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熊意望25年坚守在特殊教育教学
一线，热爱学生、爱岗敬业、任劳任怨，
作风朴实；对特殊教育和特殊学生真情
投入，用爱心、耐心、恒心打开学生的心
扉。

她曾多次荣获省、市表彰的“师德
先进个人”“特教学会积极分子”“先进
工作者”“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优
秀学员”。

做孩子们的良师益友

自1997年入职赤壁市特殊学校，
熊意望老师一直工作在特殊教育一
线。熊意望老师说，记得刚开始从事特
教工作时，一些不理解的人对她投来异
样的目光，甚至有人带着奇怪的口吻问
熊意望老师，“你会手语吗？”、“给我打
几个手语看看”……

亲朋好友也提议要她调入普通小
学从教，这让熊意望老师也有过一瞬间
的疑虑和不安，从事特殊教育工作以
后，亲身实践，认识到了这项工作的重
要性，在与学生们的接触中，她也深深
爱上了特殊教育事业。

刚上班那几年，为了解孩子们的情
况，更好地工作，她没有住在家里，而是
吃住在学校。课堂上熊意望老师是孩
子们敬爱的老师，课后与学生们一起活
动、游戏、聊天，帮助聋生解决生活中的
一些实际困难，成为他们生活中的大姐
姐。晚上去教室同孩子们一起上晚自
习，辅导孩子们学习，找调皮的学生谈
心，做学生心灵上的知己。

熊意望老师说：“看到这些聋哑学
生健康地成长，快乐地学习，和我在一
起像朋友一样亲密，我觉得很快乐。”

由于语言障碍，聋哑学生无法与自
己的父母甚至外人沟通，他们的想法、
需求也很难实现，这也导致孩子们自
卑、性格暴躁古怪等。

在校住读的聋生明明（化名）是多
年的留守残疾儿童，不爱学习，不讲卫
生，性格内向，孤僻，还有小偷小摸的坏
习惯。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将他交给年
迈的乡下奶奶照顾。

奶奶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有3个
孙子，根本就顾不上明明。明明上学后
就一直住校，节假日奶奶才会来学校把
明明接回家。熊意望老师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为了把明明引上正道，把他当
成自己的小弟弟一样，和明明一同在学
校食堂吃；亲自带着明明洗澡、洗头、洗
衣服，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明明

没有学习用品，熊意望老师就自己捞钱
帮他买；冬天看到冻得直哆嗦的明明，
便从家里拿来她弟弟的衣服给明明穿
上，甚至有时会为明明添置一些衣物。

在熊意望老师的关心与爱护下，慢
慢消除了明明的孤独感和自卑心理，明
明和熊意望老师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课堂上会主动回答问题，而学习也有了
明显的进步，生活习惯有了大大的改
进，再也不是老师心目中的“坏”孩子。

让孩子得到更多的爱

在熊意望老师的眼里，每一个孩子
都是一粒独一无二的种子。

她常对她的同事说：她相信这些孩
子只要经过漫长的悉心呵护，最终都会
发芽、开花、结果。“老师，我们家孩子到
现在都不认识字。”“老师，我家儿子怎
么还不会写字？”熊意望总是能听到家
长这样疑问。

可怜天下父母心，虽然这样一群折
翼天使不能像正常孩子一样成为一条
了不起的龙或是一只出色的凤，但是家
长们都希望孩子能够如正常孩子一样
背上书包，在同样一片蓝天下，踏上明
媚的阳光进入学校上学，融入社会，过
正常孩子上学放学的幸福快乐的学习
生活。这同样也是熊意望老师的希望，
更是熊意望老师为之奋斗的目标。

2017年秋，熊意望老师与全校老
师通过走访调查，对全市共十五名因
残疾等客观原因暂不适宜到学校接
受教育的残疾儿童少年进行“送教上
门”工作。熊意望老师和刘老师负责
两位孤独症孩子——华子（化名）和
怡子（化名）两名学生的送教上门服
务工作。

华子和怡子是兄妹俩，是两名让人
头痛的“大刺头”。由于他俩集多重残
疾于一身——孤独症、多动症、狂躁
症、智力障碍、言语障碍、攻击性行
为……这俩孩子的爸爸、妈妈都是轻

度智力障碍人士，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几
乎为零。

初次去给兄妹送教时，两个孩子脸
上都是鼻青脸肿的，询问家长才知道两
个孩子平常在家做得最多的活动就是
在一起撕打，似乎这才是他们兄妹俩最
为开心也是唯一的娱乐活动。尤其是
孩子们很容易情绪化，动不动就会放声
大哭，也会莫名其妙地突然破涕大笑，
情绪反复无常。可以说刚开始送教上
门的工作简直是束手无策。

但是熊意望老师没有放弃，没有妥
协，而是和一同送教的刘老师静下心来
想办法：如何让龚庆华和龚佳怡兄妹俩
在这一个月一次的送教服务中有所进
步，达到送教的目的。

熊意望和刘老师从三个方面发力：
找到2名送教孩子的妈妈和奶奶进行
了心与心的交流沟通，对俩孩子的情况
表示理解与同情，但更多地是希望她能
与老师配合共同做好兄妹俩的家庭教
育工作，按照老师提出的要求去改变不
良行为习惯；与家长达成共识，要多关
心兄妹二人，出现犯错的行为，不要过
多进行训斥与暴打，形成多鼓励、少批
评、少打压，让他们感受到父母对他的
关爱；要尽快挖掘到兄妹俩的闪光点与
喜好，从兄妹俩的闪光点、喜好作为送
教的切入点，以达到培养他们俩的注意
力与关注度为目标——静坐下来。把
送教的目标具体化，精细化，一步一个
脚印，逐一达到终极目标。

经过近三年的悉心呵护与教育，兄
妹俩有了很大的进步，能够慢慢静坐下
来，教学上也比较配合，变得比较顺利
起来，现如今，兄妹俩中妹妹已经顺利
进入特殊教育学校上学。

为孩子撑起一片蓝天

近几年，学校聋生越来越少，智力
障碍学生屡增不减，智力障碍孩子有的
时而哭闹、有的时而大笑，情绪极不稳

定；有的身体残疾像个不倒翁，道理讲
不通也不理解，学知识又很困难，特校
的老师付出了很多，得到的回报却极
少。熊意望老师说：我们不需要智障学
生掌握很深奥的文化知识，能够学会一
些简单的日常生活知识、生活技能、回
归社会就知足了。

智障学生自制力差，注意力短暂，
记得慢，忘得更快。在教学上熊意望老
师创设情境教学方法、模拟法引导学生
超市购物、菜场买菜，乘坐公交车、银行
存取款等，将语文知识融入生活，在生
活情境中教学，收到很好的效果。课生
动活泼受学生喜爱，她也乐意传授自己
的教学经验，经她指导后，学校多名青
年教师的示范课获咸宁市质课竞赛一
等奖，她的多篇论文、课件、教学案例在
湖北省获奖。

特殊教育是一门慢的艺术，老师必
须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智障学生的运
动发育与同龄孩子相比，粗大运动明显
落后于同龄孩子，而精细动作更是笨
拙，由此大部分智障孩子不会写字。

熊意望老师班上一名插班生叫阿
涛（化名），由于先天脑发育不全，平衡
协调性差，精细动作笨拙。阿涛在普通
小学六年，连简单的数字也不会写。熊
意望老师担心这不利于以后阿涛步入
社会，她下定决心要让阿涛学会写字。
结合针对阿涛个人的实际情况，学写字
之前，熊意望老师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
手指运动：捏小豆子、捡细丝线、摘黑芝
麻等，比阿涛的父母还要尽心、贴心。

阿涛的手比熊意望老师的手大，扶
着写字比较艰难，由于协调性差，在扶
的过程中师生的劲很难往一处使，熊意
望老师吃力地手把手扶了一个月后，阿
涛勉强能握好笔书写横、竖等简单的笔
画了。这样该可以放手了吧？不，熊意
望老师又开始在纸上、黑板上你一笔我
一笔一个字又一个字地书写……就这
样又过了一个月，阿涛终于会写字了，
熊意望老师高兴地像个孩子似的逢人
就讲，在学校教师群也晒出张志涛作业
本上的字，表达自己看到学生进步时的
喜悦之情。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
熊意望老师总是一脸的微笑，像母

亲一样和孩子们一起嬉闹。她常说，
这是教学的需要。智障孩子的生活自
理能力特别差，中重度智障孩子上下
课、课间不会脱裤子大小便，熊意望老
师就在厕所里教他们脱裤子大小便，
有时还会帮忙擦屁股；孩子大小便拉
到身上了，就给孩子们擦洗干净；课间
摔跤摔伤，为他们擦洗擦药；有耐心更
有爱心。不光是孩子们的老师，更多
的是朋友、是保姆。熊意望老师就是
凭着这样一种特别的理解、宽容与关
爱，像爱护自己孩子一样，不断地用爱
跨越沟通的障碍，走进一个个孩子们
的内心。

名师在线
教育

熊意望：用爱播撒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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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是教学和学习的重要组成部
分。评估的目的是促进学习，改进教学
过程，优化课程设计，监督学术质量。
2020年，《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
体方案》（中共中央，国务院2020）提
出，要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要
坚持统筹兼顾，针对不同主题和不同学
段、不同类型教育特点，分类设计。这
表明科学、生态和良性评价体系的重要
性。

在设计促进学习评价时，有两个特
点显得特别重要。一个是产生的依据
是“教学上可操作的”。换句话说，依据
不仅仅是关于目前的表现和期望的表
现之间所存在的差距的信息，还必须明
确什么样的教学活动可能会提高成
绩。评估的设计不仅仅是为了支持具
体表现的有效推断，帮助老师意识到学
生在某一知识运用有特别的困难，使教
师能够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补救性教
学。还需要能够揭示学生知识理解与
运用错误的具体的问题，让教师对学生
为什么会有困难有深入了解，为教师提
供明确的指导，让他们知道应该设计什
么样的教学活动。

课堂教学环境是进行学习评估的
重要场所。教师使用类似评估的技术，
即明确的学习意图、提问、反馈、同伴评
估和自我评估，旨在创建一个以学生为
中心的非测试学习环境，从而调整教学
活动以推动学生取得更大的成功。

在一般的促进学习评价实践中，教
师根据课程标准来设计讨论和学习活
动，并提供反馈。可见，促进教学评价
是一套教学实践。从教师精确识别教
学和评估的内容领域，到教师凭借个人
教学敏感收集学生学习信息，再到教师

对学生表现的正式评估，以及对多种依
据的总结。这个评估过程实质上包含
四个阶段：预评估→学习、实践和评估
的循环→正式评估→总结评估依据。

教师需要先通过预评估来验证学
生的学习情况，再开始教学计划和正式
评估。一个与内容相关的知识或技能
的预评估任务可以在教学周期的一开
始就点燃学生的预想。学习者可能会
参与到任务分析过程中，如确定目标的
优先次序，以成功达到长期目标和选择
或创造适当的策略来完成目标任务。
当教师在预评估中通过任务分析引起
学生的思考时，他们就能获得关于学生
当前策略和元认知的信息，并以此来规
划即将采用的教学方法。

另外，教师向学生提出一个关于内
容知识或技能的预评估任务时，可以要
求学生判断自己在执行该任务时的信
心。这可以被广泛认为是学生在学习
和评估的最开始阶段执行元认知知识
和系统地监测学习。在预评估之后，他
们可以将这些先前的判断与他们的实
际表现进行比较，这有助于为学生提供
自我反馈，支持学生自我调节学习的发
展。

预评估阶段收集到的信息可以帮
助教师决定如何安排教学进度，并确定
学生对学习内容的误解。教师可以利
用预评估的信息来确定学生的态度或
偏好，这些态度或偏好可以作为杠杆点
来发挥学生的热情，使教学对学生更有
意义。对动机的预评估有助于教师识
别和计划解决学习中的社会情感障碍。

评估方式频繁地激发学生的表现，
几乎与教学同时进行，而且评估的水平
与要评估的学习范围相符。这样的评

估只包括一个学习单元过程中学习进
展的一小部分，或一小部分半独立的具
体学习目标。基于评估的教学任务的
设计必须能够发现微小的学习变化、进
步和新的差距。这样的任务为识别当
前的学习需求提供信息，教师将有关学
生的信息转化为针对当前学习需要的
及时教学反应。学生了解自己的学习
情况的同时，教师注意观察学生在达到
学习标准方面的成功，并监测他们的知
识和技能的发展。当学生实施他们的
策略来解决问题时，教师可以通过诸如
非正式的提问、家庭作业、学生的自我
反馈和同伴反馈表来衡量学生的学习
进展。随着学生学习的进展，教师在内
容领域内不断地重新定义重要的学习
目标。

教学和学习是一个持续的过程，并
不是在教师对学生的学习表现进行分
析后就停止了。教师和学生从依据中
得出推论，根据这些推论提供和接受反
馈。当对一组相关教学目标的评估周
期中的一系列事实依据进行总结和反
思后，新的教学和评估计划就会产生新
的预评估和预想。这是一个教学和学
习评估的循环过程。在这个持续和迭
代的学习评估过程中，学习者需要停下
来反思。自我反思不仅为学生提供了
反思他们的真实表现结果的机会，而且
还使他们对自己的学习和表现结果有
了一个全面的认识。自我反思可能会
影响到一些对表现结果有负面自我反
应的学习者：他们可能不愿意纳入学习
策略的改变，不愿意调整其他的学习策
略，也不愿意在下一个学习周期的迭代
中考虑教师的反馈。教师可以通过向
学生提供外部标准或引导他们制定自

己的标准来帮助学生富有成效地参与
评价和判断他们的评估表现。

定期的正式评估为学生提供了展
示他们在一个教学阶段结束时逐步巩
固的知识和技能组合的机会，并为学生
和教师下一阶段的学习与教学反思铺
平了道路。在一阶段的教学结束之后，
有必要依据统一的标准进行正式评
估。将学生的表现与标准相比较，看到
他们的实际表现与这些标准之间的差
距或不一致，可以影响学生对其结果的
归因。学生可能会根据内部来源，如他
们自己的智力，或外部来源，如教师，来
归因于他们的成功或失败。

当然，教师也会对学生的表现结果
进行归因。对学生的表现结果进行归
因，为教师和学生提供了一个沟通和合
作的机会，以便在下一个教学单元或教
学、学习和评估的序列中为学习者的需
求提供最好的支持。同时，教师也要对
自己的教学进行自我评价，并调整教
学，以满足学生的学习需要。此外，教
师应该对自己的评价行为采取评价的
态度，考虑自己对学生的评价是否基于
无偏见的观察、准确的解释和公平的做
法。

促进学习评价力求通过让学生参
与确定目标的过程，参与开放式任务，
评估自己和同伴的工作，以及给予同伴
并从同伴和教师那里获得反馈，以改进
他们的学习。教师做出高质量的推论
需要注意评估的目的，内容领域，评估
任务本身，他们产生的依据，以及作为
学生表现和教师对表现的解释基础的
心理过程。在课堂上，教师在评估内
容、方法和解释方面有很大的余地，必
须根据课堂的情况进行调整。

用高质评估构建高效课堂
湖北科技学院 李芳吾 如何让孩子不再任性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甘青

“我就不，我就要。”“你自己做不到的事，为什么要求我做到。”
“我就喜欢这样做，我这样做就是对的。”如果家里有个任性的孩子，
往往弄得家长又气又急，打也不成，说也不听，家长一点办法都没
有。那么，面对任性的孩子，家长到底应该怎么办呢？

孩子发脾气时，情绪兴奋、激动，有时甚至大哭大闹、大嚷大
叫。如果家长耐着性子采取亲和、抚爱、哄劝的方法，反而会使孩子
更加哭闹不休如果态度粗暴，急躁地打骂孩子，仍然难以阻止孩子
的任性。“安静缓和法要求大人此时应持平静的态度，要求孩子停止
哭闹，让他安静下来，此时没有必要说服孩子立即承认自己的任性
是不对的，待孩子平静以后，再用平缓的口吻对他进行批评教育。”
咸宁市浮山学校老师王菊说。

比如，当遇到孩子发脾气、哭闹不休时，父母不必理他，让他发
泄一会，然后给他喝些开水，让他喘口气，帮助他平静一些，条件允
许的可让孩子一人留在屋内，父母离开一会；如果屋里人多，可让他
在别的空屋，把门关上。但不要锁上，告诉他等他平静了可以自己
出来。注意语调要坚决，但不可用责备的口吻，待孩子平静下来后
和孩子再好好谈谈。

其次，家长要有良好而坚定的心理状态。不要认为拒绝孩子会
造成伤害，相反，这恰恰是对他最好的教育。要想培养一个棒孩子，
那么面对他最初的不合理要求，父母一定要坚决地说“不”，不能有
丝毫心软。父母对孩子说“不”之后，要耐心向孩子解释拒绝的理
由，让他明白“不行”的道理。拒绝孩子而不给他被拒绝的理由，会
让他觉得受了委屈，甚至产生焦虑、恐惧、烦躁不安和悲愤绝望的心
理。虽然这种解释孩子不一定听得懂，但是至少能让他明白：父母
拒绝他是有理由的。

同时，家长可以跟孩子深入浅出地讲道理，举一些孩子身边的
事情做例子，使道理容易为他们理解和接受。每当孩子和家长出现

“顶牛”的现象时，家长可用讲故事、讲笑话的方法来缓和矛盾，并借
故事去触及孩子的心灵。

最后，孩子一般都容易忘记预先的约定，所以一定要给他定个
规矩，一旦孩子破坏了规矩就要按规矩处理。比如和孩子约定：“早
上爸爸要上班，你必须按时起床，按时吃早餐，才能准时送你去学
校。”如果你起床晚了，就只好放弃早餐，因为你要为你的行为负
责。一旦孩子赖床，就要把孩子的早餐收走，并告诉他：对不起，我
们有约在先，不能随意破坏。

怎样让孩子爱上阅读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王恬

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更多的是接触电子产品，不管是学习还
是娱乐都以电子类产品为主。但这并不代表传统的书籍失去了应
用的作用，反而让阅读书籍成为当下很难的一件事。那么，在居家
生活中如何来为孩子打造出阅读环境呢？

咸宁外国语学校高级教师陈霞说，书籍是人类文明的历史，想
在家庭中给孩子打造一个好的阅读环境。那么，就需要做好以下三
个方面，分别是阅读的硬环境、父母的言传身教、及时的保证书籍知
识的更新。

首先，打造阅读的硬环境。想要给孩子打造出家庭阅读环境，
那么就得有可以阅读的位置，这样才能有浓浓的书香气。而对于家
庭阅读环境来说，又因为房屋原始设计和面积的不同，所表现出的
方式也是不同，所以就需要根据房屋来设计出一个可以阅读的地
方。可以利用儿童房设计成阅读区，这样就会产生一片阅读“小天
地”，也是一个很好的阅读环境区域。也可以利用飘窗位置设计成
阅读区，在飘窗的地柜上铺上合适的垫子，放两个抱枕，几本书，这
样就能打造家中阅读书香气的环境。如果想要增加阅读环境，还可
以将飘窗两侧设计成书架，这样就能放置更多的书籍，家庭阅读环
境更加理想。

其次，需要父母的言传身教。因为对于孩子来说，父母的言传
身教起到的作用是最大的，也是能让孩子“默默”的养成阅读的好习
惯。要在从小就开始做出固定的家庭阅读时间，这好比每天的固定
吃饭时间是一样的，到了什么时间就让孩子开始阅读书籍。哪怕从
最开始的每天10分钟时间都是可以的，慢慢地增加阅读时间，这样
就能让孩子从小养成阅读书籍的好习惯。

最后，保证书籍知识的及时更新。想要让孩子一直保持着阅读
的兴趣，那么就要不断地“发掘”孩子的天分，还要不断的让孩子接
触到新的知识面，只有这样才能提供好的家庭阅读环境。一定要做
到及时地更新家中的书籍，让家中的书籍知识不断地发生变化，这
样孩子才能接触到更多的知识面，也才会有更好的阅读兴趣。还要
做到让孩子多去公共阅读的图书馆去阅读，这样就能做到加深孩子
对阅读的兴趣，“间接”的为提供家庭阅读做“铺垫”。



如何把家访走深走实
咸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查生辉

教师家访有助于全面、立体化地掌握班级每个学生的个性特
点、兴趣爱好以及问题产生的背景，有助于获得家长对学校教育的
最大支持，从而提升班级管理的实效，更好地促进学生在学业、思想
品德、习惯养成等多方面的健康成长。

如何把家访制度走深走实？湖北科技学院教授商文斌认为，新
时代呼唤教师家访制度的回归并在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

一方面，广大中小学教师一直都有重视家访的良好传统，但近
些年由于通信方式便捷多样、一些学校师生负担过重等因素，家访
工作有所淡化。

另一方面，社会环境与家庭结构复杂化，家长教育程度、教育观
念、对子女期望值以及孩子的信息获取渠道、心智发育水平等都发
生了很大变化，焦虑、厌学、抑郁等学生心理健康问题多发。这些又
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和更高的要求，教师家访变得比任何时
候都更加迫切。因此，教师家访不仅不能淡化，而且需要强化，更呼
唤创新工作方式，让家访工作提质增效。

家访对老师的沟通能力、教育观念、教育方法乃至个性修养都
是一种考验和检验。家访既需要教育者心中有大爱、富有教育情
怀，又需要讲究沟通的方法，学会换位思考，富有同理心和共情能
力，以平等的姿态让家长感受到自己的诚意、尊重和专业水准。因
此，可以通过集思广益，在广泛征集班主任、骨干教师优秀家访工作
经验的基础上，为学校老师提供一个家访工作指导手册。同时，要
做好新教师、年轻教师的指导和培训。

家访工作很辛苦，工作量大又费时。因此学校制定家访制度和
考核机制时，还要充分理解本校教职工在课后托管下的实际情况和
具体困难，尽可能少占用教师家庭生活的时间。在中小学承担课后
托管服务的情况下，各级地方政府还要落实好为中小学校教师减负
的各项要求，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
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