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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习记者 杨航 通讯员
毕江 摄影报道） 为深化特殊教育课程改
革，推动培智课堂教学的创新，近日，达川
区、万源市、大竹县及渠县四地的特殊教育
学校联合开展“协同共研 赋能特殊教育”
主题教研活动。活动专注于培智学科教学
策略优化，通过特色课程展示、跨校评课研
讨等多种形式，探索特殊教育课堂的有效实
施路径。四校40余人参加。

在精品课堂展示上，万源特教学校侯霞
老师在《雷锋叔叔，你在哪里》教学中，以解
放军图片和雷锋事迹视频创设情境，吸引学
生注意力，通过角色扮演，结合图片、视频，
进行多感官引导，深化学生对雷锋精神的情
感共鸣。引导学生圈画动词并关联生活场
景，同步提升表达能力和对奉献精神的理
解。最后，联系当代“活雷锋”实例，自然实
现德育主题升华，体现特殊教育中知识传授
与价值观培养的融合。

大竹特教学校老师潘宏青的《树叶临摹
——拓印》课程以自然为师，构建“感知唤
醒+艺术创生”双维课堂。通过引导学生观
察叶脉肌理、触摸自然质感，在拓印实验中
唤醒感官体验，既强化手部精细动作训练，
又激活艺术想象力。独创分层拓印工具包
实施个性化引导，让不同能力学生在植物脉
络与多媒材碰撞中，完成从自然观察到艺术
表达的认知跃迁。

渠县特教学校老师于舒的《认识红色》
以生活美学为切入点，巧妙转化色彩教学
法。依托低龄段学生对红色的视觉认知优
势，运用特制海绵印章开展趣味拓印，在按

压、旋转间将抽象色彩具象为色彩饱满的番
茄，既适配手部发育特点，又让艺术创作成
为感知世界的钥匙。课堂以作品展评结束，
使每个稚拙笔触都绽放自信光芒，实现美感
启蒙与成长激励的双重目标。

展示课中，教师以课例为镜，从学情解

码到课堂建构，全景呈现育人智慧。评课环
节中，四校骨干教师从多维视角展开专业研
判，针对目标达成梯度、教学策略适配性、学
生参与有效度等核心指标进行诊断式评析，
既肯定课堂创新亮点，又围绕差异化支持策
略、生成性资源捕捉等细节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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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见 习 记 者 杨
航 通讯员 吴发明） 为深入
推进教育数字化转型，全面提升
教师运用现代教育技术的能力与
素养，近日，四川省达州中学杨柳
校区开展现代教育技术专题培
训。

本次培训由学校骨干老师冯
魁担任主讲，旨在为一线教师配
备面向未来的智慧教学利器。培
训中，冯魁带领参加培训的全体
教师进入智慧教育的实践场域。
他首先剖析了“国家中小学智慧
教育平台”融入日常教学的必然
趋势，并演示了从班级创建到组
织学生高效加入的全流程。平台
内蕴藏的丰富核心功能被逐一解
锁，教师们深刻认识到这方数字
天地对革新课堂、驱动个人专业
进阶的强大引擎作用。针对教师
日常工作中面临的现实痛点，冯
魁向大家传授了计算机系统维护
的“真功夫”：从磁盘碎片危害与
修复、系统冗余垃圾清理，到管理
开机自启程序、识别清除恶意后
台进程，直至指导安全获取系统
资源与简易重装技能。这些实用
技巧直指效率堵点，为流畅的数
字办公扫清障碍。在 AI 文本生
成技术方面，冯魁展示了AI在辅
助文本创作方面的惊人潜力。教
师们亲历了智能技术如何成为构
思与表达的得力助手，为备课、科
研乃至公文处理开辟了高效新路
径。

培训内容扎实前沿，讲解深
入浅出，互动热烈。会场内专注
的眼神、记录的笔触与豁然开朗
的颔首，共同织就了求知的生动
图景。参加培训的老师纷纷表
示，将把所学智慧平台应用技巧、
系统维护心得及 AI 文本生成新
工具融入教学与管理，让技术真
正化为课堂提质与学生成长的动
力。

为丰富老年朋友的精神文化生活，弘扬
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国家老年大学（四川）达
州分校于2025年4月上旬正式开班后，民族
舞蹈班的首批 12 名学员以舞会友、以乐养
心，在翩跹舞姿中绽放出“夕阳红”的别样风
采。

“膝盖微屈，气息下沉，想象自己如柳枝
随风而动……”在老年大学（四川）达州分校
民族舞蹈班，专业舞蹈老师李金玲穿梭在学
员间，时而托起学员手臂调整角度，时而轻
拍学员后背提醒呼吸节奏。

每周一、周三上午，民族舞蹈班悠扬的
舞曲都会准时响起。学员们跟随舞蹈教师
的示范，舒展身姿、轻移舞步。从最基础的
提、沉、冲、靠等身韵练习，到组合动作编排，
循序渐进的教学设计让零基础学员也能快
速融入课堂。

“年轻时忙于工作，学跳舞是想都不敢
想的事，没想到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圆了舞蹈
梦。”60岁的朱阿姨谈及感受时，眼角满是笑
意。加入民族舞蹈班后，她不仅心情愈发开
朗，身体素质也明显提升，“以前上下楼梯膝
盖总不舒服，现在每天跟着老师练习，感觉

腰腿比以前灵活多了。”和朱阿姨一样，尽管
大部分学员都是零基础，但大家学习热情高
涨，课上专注练习，课后还自发在微信群分
享舞蹈视频，互相点评、共同进步，形成了互
助共进的良好学习氛围。

班主任李金玲介绍，民族舞蹈班以“轻
松学、快乐跳”为宗旨，特邀专业舞蹈教师授
课。采用“理论+实践+展示”的教学模式，
除日常基本功训练外，还定期组织剧目排
练。目前，学员们已能完整演绎两支民族舞
蹈作品，计划在学期末进行汇报演出。“我们
希望通过循序渐进的教学，让老年人在享受
舞蹈乐趣的同时，感受民族文化魅力。”李金
玲表示。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12 位银发
舞者用轻盈的舞步诠释着“活到老、学到
老”的人生态度，也为老年教育注入新活
力。国家老年大学（四川）达州分校将持续
优化课程体系，推出更多贴合老年人需求
的特色课程，让更多银龄群体在“老有所
学、老有所乐”中收获幸福晚年！

□见习记者 杨航 通讯员 王庆湘
雷涛 摄影报道

夕阳舞姿展风采 民族韵律润心田
——国家老年大学（四川）达州分校首届民族舞蹈班教学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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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习民族舞练习民族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