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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岁的俊博是一名在普通学校就
读的低视力儿童。视力仅有0.12的俊
博看不清动物园的小动物，看不清迎
面走来的同学，看不清黑板上的板书，
更重要的是看不清正常课本、试卷上
的文字和图画……

2022年春季学期前，俊博惊喜地
收到了人民教育出版社授权中国盲文
出版社出版的首批普校大字教科书。
有了“放大版”的课本，像俊博一样的
视障儿童也可以和健视的孩子一样，
无障碍地学习了。

再也不用眼睛贴着课本学习了

俊博出生时患有先天性眼疾，半
岁前左眼无光感，右眼仅有光感没有
视力。通过手术和不断的康复干预，
如今俊博右眼裸眼视力达到0.12，矫正
视力达到0.15，属于视力残疾中的低视
力人群。

“上学”这件对普通孩子来说很平
常的事，俊博需要加倍努力。然而缺
少合适的课本，是他在普校就读的最

大障碍。
“如果不使用辅具，俊博得把眼睛

紧贴书本才能看清。除了视疲劳，长
期趴着看书，颈椎和脊柱也可能变
形。”为了让孩子能够更轻松地学习，
俊博的母亲洪燕和很多低视力儿童家
长都想到了自己“放大”教材的“笨”办
法，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

2021年底，在教育主管部门、出版
社、家长等多方努力下，中国盲文出版社
出版了人教版大字教科书，包括一至六
年级语文、数学、英语18种大字版教材。

“这套‘量身定制’的大字版教材
开本增大为8开，字号全部增大，有效
解决了低视力学生的阅读障碍。”中国
盲文出版社大字本事业部主任包国红
介绍，大字版教材还对影响低视力学
生阅读的图片、文字颜色等进行了无
障碍处理。

教材“大一点”
融合教育“深一点”

“养育视障孩子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当医疗手段不能更好地医治他眼
疾的时候，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康复
干预就显得格外重要。”像洪燕一样的
很多低视力儿童家长认为，绝大多数
低视力的孩子都可以进入普通学校和
健视的孩子一起学习，成为融合教育
的受益者。

融合教育是特殊教育与普通教
育合为一体的教育模式，强调为身心
障碍儿童提供“正常而非隔离”的教
育环境。随着融合教育的大力发展，
我国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残疾学生
由 2015 年的 23.9 万名增加到 2020 年
的43.9万名。

“接受融合教育的孩子需要更加
包容的环境和适合的学习工具。”中国
盲文出版社副总编辑马文莉表示，无
障碍大字版教材、试卷是保证低视力
儿童接受融合教育的一个基本条件。

“好的视觉状态首先是清晰，第二
是舒适，第三是持久。”深圳市眼科医
院视觉康复门诊主任医师梁平说，大
字教科书能够帮助低视力儿童更加轻
松、高效地学习。

期待更多阳光
照亮“看不清”的孩子

为了帮助孩子成长，洪燕牵头开
设“低视力联盟”微信公众号及低视力
儿童学龄交流群，越来越多的视障儿
童家长在线上学习、交流融合教育相
关知识和信息。

“除了教科书，低视力学生同样要
有课外阅读，也需要大字版课外读物。”
包国红介绍，目前我国童书品种非常丰
富，低幼阶段的很多绘本字号足够大，
但一些绘本图画和文字无障碍处理做
得还不完善，影响低视力儿童阅读。

残疾人同样有权利拥有精彩人
生。中国盲文出版社社长黄金山表示，
推动视障教育迈向美好未来是出版社
的职责所在。“今后将继续做好大字版
教材的出版发行，特别是在马拉喀什条
约实施后，出版社将在条约框架允许的
范围内，将优秀儿童出版物和权威工具
书制作成大字本，满足低视力儿童的课
外阅读和学习需求，让接受融合教育的
残疾孩子感受到更多关怀与温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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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你值得过更好的生活》告诉

你，其实你本来就很富有，只是欠缺
把富有找出来的工具。人生就是一
幅“全息图像”，如何跳出这幅图像
来审视自身或者审视自己的生活，
是本书希望传达给我们的重要理念
之一。有的人害怕打开彩蛋，害怕
打开的是困住自己的真相。殊不
知，每个彩蛋都会激发我们早就被
赋予的潜能以及天赋，只等待我们
在当下这个时刻打开他们。当我们
沉下心来思考我们被困住的原因，
也许仅仅是因为太多的“经验之谈”
遮蔽了我们自己的本然状态。你以
为你的快乐悲伤都操控在别人手
里，可是你是否想过，这一切的原因
取决于你是否能参与这场生命的游
戏，找到答案——你是谁。

近日，教育部召开新闻发布会介
绍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修订
情况。据悉，已实施多年的义务教育
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修订完成，将于
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教育部教材局局长田慧生在教育
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现行义
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已分别实
施了20年和10年以上，存在一些与新
形势新要求不相适应的地方，如学段
纵向有机衔接不够，课程实施要求不

够明确等。
他介绍，新修订的课程方案整合

小学原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和初
中原思想品德为“道德与法治”，进行
九年一体化设计；改革艺术课程设置，
一至七年级以音乐、美术为主线，融入
舞蹈、戏剧、影视等内容，八至九年级
分项选择开设；科学、综合实践活动开
设起始年级提前至一年级；劳动、信息
科技及其所占课时从综合实践活动课
程中独立出来。

在课程标准方面，修订完善过程
中优化了课程内容结构，研制了学业
质量标准，增强了指导性和学段衔
接。新课标细化了评价与考试命题建
议，注重实现教、学、考的一致性，增加
了教学、评价案例，不仅明确了“为什
么教”“教什么”“教到什么程度”，而且
强化了“怎么教”的具体指导。注重

“幼小衔接”，合理设计小学一至二年
级课程，注重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
的学习设计。

近日，重庆
市 融 汇 沙 坪 坝
小 学 现 代 蚕 桑
劳动课程基地，
学 生 们 正 在 采
摘桑葚。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冉璐）近日，沙
坪坝区科协联合重庆天文学会、区
教委、沙坪坝街道在育英小学举办
了“中国航天日”主题活动——《逐
梦星空》科普报告会。报告会邀请
重庆市院士专家科普讲师团成员、
重庆大学自动化学院教授、复杂系
统安全与控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副

主任张可作报告。
报告现场，张可用生动有趣的话

语从“揭秘中国体积最大的火箭——
胖五”“奇妙的太空生活”“航天员怎样
安全返回地球”“空间站里的秘密”等
话题展开，通过航天视频、照片生动形
象地给同学们分享了神奇的航空航天
世界。

接下来，沙坪坝区科协将继续发
挥职能作用，用好用活驻区科普人才、
科普阵地、科普平台资源，持续发力助
力“双减”。同时，区科协还将进一步
加强与区教委和区内各中小学的联动
互动，着力整合优质科普资源，打造青
少年科技教育活动品牌，提升青少年
科学素养和创新能力。

沙坪坝区举办“中国航天日”主题活动

放大课本放大爱

一本“放大版”教科书背后的爱心接力
新华社记者 王君璐 杨淑君

义务教育教学内容与方式将迎来重要变化
■ 胡浩

荐书

《你值得过
更好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