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先进理念，点亮人生

“在美国的特殊教育中，特殊学生被

视作是上帝派来的天使， 特殊教育的老

师是一份非常崇高的职业， 是在为天使

提供最优质的教育服务，他们手擎火炬，

点亮他们幸福的人生。 ”

———上海市盲童学校校长徐洪妹

1912 年成立的上海市盲童学校，是

上海唯一一所招收视力残疾学生的学

校。在百年时光的砥砺中，该校逐步形成

涵盖幼儿、小学、初中、高中及职业中专

各学段，盲、低视力、多重残疾三大板块

在内的视障教育体系。在全国盲校中，学

制最长，体系最全。

学校在分析百年名校历史和盲校学

生特点后，逐步提炼出“点亮人生”的办

学理念。最近 5 年来，这一办学理念越来

越丰富，越来越完善，指导着盲校人手擎

火炬，点亮学生的幸福人生。

“点亮人生”，就是通过医教结合、针

对差异的方法，关注盲童的生命价值，引

导他们去感知、理解、珍惜生命，在教育

中传递知识、培养技能、挖掘潜能，点亮

盲童心中自强不息的明灯， 让盲童以自

己独特的方式看到美丽世界， 让每一个

盲童鲜活的生命由“活着”走向“活好”进

而升华为“活出价值”。

“点亮人生”的目标，则是培养“残而

有为”的现代化学生，成为基础扎实、个

性突显、人格健全、适应社会的学生。 “基

础扎实”，就是掌握较扎实的文化基础知

识和视觉缺陷补偿的基本技能；“个性突

显”就是具有音乐、体育、手工、职业技术

等一技之长；“人格健全”就是正视缺陷、

乐观向上、自强不息、意志顽强；“适应社

会” 就是具有较强的人际沟通能力和良

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关心和了解社会，最

终融入社会。

确立了先进的理念和目标后， 盲校

在教学实践过程中， 逐渐探索出一套行

之有效的方法论， 并将之系统化地运用

在校园文化、课程教学、德育管理、师资

队伍等方面， 并达到课程先进、 设备先

进、师资先进的一流办学水准。

2 先进课程，开发潜能

“我上初一时还不敢独自外出，在学

习完定向行走课程后， 我学会了盲杖使

用、听声辨位等技巧，可以利用路标、环

境线索独立出行了。现在，我可以一个人

搭地铁和高铁，回到无锡的家。 ”

———上海盲校一名 17 岁的初中生

随着视障儿童的障碍类别多样化、

障碍程度严重化， 以集体课堂教学为主

的传统视障教育已难以满足学生的个性

化教育需求。 构建视障儿童个性化教育

康复实践模式，提高视障教育质量，成为

亟待解决的问题。

根据“医教结合、按需施教”的课程

理念， 上海盲校从视障学生的身心特点

出发， 构建出共性课程和个性课程并存

的课程框架。其中，共性课程主要有幼儿

园课程、多重残疾课程、九年义务制教育

课程、高中课程、中专职业教育课程等。

而作为特殊教育学校， 个性化课程成为

重中之重。

经过大规模调研， 盲校的个性课程

确定了“缺陷补偿、开发潜能”的宗旨，并

将课程设置为五大类：

■补偿类课程： 引导学生通过剩余

视力、听、触、嗅等其他感知觉通道获取

信息，并借助盲文、印刷字和各种辅助性

技术，满足学习需要和沟通交流。

■康复类课程： 借助专业技术手段

帮助视障学生改善障碍对其生活及学习

的影响， 或促进其某些相关领域更好地

发展。

■功能类课程： 考虑学生本身能力

和在适应环境上的独特需求， 开展培养

实际生活中重要且必备的活动与技能。

■保健类课程： 为了保护和增进学

生的身体健康而采取的措施和手段。

■特长类课程： 对有一定天赋或强

烈兴趣爱好的学生， 提供持续的学习机

会，提高学生技能水平，并创造各种展示

机会，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

根据课程体系，盲校成立了 11 个课

程小组，在原有学科课程的基础上，参照

美国和台湾等国家与地区的盲校课程体

系， 开发出符合视障儿童需求的视功能

康复、定向行走、运动康复、言语语言康

复、感知觉康复、认知康复、心理康复、社

会适应、 职业康复、 作业康复及保健等

11 门特色课程。

历经 8 年研究和实践，涵盖上述 11

门课程的 “视障儿童个性化教育康复实

践模式的研究”， 获得 2018 年国家级教

学成果二等奖和 2017 年上海市基础教

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该研究取得了五项重要成果： 构建

了视障儿童个性化教育康复实践模式，

满足视障儿童个性化、 多样化的教育康

复需求；建立了包括教育康复课程方案、

11 门教育康复课程指南及相应教材在

内的视障儿童个性化教育康复课程体

系； 搭建了满足视障儿童个性化教育康

复需求，具有支持服务、培训、教育教学

资源收集等功能的视障儿童教育康复电

子平台； 编撰了涵盖 11 个康复领域，涉

及到不同学段、年级和安置形式共 51 篇

个案研究的视障儿童教育康复案例集；

组建了包括教师、 医生及其他专业人员

在内， 多种方式结合的专业化教育康复

队伍。

由此， 视障儿童的潜能得到最大限

度的挖掘，他们的学习能力、意志品质和

社会适应能力等获得明显提高， 教师专

业化水平同步提升。

3 先进设备，医教结合

在《种子嘟嘟会变成什么》的故事书

中， 每一页上都贴上了某个实物或实物

标本。 在《认识数字触摸书》和《10 以内

加法触摸书》书中，每一页都贴了相应数

量的物品， 把普通图书中的图画换成了

可以触摸的物品。

———上海盲校的直观教具

直观教学在视障教育中是非常重要

的教学方法， 运用直观教具更是不可或

缺。盲校在制作和使用直观教辅具方面，

曾经创下辉煌历史，生物、数学、物理等

各类直观教具达到 600 多件。

时光荏苒，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

和教育改革， 对视障教育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而上世纪 50 年代开发的部分教具

要么损坏严重，要么材料简陋，需要改进

或者二次开发。

为此，盲校成立了“百变工坊”教具

制作中心， 改制和研发目前教育教学迫

切需要的新教具； 把新老教具重新整理

分类，并附上使用说明等信息，逐步形成

了盲校的教辅具系统蓝图， 值得一提的

是，盲校重点探索了“改制和自制适合视

障学生的图书”。

比如《种南瓜》的经历故事盒。 在故

事盒里，有故事书文本、相关录音、一小

袋南瓜子、一包土、小铲子、小水壶、一小

截南瓜藤（模型）、一个小南瓜等。老师讲

述或播放录音， 当故事讲到与某个物品

相关的情节时，如“要浇水”，就拿出“小

水壶”跟学生一起做出浇水的动作。

通过类似的直观教学， 视障学生在

“阅读”的时候，就可以认识周围的物品

及其功能，丰富言语刺激，激发语言表达

欲望。

根据“医教结合”的理念，上海盲校

还搭建了个性化教育康复电子平台，该

平台是精准化实施视障儿童个性化教育

康复的数字载体。

在盲校的康复楼内， 世界领先的康

复设备比比皆是。使用时，教师利用内置

模块自主发起筛查与评估， 准确把握学

生个性化需求， 自动生成个性化教育康

复评估报告；随后，再依据评估报告制定

教育康复方案， 采用资源库自动推送的

优质课程资源进行个别化训练， 并对阶

段性训练结果精准化再评估， 直至达成

训练目标。

最近 5 年来， 盲校积极利用现代信

息技术， 加强直观手段， 建设数字化校

园 ， 开展了一系列信息化建设特色项

目 ， 如盲用软硬件建设 、 云平台开发

等， 通过医教结合的现代化硬件设备，

形成了让视障学生边学习边康复的优质

学校环境。

2017 年， 学校与苹果公司合作，开

展了基于 iPad 的盲校学科教学实践，学

生对信息技术的热情日益高涨；去年，学

校又与 AMD 中国公司合作，利用该公司

的技术搭建了计算机实验室， 方便盲童

学习基础及高级编程知识。

现代科技为信息技术和学科进一步

整合， 以信息化为盲教育赋能。 在这方

面，上海盲校再一次走在全国前列。

4 先进师资，国际视野

“他每天学习完后，弹琴、打鼓、吹口

哨，很喜欢到学校，除非感冒没法去。 他

到学校了才开心。 这个学校的老师们有

爱心，有责任心，默默无闻，积极奉献。 ”

———多重残疾学生刘王力的外公

一代一代教师的不懈努力， 让上海

盲校脱颖而出，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此

时此刻，教师队伍建设显得尤为重要。

为此， 学校制定了一系列制度， 加

强师德建设， 夯实立教之基， 并在教师

的国际化交流能力、 专业化教学水平、

个性化教育模式等方面着力， 取得了一

系列进展。

学校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方式，

让教师参加盲教育教学研讨、交流会，其

中，部分教师还承担着全国、市区的教育

科学研究课题， 参与国内外盲教育的合

作项目。 2018 年，上海盲校和柏金斯盲

校建立了一个为期四年的 “多重障碍及

感官缺失学生教育”合作项目。该项目由

柏金斯盲校派遣专家每学期进行为期一

周的师资培训。同年，学校还派遣一位教

师赴柏金斯盲校学习进修一年。 这些国

际国内交流项目， 拓宽了教师们的教育

视野，学习到了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方法，

并将之运用到教育教学中。

与此同时，学校又分板块培养，整体

提高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通过医教结合

研究生培训班、 校本研修活动特别是科

研课题的实践培训等方式， 在全体教师

的共同参与下， 大力提高教师的科研和

教研水平。 2016 年，盲校实施“以项目研

究促发展”的战略方针，从学校的“德育、

教学、管理、队伍建设和随班就读”五大

板块着手， 进行了 12 项综改项目研究，

这一研究持续至 2019 年 6 月才顺利结

束，涌现出了多个创新性、有特色的研究

成果。

通过分层次培养， 教师的个性化发

展取得了丰硕成果。 教育部国培计划、上

海市名师基地、 长宁区学科带头人项目

负责制等培养途径， 为上海盲校培养了

一支骨干教师梯队。 学校还开展 35 岁以

下青年教师“未来之星”培养工程骨干教

师工作室———以特级教师徐洪妹领衔 ，

努力研究与探讨盲校课堂教学规律和特

点，使工作室成为优秀教师的培养地、青

年教师的集聚地和孵化地。

曾几何时，盲校前辈们白手起家，艰

苦创业。 没有盲文书籍，他们动手抄；没

有直观教具，他们动手做。 前人没有走过

的路，他们敢于开拓；前人没有的方法 ，

他们勇于创造。 正是在这种 “耐得住寂

寞、经得住坎坷、吃得起辛苦”的盲校创

业精神鼓舞下， 一代又一代教师薪火相

传， 为特殊教育事业无私奉献、 努力钻

研，谱写着百年名校的光荣与梦想，开创

着盲教的崭新未来。

5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西有荷马，东有左丘；皇皇巨著，光

焰长留。 非期骛远，立志求高；非曰能之，

希彼英豪。 ”

———摘自上海市盲校“炼心铭”

百年历史，人文情怀，赋予了上海盲

校丰厚的文化积淀， 这一独特的文化资

源被盲校梳理与总结、歌颂与弘扬、传承

与创新， 并且将之铭刻在校内， 命名为

“炼心铭”， 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培育师生

精神、锻造师生品格的作用。

上海盲校以“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

面向未来”的精神，在精神文化、行为文

化、物质文化、制度文化方面，明确向全

校师生提出要求， 使每一位盲校人拥有

共同的文化观念、价值观念、生活观念等

意识形态，形成了独特的校园人文氛围。

靠近教学楼一侧的操场空地上 ，种

着一畦畦各种各样的菜， 这是盲校与辰

山植物园合作，专门让各班学生“承包 ”

的 “自留地”———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既

可以让学生学习到劳动技能， 又能让学

生体会春种秋收的快乐。

5 年来，上海盲校形成了以学生“自

强不息”为核心的德育工作框架，打造出

具有学校特色的系列化校本德育课程 ，

让学生 “树自信 、增自强 、懂感恩 、会生

活”。 盲校还加强德育队伍建设，加强班

主任队伍建设，建立班主任培训工作室，

引导班主任紧紧围绕以“自强不息”为主

题内容， 开展德育主题教育交流研讨活

动，不断拓展班主任交流的领域，加强与

长三角地区其他盲校的德育交流。

春风化雨，硕果累累，盲校人教书育

人，诲人不倦，在各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多年来，上海盲校先后有 94 位学生

分别考上华东师大、上师大、第二工业大

学等，还有学生考上了香港大学、新加坡

南洋艺术学院、新西兰奥克兰大学。

学校在学前教育、多重残疾教育、视

觉康复、信息技术、定向行走、随班就读、

医教结合等方面继续居于全国领先地

位，先后获评全国残疾人康复先进集体、

上海市示范性特殊学校、 上海市文明校

园 （2017-2018 年度 ）、长宁区德育工作

先进集体等国家、市、区级的荣誉。

作为上海市校园文化建设 “一校一

品”特色学校，充分发挥上海市残疾人训

练基地、长宁区艺术特色学校的优势，文

体活动有声有色。 民乐队、合唱队、踢踏

舞队等都获得过全国或上海市的大奖 。

2015 年，学生合唱队跟着彭丽媛妈妈，参

加了纽约联合国邮票颁发仪式， 他们精

彩的表演获得了与会人士的高度评价。

学校造就了一支新时期背景下师德

高尚、素质优良、结构合理、富有创新精

神的专业化梯级教师队伍。 目前，盲校拥

有正高级教授、上海市特级校长、特级教

师一名，有 17 位国培对象，上海市名师

培养对象 1 名，长宁区学科带头人 3 名，

区教学能手 10 名，教坛新秀 3 名 、一批

长宁区岗位能手等。 先后有多位教师被

评为“上海市十大教书育人楷模”、“上海

市园丁奖”等荣誉称号。

如今的上海盲校，知名度越来越高，

影响力越来越大，辐射力越来越强。 该校

的系列教育康复课程和电子平台在上海

地区各随班就读学校得到推广与使用 ，

惠及 56 所学校 73 名学生； 国内多所盲

校试用康复教材，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

该研究成果还引起国际同行的关注 ，美

国及中国香港多所盲校先后组织教师来

校交流研讨。

历经岁月洗礼，尽显文脉风华。 百年

上海盲校接通了地气，增强了底气，焕发

了生气，他们以满腔信念、满腔热情、满

腔温度 ， 帮助盲童看见世界 ，“点亮人

生”；而盲校自身，亦在孜孜不倦的上下

求索中，正昂首阔步，向“世界先进、国内

一流”的目标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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锻造“世界先进，国内一流”的特教事业
———上海市盲童学校治校新路径取得新成果

“我从小就有个愿望，希望能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送给盲童当一双明亮的眼睛，让盲童看到这美丽的世界，让

盲童过上没有黑暗的日子，让盲童可以看见世界的梦想实现。 ”泰戈尔的这一诗句，镌刻在上海市盲童学校内的文

脉廊内。

近年来，盲校人在迈向“世界先进、全国一流”的航程中，承前启后，继往开来，以先进理念为帆、先进课程为舵、

先进设备为桨、先进师资为锚，通过一个个鲜活的实践活动，锻造出一个个让世人惊艳的成果。

手擎火炬的盲校人，由此点亮了盲校孩子的人生。 孩子们增长了知识，获得了技能，完善了人格，融入了社会：

残奥会冠军、盲人大学生、翻译、钢琴调音师、中小学教师等专业人才，陆续从这里走出，成为自食其力、奉献社会的

劳动者。

▲先进的眼科检查设备。

▲教师在指导学生使用平板进行编程。

荩学校自编的 11 门康复教材。

▲师生共庆新中国 70 华诞。

荨对学生进行感觉统合训练。

茛学校老师赴美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