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时代教育·教学探讨　01　2019 33

ISSN:2705-0963（Print）　　　ISBN:2705-0955（Online）

浅谈青少年科技创新实践活动在特殊 
教育学校的发展现状与思考

董志群

湖北省鄂州市特殊教育学校　湖北　鄂州　436009

摘　要：对青少年进行科技创新教育，培养创新意识、创新能力、科学精神和科技素质，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培养适应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所需要的劳动者是时代赋予每一个教育工作者的新的要求。虽

然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们身有残疾，但是他们同样渴求知识，渴求进步，渴望得到社会的认可。在科技创新活动的舞台上，他们一

样可以闪光发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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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谈到：高度重视农村义
务教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让
大家感受国家将教育强国作为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的决
心，意识到在特殊教育学校对残障孩子进行科技教育教学工
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学校作为残疾青少年学习和成长的主
阵地，有责任帮助他们展开科技翅膀，放飞科技梦想，使他
们更加快乐的学习和成长，为将来更好的适应社会发展，做
自立、自强、自尊、自信的“社会人”做出应有贡献。

一、在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教学活动的意义
1.1 培养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习惯
科学课程是培养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的主阵地，不仅要

在教学中更好地引导学生学习、探究、实践、创新，还需要
不断探索，潜移默化地在学生心灵上播撒科学和创新的种子，
全面提高残疾学生科学教学质量。

1.2 提高科学探究能力，增强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活动可以结合残障学生的日常生活，设计有趣的调查或

体验活动，吸引学生参与，引导在科学探索的道路上科学成
长、科学发展，达到“小调查发现大事实、小实验懂得大道
理、小活动拓展大思维”的目的。

1.3 培养团队意识和协作精神，提高科学素质
学生在团队活动中，能有效地提高科学文化素质、思想

道德素质以及综合素质。
1.4 提高技能，增强自信
通过参加科技创新大赛，与健全孩子同台竞技，能让残

疾青少年学生展示本领，为将来参与科技创新，打下基础。

二、在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教学活动的途
径和方法

2.1 加强科技创新教育课程建设
把科技活动列入课程，是调整课程结构的切实措施。鄂

州市特殊教育学校改变传统特教模式，将市场经济的观念引
入到学校运行体制中来，根据市场就业需求及聋哑孩子的生
理特点，对学生进行电子技术实践指导，并逐步延伸到 DXP
电子绘图、机器人、科学实验等方面的学习。

2.2 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技创新教育活动
参加科技实践活动，将科学课程从课内延伸到课外，通

过观察或体验，学会新的科学知识，明白新的科学道理。
形式一：走进植物园、动物园、海洋世界、科技种植基

地，培养学生对动植物、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增长课外知
识，树立保护生态环境的意识。

形式二：举行科技周、科技月活动，参加市内举行的全国
科普日活动。通过现场展示，赢得社会对新时代残疾人的认可。

形式三：参加科学调查体验活动。学校搭建“太空种子
种植基地”，学生在种植体验中，分享学习和劳动的快乐，形
成良好的“绿色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

2.3 搭建多渠道科技创新学习交流平台。
组织学生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提高观察能力、思

维能力、创造能力和实践能力，促进其科学素质的全面提高。
2012 年，学校首次组织 5 名学生参加“第十五届湖北省青少
年无线电制作竞赛”，分别荣获两个一等奖、两个二等奖、一
个三等奖。2013 年，两名学生荣获“科技创新市长奖”，两
名学生荣获 “市长奖”提名奖。通过比赛，不仅收获了荣誉，
更让同学们自信心大增，学习的劲头越来越足。2016 年起，
组织参加“湖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机器人竞赛”。通过竞
赛，同学们学会了严谨治学、精益求精。

4.4 完善科技创新教育服务体系
助残公益项目是残障朋友的福音，有了项目基金，助残

活动就有了依托和保障，可以更好的为残疾朋友服务。学校
申报了公益项目“让科技之花在这里绽放——残疾人电子技
能培训”，获得李嘉诚基金会支持 3 万元开展项目活动；在鄂
州市关爱困境未成年人“希望伴飞计划”公益项目大赛活动
中，学校申报的公益项目“鄂州市聋哑青少年电子职业技能培
训”，获 5000 元项目资金。学校用项目基金为学生购置了实训
器材、开展科普活动、参与科技创新大赛，使全校学生受益。

三、在特殊教育学校开展科技创新教育教学活动对教
育工作者的要求

3.1 教师必须有强烈的活动和辅导意识，要有高尚的品德
以及高度的意识和耐心。残障孩子由于生理原因，教学过程
不能一呼百应，常常需要一对一，手把手指导，要寻找适合
他们接受能力的方法，因此教师需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耐心。

3.2 教师要改变教育观念，具有正确的培养全面发展人才
的观念。做到重视培养残疾学生的独立思考、独立操作能力，
发挥学生在科技活动中的主动性和参与性，发挥其创造性和
聪明才智。

3.3 教师需具有强烈的创新教育意识。教师在课堂教学中
注重知识的发展性、联系性和有用性，培养学生形成立体思
维空间，将传统教育重知识的积累转移到知识创新上来。

四、结束语
通过大力开展科技教育，使残疾学生了解必要的科学技

术知识，掌握一些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
学精神，这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要求，也是时代和科学技
术飞速发展对未来人才素质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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