基点观察是为了明确学

生的障碍程度、课堂习惯、作业支持力

度，作业起点分析总结出学生的作业优

势经验和劣势经验，作业落点链接则具

体到每一课时的作业要求。

进行系统分析后，教师设计个别化

作业得心应手，也不会增加太多负担。

渔浦小学首席资源教师傅利丹给学生

小韩（化名）设计了《花钟》一课的作业

单，题型以朗读和抄写生字、连线、填空

为主，“我对小韩进行了作业能力剖析，

发现他不具备归纳概括和写作文、拍照

等能力，单课时能掌握的新词组不超过

5个”。拿到匹配自身能力水平的新作

业单后，小韩能和其他学生一样独立且

高质量地完成，傅利丹也不用刻意放慢

上课进度来照顾他，小韩开始融入这个

班级。

随班就读的特需学生除了上大

课，还会在大课间、午休及晚托时间到

学校资源教室上一对一或一对多的小

课。小课除了康复训练，还有一些实

践课程。邵立锋介绍，经过一段时间

的试行，发现一些特需学生在完成学

科书面作业上遇到了拦路虎，因此他

鼓励学校进一步拓宽思路，结合学生

生活实际，丰富个别化作业形式，关注

特需学生情感、劳动、习惯等方面的作

业育人效能。为了不影响特需学生正

常的课堂学习，这些创新的个别化作

业被放到小课环节来完成，因人而异、

按需定制，让特需学生获得更多的成

长乐趣。

大课间，6名特需学生正在湘湖小

学的“融合部落”里上财商课。这个学

期，他们先是在室内掌握100以内的加

减乘除，然后到学校农场采摘蔬菜瓜

果，再到校门口售卖。学校首席资源教

师楼芬芳告诉记者，特需学生面对同一

个知识点，纸笔作业的准确率比较低，

但改为在实践中学习后，知识的达成率

特别高。例如，直接做口算题，有的学

生做不对，但是让他们数果子、分果子，

就能算对。此外，美术和劳技的常规作

业需要使用复杂工具及长时间集中注

意力，不适合特需学生，学校就开发了

涂色、书法、剪纸、水培、烘焙等适合他

们能力水平的实践作业。

看到特需学生的变化，邵立锋又有

了新思路，他鼓励教师在作业评价上动

脑筋，“很多学校都会评选优秀作业并

进行展示，特需学生入选概率非常低。

教师要在课堂上多为这些学生点赞，让

他们都能看到自己的进步”。

据此，该区一所小学开发了一种作

业评价方式——大众评审法：让学生们

在教室里选择位置张贴自己的美术作

业，之后发给每个学生3颗“星星”，一

颗送给自己认为最好看的一幅作品，一

颗送给进步最大的一幅作品，还有一颗

送给帮助过自己的好朋友的作品。根

据“星星”数量选出前几名，优胜者上台

介绍创作心得。几次操作下来，特需学

生基本都能入选，他们登台介绍时特别

自信认真，下课后，还有不少普通学生

主动找他们探讨分享，有的特需学生由

此交到了好朋友。

截至目前，萧山区已建立起一支个

别化作业百人研发团队，覆盖50余所

学校的特需学生，区里还有相关的教研

论坛、作业设计和专题论文评比活动，

旨在让更多的学校和教师为特需学生

的成长服务。

近日，“知·行中国——美国高校青年代表团暑期研学
项目”首站打卡杭州，20多名来自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
康奈尔大学等世界知名高校的美国青年与北京大学的学
子，开启了主题为“中国发展的形与势”的研学之旅。图为
美国青年在临平区体验小酥饼制作。

（本报通讯员 费陆斌 摄）

美国青年游学杭州

丽职院师生
连续10年摆公益茶摊

本报讯（通讯员 朱军连）郁郁葱葱的百年大樟树

下，1张桌子、3个茶桶、4把椅子外加2名学生志愿者……

6月29日上午9时，丽水职业技术学院大门口的“樟树脚

茶摊”一支起来，园林工人吕大德就拿着水壶过来了。

“樟树脚茶摊”供应的有绿茶、红茶、夏桑菊、金银

花。装着茶水的保温桶整齐地摆放在茶摊内，保温桶旁

是一个茶杯消毒柜。志愿者占春介绍，一个上午，路过的

市民已经喝掉1000多杯茶水了。

据了解，茶摊是由学校师生在2015年发起的公益项

目，开放时间从上午9时到下午5时，向周边社区居民和

过往路人免费提供茶饮。每年6月下旬开始至10月结

束，10年来从未间断。

小小茶摊陪伴了周边市民、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

工地工人等数万人度过酷暑。除了根据市民口味调整茶

水的供应，学校还充分利用茶摊旁100平方米的空场地，

摆放宣传中国茶文化、市民文明公约等内容的展板。

随着光顾茶摊的人越来越多，“樟树脚茶摊”已不仅

仅是一处简单的茶摊，更是学校的一个新时代文明实践

点，学生们以茶为媒，志愿服务范围从茶摊辐射到周边的

乡镇街道、社区、学校。校团委负责人介绍，自“樟树脚茶

摊”设立以来，学校组织青年志愿者在茶摊集结出发，有

1.1万人次参与了社区服务，社区志愿服务总时长已超过

70万小时。

本报讯（通讯员 陈立强 郑博文）
7月1日，一年一度的“周妈妈”爱心公益

暑托班又开班了。30余名师生在宁波市

鄞州区塘溪镇中心小学党支部副书记周

妙亚的带领下，来到沙氏故居和鄞州农

村党史馆沉浸式学习红色知识。

2013年，在赤堇小学任教的周妙亚

在家访中发现，塘溪镇一些外来务工人

员平日里忙于生计，家中的孩子没人照

顾。于是从2014年开始，周妙亚办起了

公益暑托班。她会在假期前排摸出需要

特别照顾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少则十

几个，多则二三十个，并把他们接到家中

过暑假。为了方便开展课程，周妙亚把

自家一楼70多平方米的空间腾了出来，

丈夫负责打下手，给孩子们准备餐食。除

了在家里上阅读、写字、美术、手工等课

程，周妙亚还会带着孩子们去郊外游玩、

做义工，让他们度过一个充实的暑假。

周妙亚的女儿华星辰，自9年前初

中毕业后，就当起了“周妈妈”爱心公益

暑托班的志愿者。高中毕业考入师范

专业后，华星辰每个暑假都会结合自身

特长给孩子们上课，如今在镇安小学任

教的她已经是暑托班的主力了。

据悉，在华星辰的推动下，今年的

暑托班给孩子们安排了丰富的课程活

动。室内课程有科学实验课、茶艺课和

小郎中课等；室外课程则是带孩子们去

科学探索中心、博物馆，并邀请退役军

人为孩子们训练队列与军姿，同时还策

划了两期“我陪孩子读经典”活动。

金华成立
高校知识产权路演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吕灵艳 曹 华）7月5日，高校知

识产权路演基地在金华职业技术大学成立，并举办了首

场路演活动。

据悉，该基地由金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经济技术开发区

分局与金职大携手共建。基地内部设有展示区、互动区、会

谈区、宣教区等多个功能区，通过实物展示、模型演示、互动

交流等多种方式，实现专利转化成果的多维度、广覆盖展

现。活动当天，金职大发布了398项专利技术用于转让，并

有252项专利技术参与开放许可，现场与浙江亚峰药厂有

限公司、浙江硕和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就专利许可

及转让进行了签约。浙江硕和机器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说：“以前我们寻求投资机会，却苦于没有好项目，

而高校科研成果中有很多高价值专利，但缺乏沟通渠道。现

在有了知识产权路演基地，给了企业更多的选择空间。”

近年来，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积极致力于解决专利

转化运用的瓶颈问题，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与动力，

推动技术、资本、人才等资源要素的高效配置与有机整

合。截至目前，该区已成功促成产学研合作项目超过

1450项，技术交易金额累计达到1.4亿元。

暑假伊始，衢州市巨化第三小学学生来到柯城区衢
化街道滨一村社区参加“与‘泥’有约，小小陶艺师”非遗
拉坯活动，体验非遗文化的魅力。

（本报通讯员 吴铁鸣 陈 慧 摄）

宁波一对母女教师接力开设公益暑托班

□赵博雅

近日，由校友企业浙江鑫润工程管理

有限公司、铭扬工程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捐

赠的盾构机在杭州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落

户。该盾构机全长58米、重400吨、刀盘

直径6.34米，后附5节配套台车，曾服役于

杭州地铁1号线、5号线部分隧道的掘进。

杭科职院也成为全省第一所拥有实体盾构

机的高校。

“由于盾构机的工作场所是地下，即使在

施工现场，我们也很难看到它的‘真面目’。”

杭科职院城市建设学院院长金波介绍，“有

了这台实体整机，盾构机的构造、运动模式

及操作方法能够更直观展现，对于智慧建

造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和学生实践都大有

裨益。”

随着建筑业转型升级步伐的加快，行

业对建造人才的能力提出了新要求。城市

建设学院不断探索校企合作新形式，在实

训基地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与校友企业

展开紧密合作，双方互嵌共生、互动共长，

不仅培育了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也

为建筑行业的智慧升级贡献着力量。

产教融合共育智慧建造专业人才
城市建设学院前身是1979年创办的杭

州市城市建设学校，至今已有40余年的土

建类专业办学经验，培养的2万余名毕业生

中，企业高管有1800余名。学院充分发挥

校友资源优势，依托杭州萧宏建设环境集

团有限公司、五洲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

等行业头部校友企业，开办了多个特色创新

班，双方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阶段就开始

了密切合作，并通过工学交替、轮岗轮训等

活动的开展，全方位提升学生技术技能。

“以五洲现场工程师班为例，毕业生不

仅可以直接进入集团工作，薪酬也比社招

员工高20%~30%。对于企业来说，合作

培养的学生除了技术技能过硬，更重要的

是他们已经度过了职业迷茫期，明确了自

身的发展方向，岗位忠诚度也会更高。”城

市建设学院党总支书记戴雯说。

随着杭州从“建筑业大市”向“建筑业

强市”加速迈进，2020年，学院以产业数字

化和智能化为导向，将专业课程打通重构，

创新智慧施工、管理、运维人才培养体系，

不仅同企业合作开设了一系列特色课程，

还邀请其共同参与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的

建设。此次盾构机的落户，为学院管、隧道

人才培养创造了新机遇，未来学院还将在

厂房内打造智慧教室和实验室，并同信息

技术企业紧密合作，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

升级同向而行。

校友型“双元育人”模式加速了学生成

长，联合培养的“新型学徒”技术应用能力

和创新能力明显好于同届毕业生，学院对

中国特色学徒制育人模式的相关探索经验

已入选全国住房和城乡建设职业教育行指

委优秀案例。

科教融汇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除了为校友企业输送人才，学院还

与这些企业合作建立了多个博士企业工

作站。我们的研究人员通过参与企业研

发项目，不仅能持续推动自身研究的深

入，还能帮助企业攻克多项技术难题，在

推进科教融汇的过程中，不断提升技术服

务水平，从而为新质生产力的培育提供支

持。”金波说。

鼎宏荣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是学院合

作的校友企业之一，在承担嘉兴市市政管

网改造施工任务的过程中，遇到了顶管施

工管节易变形、节点易偏位等技术难题。

学院智能建造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范大

波带领团队，通过分析现场作业数据、反复

试验顶管施工顶力控制的可能办法，总结

出“压注膨润土触变泥浆减摩的施工工

法”，不仅解决了企业施工难题，还将这一

工法推广至嘉兴市其他市政项目中。该工

法获评2023年度浙江省省级工法，其关键

技术经鉴定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在深度参与企业项目的过程中，教

师们也将行业最前沿的信息和知识带回

了课堂，一些经典案例还走进了学院的

鲁班讲堂，为师生的学习研究提供了新

思路。截至目前，学院的校企联合横向

课题研究已开展48项，授权专利69项，

其中发明专利18项，为企业贡献经济效

益5000万元。

随着盾构机进校园，学院启动了实训

基地提升改造工作，“城市隧道工程施工”

“地下工程施工组织与管理”等一批瞄准地

下工程智慧建造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将

迎来从教学内容到教学组织的新升级，企

业所需要的盾构机操作、现场组织管理等

技能培训课程也已提上日程。金波说：“由

盾构机带来的生产技术与生产方式的变革，

是新质生产力推动建筑业发展的典型案例，

如何培养新质

生产力所需要

的新劳动者，

则是学院育人

模式改革的重

要课题。”
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教育展台

杭科职院城市建设学院：

一台盾构机催生的教学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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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萧山区：

个别化作业让特需学生“被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