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扬生命活力  打造西部特殊教育璀璨明珠 

——成都市成华区特殊教育资源中心（学校）介绍 

 

近年来，在成华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成华区深入贯彻党的

十九大关于“办好特殊教育”的精神，聚焦实施“教育强区工程”，

聚力教育综合改革，狠抓国家和省市特殊教育二期提升计划工作落实，

持续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发展，努力为每一个孩子提供公平而有质量的

教育。形成了“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

以送教上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的全面融合教育工作体系。二期特教

提升计划实施以来我区融合教育取得显著成果，支持保障到位充足，

内涵质量提升。 

目前，区域共有 60所中小学（含特殊教育学校 1 所），55个校

点承担随班就读任务。高标准建成区级特殊教育资源中心 1 个、二级

资源教室 5 个、三级资源教室 27 个，形成“1+5+N”的片区化、圈层

化的融合教育模式。共有残疾学生 364 名，其中随班就读 256 名，特

教学校 89 名，送教上门 19 名。残障类别包括视觉障碍、听觉障碍、

言语障碍、智力障碍、肢体障碍、精神障碍（含孤独症）以及学习障

碍、情绪行为障碍、发育迟缓等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儿童少年。 

一、聚焦质量，残健共融，奋力推进全域融合教育优质发展 



2016 年 5 月，在区特教学校建设特殊教育资源中心，由分管副局

长担任中心主任，小教科科长和特教学校校长担任副主任，统筹管理

全区特殊教育（含特教学校、随班就读及送教上门），围绕“进得来、

坐得住、学得好”的目标推进融合。形成了 1 个区级资源中心、5 个

二级资源室（东西南北中）、N 个教学点的

“1+5+N”片区化、圈层化的融合教育体系。

2021 年秋季，在二级资源教室基础上，建立五

个融合教育工作坊，引进高校、省教科院、省

市特教资源中心专家学者，从包容文化、IEP

制定、课程建构、教学调整、活动设计、行为

干预、种子教师培养等整体全面推动区域融合

教育，系统解决融合教育的痛点、难点、堵点

问题，满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大力推进中

心职能转化，拓展延伸出规划管理、评估安置、

师资培训、巡回指导、教育咨询、特教研究、

送教辐射、教育宣导、督导评价智能，为全区

普通学校、特教学校的师生和家长提供特教专业化服务，让每一个残

疾儿童少年得到适合的教育，吸引了桂林市教育局、渝北区教委、德

阳市特教资源中心、眉山市特教校长跟岗培训班、南充市特教资源中

心、广安市特教资源中心、桂林市象山区教育局、来宾市武宣县教育

局融合教育培训班、广东惠州市特殊教育考察团等地区访问考察。成

华区融合教育成功经验在成都市教育局、市残联举行二期特殊教育提



升计划中期推进会做交流发言，资源中心获评成都市首批示范性资源

中心、成都市送教上门先进集体，6 个二级资源教室获评成都市示范

性资源教室，成都市二期特教提升计划工作成绩突出单位，市政府特

教提升督导评估位居全市前列。 

二、建优顶层，变革课程，系统整体推进特殊教育供给侧改革 

特教学校以“让每一个孩子都有尊严地生活”的办学使命，确立

“让生活走进课堂.让学生走向社会”的核心教育理念。前期在缺乏

国家统一培智课程标准和教材情况下，组织教师以智障儿童为中心，

深化特教课程改革，推行个别化教育，形成以“生活适应”为核心、

以“社会适应（融合）”为导向的《基于融合的智障儿童“适应性教

育”之 338 特教课程模型》，“3”指横向结构课程：“一般性课程+

选择性课程+统整性课程”，在自然环境支持下补偿缺陷、挖掘潜能、

康复身心，满足智障儿童共性发展和差异性发展；“3”指纵向功能

课程：“发展性课程+功能性课程+转衔课程”，以智障儿童基本能力

发展为根基，促进智障儿童与家、校、社互动与适应，推动智障儿童

从“学校人”到“社会人”的转化。“8”指外围课程系统：人文环

境系统、课程管理系统、实践课程系统、特色教育项目、课题研究、

家庭支持系统、社会辅助系统、人力资源系统。科学系统的特教课程

探索，走出了一条培智学校改革创新的内涵发展之路，写入 2021 成

都市政府特教督导评估报告，社区参与、职业态度等社会适应能力得

到大幅提升，部分特殊孩子可独立上放学，22 人次获省市区优秀学

生、美德少年，获国家省市区级艺术一等奖 14 个，在世界、全国省



市特奥运动会获 19 金 13 银 15 铜。教师获市区优秀 44 人次、区学科

带头人 5 人、成华榜样 1 人、成都市骨干教师 2 人、成都市特级校长

（2021）1 人、成都市未来教育家培养对象 1 人，建有成华区级名师

工作室 1 个、成都市名校长工作室（第三届）1 个。突出的课改成果

在中国教科院、人民教育出版社、北师大、西南大学、川师大、乐山

师院、岭南师院等全国省市 60 多次交流分享，学校获评全国家庭教

育指导实验基地、教育部校本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学校”、教育部重

点资助项目“全国重点实验基地”等全国省市先进集体 31 个，吸引

20 多个省市区和 13 个境内外同行到校考察，被《人民周刊》、《中

国教育报》、《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国家语言文字报》等全国省

市媒体报道 100 余次。 

三、响应需求，关注终身，直面特殊教育痛难点实践创新 

源自家长不断追问：“老师，我的孩子毕业后怎么办？”，而目

前中西部培智高中教育空白，义教后学生无助、家长焦虑、教师迷茫。

倒逼关注社会需求，变革培智课程教学形态，破解智障学生从“学校

人”到“社会人”的转衔难题，来回应社会需求，便组织教师开展《高

年级中重度智障学生从学校到社会转衔教育的实践研究》，并立项为

2014 成都市基础教育重点课题、教育部十二五规划课题子课题。研

究以义务教育阶段 7—9 年级中重度智障学生发展需求为出发点，以

提升生活能力品质、适应未来变化、融入主流社会为目标，以课程系

统和支持系统构建为策略，帮助智障学生实现由学校的学习能力培养

向社会的自我生存能力培养转换。历时近八年的实践研究，最终建构



形成了安置导向、职特融合为特色的中重度智障学生毕业安置方式体

系、转衔目标体系、转衔课程体系、转衔教学实施体系及双师型培养

体系、环境支持体系、教学评价体系六位一体的易操作、可评估、有

保障的新型化培智教育教学实践体系。近年来，毕业学生，社区安置

7 名（基本生活自理）；就业安置 15 名学生（其中 14 名庇护性就业，

1 名在酒店支持性就业）；教育安置 2 名（升入培智高中）。帮助学

生融入社会，解放了家长，为家庭带来了希望和梦想。研究成果获 8

个全国省市学术类一等奖、市教育局 2017 教学成果二等奖、省政府

第六届普教成果二等奖、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中西部唯一一个），

并出版著作 1 部，受邀长春、昆明、西安、成都、广州等全国各地

11 次做交流分享。 

四、携手高校，创新机制，开启四川特殊教育合作办学先河 

为加快区域特教专业发展，2015 年 5 月特教学校与四川师范大

学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加挂“四川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实验学校”校牌。

借力高校人才智力和科研优势，在课程建设、课题研究、随班就读、

名师帮带、课堂诊断、特教国际化等开展合作，助力残疾孩子康复发

展。合作课题《高校与特殊教育学校双向融合的特殊教育专业支持保

障制度建设改革试点》被列为四川省教育体制改革项目，省残联主要

领导评价，“成华特校和高校合作，是四川高校与地方特教学校探索

深度共建的首创，是四川特殊教育事业的一件大事”。办学形式契合

省委省政府提出“一干多支”发展战略，省残联、中残联官网专题报

道。 



五、抢抓机遇，合作交流，主动融入“成渝双城经济圈”战略， 

加强与西南大学特教学院深度合作，开展课堂教育教学、师资培 

训等方面交流，为“2020 重庆市特殊教育骨干教师培训”做专题讲

座。近年来，吸引了渝北区、渝中区教委和璧山、长寿、大足、北碚

等特校来特校参观访问或跟岗学习，共同探究特殊教育发展。积极发

挥成都市第一联盟特殊教育学校发展共同体龙头学校作用，牵手新都、

大邑、金堂、简阳等特教学校，聚焦学校领导力、课程教学、课题研

究、队伍建设、随班就读、教康整合、基层党建等项目工作，通过座

谈、论坛、观摩、培训、研讨、送培等形式，开展线上线下互动交流，

促进联盟共同体学校内涵质量和办学水平提升（全市二期特教评估联

盟整体名列前茅）。 

 

“扶贫先扶智”，智障儿童作为最为弱势的特殊群体，事关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能否实现，在成都市深入推进“建设全面体现新发

展理念城市”进程中，特殊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需要一大批勇于担当、敢想敢干的教育工作者在成都这片沃土上辛勤

耕耘和改革创新，来增进残疾儿童和家庭的社会福祉。无疑，成华特

教教师群体的不平凡事迹正生动地诠释了一名名基层教育工作者的

责任与担当，书写着成华特教人为了残疾孩子的美好明天而做出的不

懈努力与追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