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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进一步落实幼儿园到高中15年免费教育

鄞州职高中德合作
推动汽修课堂教学变革

职高生毕业能拿到
中德两国技术类证书

王瑞君是鄞州职高汽修专业中德合作班的一
位专业老师，每次上课前，他都要和其他两位中德
合作班的专业老师“集体备课”。和以往梳理知识
点、准备教案等传统备课不同的是，3位老师要根据
汽修专业教学的知识点，为学生们设置“难题”并将
这个“难题”在各类实体教具、设备上进行呈现，课
堂上学生们以小组为单位，实际操作解决“难题”，
掌握各项知识点，老师们则在一旁辅助教学。

“我们老师现在主要精力大部分花在课前准备
上，课堂上学生们进行自主操作、学习。这一系列
的变化是因为前不久德国柏林职业教育集团几位
老师来到学校，对我们这批汽修专业的老师进行了
培训，我们学习了德方的教学模式，再把自己学到
的融入到日常教学。”

鄞州职高汽修部副主任史伦贤告诉记者，德方
对该校老师的培训非常严格，老师们在规定时间内
实际操作解决一个汽车“故障”，并对“故障”原因运
用专业知识、可靠的数据等形成分析报告，培训不
合格的老师不能在该校的中德合作班“上岗”。

“很多学汽修的认为能把汽车修好就可以了，
但德国人不这么认为，他们不仅要把车修好，还要
说出原因所在，这样以后碰到类似情况都能解决
问题。所以德国柏林职业教育集团与我们合作汽
修中德班，特别重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汽修部副主任史伦贤介绍说，鄞州职高去年与
德国柏林职业教育集团正式签约，成立汽修专业中
德合作班，进行小班化教学，目前共有20名学生。
该中德合作班也是国内中职学校汽修专业当中的
首个中德合作项目。

记者了解到，该中德合作班20名学生明年将
参加德国行业协会组织的汽车机电维修认证考
试。这意味着，该校中德合作班学生毕业后可以有
机会得到两本技术类证书，一本是国内汽修中级工
证书，一本是德方的汽修机电维修证书。

“德国是汽车业的发达国家，无论它的汽车还
是技术以及管理等方面都是先进的，它的维修人才
的证书也是有口皆碑的。学生拿到这本证书，可以
为今后的工作就业创造优势。”汽修部副主任史伦
贤介绍说。

根据双方合作协议，未来几年，鄞州职高将继
续引进德国职业教育理念及资源，借助德国柏林职
业教育集团专家的力量，开发建立汽车检测与维修
技术专业课程体系；德国柏林职教集团将协助鄞州
职高完成培训中心的建设；同时该校将选派汽车机
电专业的骨干教师参加德国柏林职业教育集团举办
的师资培训班，并参加德国的“汽车机电技术师资资
格”认证考试，双方还将开展员工培训方面的合作。

此外，汽修部副主任史伦贤告诉记者，中德合
作班的学生还将有机会到德国留学。 李宁 杨剑

根据“第二轮提升计划”，未来3年，宁波将以示范性
资源教室、卫星班、社区融合教育为抓手，推进多类别多
模式的融合教育，开展融合教育示范点建设。到2020
年，建立7个省级学前教育融合示范点，每个区县（市）建
立2个以上卫星班，各培智学校均在年级或班级中试点
开展社区融合教育。

同时，各区县（市）根据当地实际，选择1-2个残疾
类别作为重点，开展医教结合实践,整合教育、卫计等部
门资源，完善教育机构与医疗机构对口合作机制，增进

教师与医生的合作。通过“特殊教育学校+康复机构”、
“特殊教育学校+高等院校”、政府购买服务等多种医教
结合模式，为残疾学生提供针对性的教育、康复和保健
服务，到2020年，建成2-3个市级以上示范性医教结合
实验学校。

此外，通过与高等特殊教育学院、特殊教育名校、医
疗（康复）机构等合作，推进特殊教育师资培训基地建
设。到2020年，建立2个以上市级师资培训基地。

李宁 张苗妙 陈静

宁波市实施第二轮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让更多残疾儿童享受15年免费教育
宁波残疾儿童少

年从幼儿园到高中享
受 15 年免费教育；
2018年起所有培智学
校招收自闭症、脑瘫儿
童少年等接受义务教
育……记者从宁波市
教育局获悉，《宁波市
第二轮特殊教育提升
计 划 （2017- 2020
年）》（以下简称“第二
轮提升计划”）于近日
出台，未来3年，一项
项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将逐步落地，以满足各
类残疾儿童少年的教
育需求，市财政每年安
排600万元专项经费
用于引导宁波市特殊
教育发展。

根据“第二轮提升计划”，宁波将进一步完善残疾学
生资助体系，到2020年实现残疾儿童少年从学前三年到
高中的15年免费教育。

记者了解到，目前宁波全市各地已经基本对特殊教育
学校中残疾儿童少年的学前教育、义务教育和高中段教育
实行免费教育（免学杂费、课本作业本费、住宿费，减免保育
费），并给予每生每年不少于2000元的学习生活等补助。

“在残疾学生资助方面，宁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政
策保障。未来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特殊教育中的学
前教育和职业教育。让这两个年龄段具有就学能力的
孩子都能入学，让他们都能享受到这个政策。”宁波市教
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记者了解到，根据今年3月底的一项数据统计，宁波
全市3-18周岁持证残疾儿童少年人数有2774人，其中
义务教育段持证残疾儿童少年1812人，实际入学1802
人。全市各区县（市）适龄残疾儿童少年义务教育入学
率已达到99%以上，而学前、高中段的入学率为69.73%、
50.41%，其中高中段持证残疾少年724人，有近一半的
人出于种种原因未能入学。

为此，“第二轮提升计划”提出相应目标，至2020年，
以持证残疾儿童少年计，残疾幼儿学前入园率达90%以
上；残疾少年高中段入学率争取达到85%。

如何提高这两个学龄段的入学率？根据“第二轮提
升计划”，高中段方面，宁波将依托现有的特殊教育和职
业教育资源，选择4-5所培智学校举办高中段职业教
育，其他培智学校增设高中部，满足区域内轻度和中度智
障学生接受高中段教育的需求。到2020年，宁波市和各
区县（市）均建立残疾人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同时通过随
班就读、开设卫星班、接收轻度残疾少年入学等方式，拓
展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学校服务残疾少年的途径。

在学前段，各区县（市）将在特殊教育学校或具备办
学条件的残疾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等开办
学前教育部，到2020年每个区县（市）要建成一个学前融
合教育示范点。

此外，2018年起宁波所有培智学校招收自闭症、脑
瘫儿童少年等接受义务教育；进一步完善区域内重度残
疾儿童少年送教上门工作机制，到2020年每个区县（市）
建成1-2个送教上门示范点。

新迁建一批特殊教育学校、优化资源教室使用2
根据“第二轮提升计划”，未来3年，宁波在全市每个

乡镇（街道）小学和初中各建成1个标准资源教室的基础
上，进一步明确资源教师资质条件，落实随班就读工作
指南，严格资源教室工作规范，提高资源教室的运作质
量，到2020年建立100个省级示范性资源教室。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宁波加快普通学校资源教室建
设，目前全市共有266个资源教室。同时，宁波加快特殊
教育学校建设。2014年海曙达敏学校、余姚特教中心通
过迁建先后搬入新校区；占地107亩、投资3.5个亿的宁
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投入使用；象山、宁海培智学校
扩建工程以及奉化培智学校的迁建工程即将竣工；北仑
培智学校的迁建工程已经启动。

目前，全市共有特殊教育学校11所，其中市级特殊
教育中心学校1所、县级培智学校10所，市民政局筹

办一所（市恩美特殊儿童学校）,基本形成了以特殊教
育指导中心为核心，以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随班
就读为主体，以送教上门、卫星班为补充的特殊教育
格局。

据悉，到2020年，宁波将实现100%的特殊教育学
校达到国家特殊教育学校建设标准；100%的特殊教育
学校达到国家特殊教育学校教学和康复训练仪器设备
配置标准的“基本”配置要求，80%的特殊教育学校达到

“选配”配置要求。
此外，宁波还将进一步开展特殊教育数字资源库建

设，整合教育技术装备、教研、基层学校、医疗（康复）机
构等各方力量，建设以特殊教育管理、教学和康复工作
为主要方向的数字资源库，促进优质特殊教育资源共
享。

推进融合教育形式多样化、常态化3

德国柏林职业教育集团代表与鄞州职高汽修
专业老师面对面交流。

江北区甬江街道中心幼儿园今年下半年刚建成的崭新的资源教室。 陈勇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