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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飞天使”
教育普惠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昨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
前教育法》中，与特殊需求儿童相关的
字眼多达数十处，凸显了法律对于这
一弱势群体的高度重视。其实，在东
海之滨的宁波，关注特需儿童的“全纳
教育”实践早已生根发芽——从越来
越多的幼儿园对“融合班”的探索，到
全市覆盖“学前-高中”全链条融合教
育体系的形成，这座城市用行动诠释
着“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理念，为特
需儿童家庭点燃希望之火。

当“星星的孩子”走进香樟园：
一场融合共生的蜕变

“在学前教育法中，‘特殊教育’出现
了7次，‘残疾’出现了11次，体现了立法
对特需儿童的关注度。”谈到学前教育法，
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党总支书记王
韬认为，这部法律高度重视特殊儿童受教
育的权益，通过立法保障了他们平等接受
学前教育的权利，促进了教育公平。

今年4月，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
正式签约成为国家孤独症儿童特殊教育
资源中心基地校培育对象（全国仅 10
家）。作为宁波地区特殊教育的重要阵
地，该校近年来也在学前特殊教育领域进
行了诸多创新实践：开办浙江省首个孤独
症实验班，一年后开始招收孤独症学前
班，并成立了孤独症学部和“星心向融”儿
童成长中心，实现从学前到职高学段的全
覆盖，逐渐构建起具有宁波标识度的孤独
症学生“星融”教育模式。

如今，宁波市学前融合教育正以“卫
星班”为核心载体，形成“卫星班-巡回指
导-研究共同体”三级联动机制。该体系
建立科学化的“筛查-评估-安置-干预”
工作流程，实现特殊儿童教育服务的无缝
衔接。在硬件建设方面，全市已有一批幼
儿园配备了资源教室，并探索实行资源教
师持证上岗制度，确保实现特殊儿童“入
园即干预”。在教育实践层面，创新推出

“浸润式”融合模式，通过“课堂+游戏+社
区”三维联动，定期开展残疾学生与普通
学生“同上一堂课”“同玩一场游戏”“同入
社会服务”等项目。

“真正的融合不是消除差异，而是让
每片叶子都以独特姿态共享阳光。”顾莺
红园长说，学前教育法针对特殊教育的相
关规定，为特需幼儿们编织了一张“守护
网”，将促进整个社会把“特别的爱”转化
为可触及的行动。

而对于乐乐爸爸，学前教育法带给他
的是充分的安全感，看着自家孩子的蜕
变，他希望有更多的特需幼儿能被温柔以
待，和普通孩子一起享受世界的多姿多
彩。 记者 吴正彬

如今，宁波学前特殊教育的探索之路，
正呈现出多点开花的态势。全市多所幼儿
园都在积极耕耘这一领域，积累了各具特色
的融合教育经验，共同推动宁波学前特殊教
育事业的发展。

早在2016年，宁波就出现了特殊教育
“学前卫星班”。当时，全市首个“学前卫星
班”落户象山县天安幼儿园，日常开设融合
课、文化补救课、小组康复课及个别化训练
课等四类课程。此后，这样的“卫星班”在
一些幼儿园陆续出现，并发展出了各自的
模式。

2024年9月，宁波市第一幼儿园与宁
波市达敏学校合作，也开设了“学前卫星
班”。走进该园，可以看到“学前卫星班”的
特需儿童早已融入幼儿园的每个角落。在
实践融合教育的过程中，宁波市第一幼儿
园创新构建了独具特色的“运动全融合、活
动全参与、游戏正反向融合、集体教学正向
融合、生活活动个性化指导”的五维融合教
育模式，为每个孩子打造属于自己的成长
之路。

李惠利幼儿园则走出了医（康）教融合
的新路径。2024年11月，该园与宁波市康
复医院举行关于“融合教育指导合作”的签
约仪式，双方携手助力特需儿童成长：李惠
利幼儿园提供融合教育平台，康复医院则发
挥医学、康复的专业优势，通过双方深入交
流合作，惠及区域内更多特需儿童。

在微观实践的背后，宁波的学前特殊教
育一直有着宏观政策的支撑。“鼓励有条件
的区（县、市）举办特殊教育幼儿园或融合幼
儿园，支持普通幼儿园开设学前特教班、卫
星班”“推动有条件的儿童福利机构、未成年
人救助保护机构、残疾儿童康复机构探索设
立学前部或附设幼儿园”“开展孤独症融合
教育试点学校、幼儿园创建工作，加强试点
学校、幼儿园与特殊教育学校和各类孤独症
儿童康复机构的沟通融合交流”……《宁波
市第三轮特殊教育提升行动计划（2023-
2025 年）》中出现的这些内容，正是政策给
学前特殊教育发展输送的推动力。

目前，经过三轮特殊教育提升行动计划
的实施，宁波已形成以指导中心为核心、随
班就读为主体、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卫星
班和送教上门为补充的特殊教育体系。积
极落实特殊教育15年免费教育，并连续10
年每年投入600余万元专项资金用于特殊
教育内涵建设，为残疾学生享受平等而优质
的教育提供经费保障。截至2024年9月，宁
波市适龄残疾幼儿学前入园率达99.49%，
残疾儿童九年义务段入学率达100%，残疾
青少年高中段入学率达96.85%，在省内外
处于领先水平。

在江北区庄桥街道中心幼儿园，大班小
朋友乐乐（化名）戴着助听器，正与自己的好
伙伴一起合作搭积木，清脆的笑声回荡在教
室里。谁能想到，这个会主动举手发言、声
音洪亮的小男孩，曾一度因为重度听障叠加
孤独症而无法正常入园。

“他以前上过一所普通幼儿园，但只上
了一个月就上不下去了，因为老师根本管
不住他。后来我们只能把他送到特殊教育
机构，但我们一直想让他与普通孩子正常
交往。”回忆起那段艰难时光，乐乐爸爸充
满感慨。

转机始于与朋友的一次聊天。在这次
聊天中，乐乐爸爸得知庄桥街道中心幼儿
园的“融合班”，于是马上联系该园园长顾
莺红。

“爸爸放心！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们会
陪着孩子一起努力的。”园长温和而坚定的
回答，瞬间拨开了乐乐爸爸心中的阴霾，一
家人很快把孩子送进了这所幼儿园。

入园后，乐乐身上逐渐发生变化：从躲
在角落到走向大家，从抗拒互动到主动拥
抱，从轻声细语到自信表达……

“看到他的每一个变化，哪怕只是小小
的改变，我们都会很激动。”乐乐爸爸说。

走在樟香四溢的幼儿园里，顾莺红园长
向记者介绍，园里郁郁葱葱的香樟树，不仅
是宁波市树，也是该园的文化象征。“‘樟韵
育人，顺性生长’是我们的办园理念，这一理
念也被贯穿于我们的融合教育之中。”

据了解，为了更好地帮助像乐乐这样的
“慢飞天使”，庄桥街道中心幼儿园对环境打
造、团队建设、课程设计等展开了深入探
索。“我们创设了无障碍外环境，让特需儿童
能安心融入生活。我们也构建了无歧视内
环境，让特需儿童在‘感受’中产生愉悦交
往。我们还打造了特殊教育融教团队——

‘融爱’团队，发挥整个团队的力量，通过定
制个训课堂、开展分层教学、精创融合游戏、
引导服务社会等举措，来帮助特需儿童更好
地成长。”顾莺红说。

法理与实践的双向奔赴：
专家眼中的未来之路

从“盆景”到“风景”：
宁波学前特殊教育的多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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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乐（右）争做小执勤，迎接小班
弟弟入园。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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