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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1．填写本《年度报告》要以本专业《申报书》、《项目任务书》为基

础，以省教育厅、省财政厅指导性基本项目任务为指导。 

2．本《年度报告》填写内容起止时间为 2017 年 1 月 1 日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超出该期限取得的各类成果不纳入统计范围。 

3. 项目经费使用情况中的支出科目请参考《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

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填写。 

4．文字部分请用小四或五号宋体，栏高不够的栏目可酌情增加栏高。

用 A4 纸正反打印，装订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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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年度进度情况概要 

1.1 总体进展 

□进度超前 

□√按计划进度进行 

□拖延 

□停顿  

 

相应理由(不超过 100 字）： 

如果与任务书计划相比，2017 年总体进展为“拖延”或“停顿”，须说明遇到的

问题以及拖延或停顿的原因。 

 

 

1.2 简要完成情况（不超过 1500 字） 

主要内容：①项目总体目标及分项任务进展情况；②本专业整体建设水平与主要优势

特色；③举措介绍（校内如何引领、国内如何成为标杆、国际如何具有影响）；④资

金配套与使用情况；⑤项目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改进措施，研究心得、意见建议；

⑥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本栏可加页） 

一、项目总体目标及分项任务进展情况 

项目按计划进度进行，总体目标达成情况较好，各分项任务进展比较顺利。 

（一）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方面 

在省优秀教学团队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师资结构。本专业现有教职工 42人，专

任教师 34人，其中，2017年新增教授 1人（张茂林），新增副教授 2人（熊琪、陈海

燕），高职比达 80%。本专业现有博士 7人，2017年新增博士 2人（汪斯斯、琚四化），

博士在读 1人（钱骐骄）。2017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 1人（赵晓驰），

江苏高校青蓝工程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2人（汪斯斯、熊琪）。2017年增聘省内 12位优

秀特教学校校长、教师担任实践导师，率先在 15级、16级卓越班实施校内校外“双

导师”制。 

（二）课程教材资源开发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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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省级精品课程及网络视频共享资源开发。2017年省级在线开放课程《特殊儿

童心理与教育》已建成上线；校级在线开放课程《特殊教育概论》、《特殊教育研究方

法》获得立项；院级精品课程在建 8项；制订、修订本科课程理论及实践教学大纲；

启动图书馆特殊教育电子资源库建设项目，目标是建设基本覆盖专业核心、专业主干

课程的数字化资源，实现校内开放、校外共享。 

（三）实验实训条件建设方面 

2017年重点推进“特殊教育实践教育中心”和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室“特殊儿童

障碍与干预技术实验室”建设项目，新建或扩建了特殊儿童诊断与评估实验室、盲用

信息技术实验室、手语技能实训室、言语与沟通实训室等 13个实验实训项目。 

（四）学生创新创业训练方面 

2017年成功申报 5项省级大学生创新实践项目；加强职业技能训练，学生在省级

各项比赛活动中的参与度、获奖率较高，2017年累计 20人次在省级各类比赛中获奖。 

（五）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方面 

组织承办了“2017年海峡两岸视障教育学术研讨会”；支持教师参加国内外学术

交流；邀请国内外专家进校开展讲座或合作授课；开展与境外高校的交流合作，如 

2017年 3月组团赴美国南康涅狄格州立大学、玛丽伍德大学进行交流；2017年 4位

教师赴英、澳等国家研修；开展与华师大卓越特殊教育教师项目的观摩交流。 

（六）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方面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学方法，开展研究性教学，教学评价多元化、制度化。

2017年在建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 1项（朱友涵：高师特殊教育专业实践教学

体系的研究）；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2 项（王辉：融合教育背景下特殊学校课

程建设问题研究；赵晓驰：中国手语方言词汇比较研究）；成功申报全国教育科学“十

三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1项（李拉：融合教育制度研究：国际比较与本土构建）； 

“残疾大学生融合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获省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二、本专业整体建设水平与主要优势特色 

本专业在与社会发展切合度、人才培养质量、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与教学等方面

基本实现国内领先，在特殊教育师资培养培训中具有不可替代性。主要优势体现在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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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目标明确、专业发展特色明显。 

（一）专业发展目标明确 

把“发展特殊教育，培养特殊教师，服务特殊儿童”作为专业发展的明确定位和

专业建设的指导思想。把构建实施“博爱塑魂、能力为本、教康结合、教学研一体化”

的复合性、应用型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模式作为专业建设的核心，以教育部卓越特殊教

育教师培养项目为抓手，全面提升内涵建设，专业发展的目标非常明确。 

（二）专业发展特色明显 

坚持与其他高校特殊教育专业的错位发展和比较优势发展，构建了“主辅结合、

一专多能、重在实践”的人才培养课程体系，培养出来的学生有较强的专业实践能力

和学科教学能力，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在行业内具有不可替代性。 

三、主要举措  

（一）深化对《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的解读，推进和完善专业建设 

以教育部《特殊教育教师专业标准》等政策文件为专业建设的方向和指南，修订

人才培养方案，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构建专业课程团队，创新教学方法，引进一线优

秀兼职教师，强化实践教学，加快实验实训平台建设，全面推进和完善专业建设。 

（二）以“卓越特殊教育教师培养项目”为抓手，优化培养人才培养模式 

按照教育部培养“卓越特殊教育教师”的要求，进一步明确了人才培养的目标，

加大了教育教学改革的力度，提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 

（三）“外引内培”，推进师资队伍建设 

通过人才引进、选派教师国内外访学、加强学术交流、组建课程教学团队、深入

特殊学校开展实践等方式，提升教师专业能力。 

四、资金配套与使用情况 

基于学校实验室建设总体规划，特殊教育专业部分实验实训室要在其他学院设备

搬迁完毕腾出空间后改建完成，因搬迁不顺，以致 2016年已签好合同要购置的实验

实训设施设备因无处安放而未能及时交付，因此这部分项目经费的使用还没有完全体

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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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年度项目任务完成情况 

分项任务 
任务书中 2017 年 

工作计划 
2017 年实际完成情况 

未完成的计划 

任务及原因 

教师发展与教

学团队建设 

1.培养或引进 1-2名在全国

有较大影响力的名师、教学

带头人和教育管理专家。   

  

 

 

 

2. 信息化教学能力显著提

高，信息技术在教学中广泛

应用。 

  

 

 

3. 3-5名团队成员在全国性

或国际教学组织、团体或专

业刊物担任重要职务，成员

影响力明显增加。 

1. 2017 年江苏高校青蓝

工程中青年学术带头人名

单 1人（赵晓驰老师）；  

2017年江苏高校青蓝工程

优秀青年骨干教师 2人

（汪斯斯、熊琪）。 

 

2. 信息化教学能力显著

提高，信息技术在教学中

广泛应用，已创建数字化

教学平台，探索混合式教

学、Spoc和翻转课堂等教

学模式。     

 

3. 谈秀菁、盛永进、王辉

教授等在全国特殊教育专

业组织中担任职务，具有

重要影响力。      

 

课程教材资源

开发 

1. 建设在线开放课程 1-2

门；建设覆盖主干课程重要

知识点的微课程 1-2门。建

设基本覆盖专业核心、专业

主干课程的数字化资源，实

现校内开放，校外共享。 

 

2．新增国家级规划教材或省

级重点（精品、优秀）教材

一本。 

 

 

 

3．主持或参与国家或省级数

字化教学资源建设项目。 

1.省级在线开放课程 1

门、校在线开放课程 2门、

院精品课程 8门；建设专

业核心、专业主干课程的

数字化资源，已实现校内

开放，校外共享。   

 

2.已出版《特殊儿童认知

发展：评估与教学》（盛

永进）；省级重点教材《特

殊儿童教育诊断与评估》

（王辉）再版修订中。 

 

3．参与省级数字化教学资

源建设项目 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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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实训条件

建设 

1.力争成功申报特殊教育国

家级或省级实践教学平台。 

 

 

 

2.建设可满足“互联网+”时

代教育要求的数字化教学与

信息化管理平台，平台使用

效果显著。 

 

 

3.开展特殊儿童教育康复训

练中心建设工作。开展特殊

儿童认知与发展、特殊儿童

认知与发展、播音与手语训

练实验室 、特殊学校教具学

具制作室、特殊儿童语言训

练实验室 、定向行走等实验

室建设工作。建构新的实践

教学体系并付诸实践。新建

20所特殊教育实践实习基

地。 

1. 特殊教育教师实践教

育中心是省级实验教学与

实践教育中心建设点，项

目在建过中。 

 

2.已建成可满足“互联网

+”时代教育要求的数字化

教学与信息化管理平台，

平台使用效果较好。 

 

3.开展特殊儿童教育康复

训练中心建设工作。开展

特殊儿童认知与发展、特

殊儿童认知与发展、播音

与手语训练实验室 、特殊

学校教具学具制作室、特

殊儿童语言训练实验室 、

定向行走等实验室建设工

作。建构新的实践教学体

系并付诸实践。新建 20多

所特殊教育实践实习基

地。  

 

学生创新创业

训练 

1．形成能够支持学生进行有

效评价及学生能力达成评价

的相关机制和相应支撑平

台，学生评价良好，毕业生

能力有效达成体现度高。 

 

2．学生具有良好的人文素质

和科学精神，毕业论文（设

计）质量高，论文在抽查中

获奖，毕业要求达成度好。

(省级)  

1．形成能够支持学生进行

有效评价及学生能力达成

评价的相关机制和相应支

撑平台，学生评价良好，

毕业生能力有效达成体现

度高。  

2．2017年江苏省普通高

校本专科优秀毕业设计

（论文）评选二等奖 2个，

三等奖 1个，毕业要求达

成度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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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教学交

流合作 

1.引进消化吸收海外先进的

特殊教育课程 2-3门，使之

成为本专业开设课程。 

 

 

2.与国内知名高校建立良好

的合作关系，探索学生跨区

域的合作培养。 

1.已引进《特殊教育概论》

国外大学特殊教育专业基

础课 1门，数量有待增加。 

 

2.与华师大、北师大、等

高校有良好的合作关系，

与美国南康涅狄格周立大

学及台湾多所大学进行合

作交流。 

 

 

 

 

 

教育教学研究

与改革 

1.开展校级教改项目的研究

与实践，校级教改项目立项

不少于 2项。获得省部级及

以上教育教学研究课题不少

于 1项。(省级)  

 

 

 

 

 

2.发表高水平教学研究论

文、论著不少于 7项。 

 

 

 

 

3.积极推进国家卓越特殊教

育教师培养项目。 

 

 

4.积极参加省和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的申报，获省级成果

奖不少于 1项。(省级)   

1.全国教育科学“十三五”

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 1项

（李拉：融合教育制度研

究：国际比较与本土构

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1项（王辉：融合教育背

景下特殊学校课程建设问

题研究）；校级教改项目

立项 7项。  

 

2.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教

学研究论文 15篇，此外，

因缺乏成果标注意识，多

位教师成果未标注在品牌

专业项目中。 

 

3.已有两届共 60名学生

参与国家卓越特殊教育教

师培养项目。 

 

4. 残疾大学生融合教育

模式创新与实践(苏教人

﹝2017﹞15号)获省级教

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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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标志性成果完成情况 

标志性成果（注明级别）清单
1
  

成果级别 数量 成果名称（请注明文件编号） 

Ⅰ/Ⅱ 

  

  

Ⅲ 

1 残疾大学生融合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苏教人﹝2017﹞15 号) 

  

  

各标志性成果具体描述 

 

“残疾大学生融合教育模式创新与实践”获江苏省教育厅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 

融合教育背景下，普通高校生源中迎来一些残障大学生。针对他们的特殊教育需要，如何

构建融合教育的模式使得他们也能接受到公平有质量的教育是国内外高等教育关注的问题。我

校各个专业都有一部分残障学生，学院构建了“残健融合”的教育模式，通过开发“普通专业

课程+特殊需要课程”的课程体系，施行“集体为主+小组+个别调整”的教学组织形式，采用 “个

别化+差异化+合作化”的教学方式、“内容多元化+标准差异化”的评价方式，形成“专业支持

+环境支持+制度保障”的支持保障体系，为残疾大学生融入普通教育环境、适应社会提供了特

殊平台；也为全国范围内的残障大学生高等教育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借鉴。 

                                                        
1
 标志性成果请依据苏教高〔2015〕14 号文件中附件 2“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一期项目指导性基本项目任

务”中规定的要求填写，Ⅰ代表国际通用标准；Ⅱ代表国家级；Ⅲ代表省级。国际通用标准仅指专业通过国际等

效的专业认证，国家级仅指国务院、教育部所认定成果（项目、奖励等，下同），省级仅指国家有关部委、省政府、

省教育厅所认定成果，且不包括已立项但未结题的课题、已立项但未正式上线的在线开放课程、已立项但未出版

（再版）的教材。省教育厅所认定成果，仅指以“苏教高”或“苏教办高”正式文件发文布置或公布结果的项目，

不包括任务布置和公布结果均以“苏教高函”、“苏教办高函”发文的项目。任何其他部门、协会、组织的成果均

不得作为标志性成果。任何与该品牌专业无关的成果不得列为标志性成果。凡是故意填写不符合条件的成果为标

志性成果，以及将无级别、低级别成果标为高级别成果的，年度报告一票否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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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存在的问题及后继工作设想 

主要内容：请简要介绍项目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后继工作目标、

思路和保障措施等。（本栏可加页） 

 

一、存在的问题以及不足之处 

1．培养和引进高端人才方面尚未取得突破。国内特殊教育领域博士正高师资的存量资源

极少，具有领军作用的学科带头人更为紧缺，因此，在引进高端人才方面还需要一定的“机缘”。

科研为教学服务的能力还比较弱，专业建设服务省内特殊教育实践发展的能力还有待加强。 

2．国家级精品课程和省级精品课程建设成果不突出。在线开放课程建设效果不明显，使

用率不高，录播厅、校园网络的软硬件等基础性配置不足。境外优质课程教学资源引进不足，

缺乏双语教学。校级、院级课程建设的团队作用发挥不明显。 

3．实践教学水平尚需进一步提升。实验室建设缺少整体的设计，综合性实验项目比例偏

少，实践教学系列教材或教学资料建设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实验教师和技术人员队伍总体素质

尚不能适应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要求，结构不尽合理，水平有待提高。 

二、下一步的工作目标、思路和保障措施 

（一）工作目标和思路 

坚持特殊教育师资培养的专业定位，充分发挥特殊教育专业优势，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

快精品课程建设，力争在学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对外合作交流等方面取得新的

成就。  

（二）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完善专业建设保障和评价机制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和完善专业建设各项管理体制，保证专业建设的质量。调整教学委员

会及督导人员队伍，加强对专业建设工作的领导与监督；加强专业建设考核，每年定期完成年

度建设报告与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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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施人才工程，为专业建设提供人才保障 

加强专业带头人的引进与培养，充分发挥他们在专业建设中的作用；落实师资队伍培养的

各项措施，鼓励教师到国内外高水平高校进修和访学，提高学科队伍整体水平；扩大一线优秀

兼职教师队伍，尽快引进境外兼职教授。 

3．加快课程与教材建设，创新教学方法 

建成国内一流的特殊教育专业课程体系，完善核心课程，增设在线开放课程，创新教学方

法，推进教材国际化建设，积极引进优秀国际教材。加大课程建设的经费投入，发挥课程团队

作用。 

4．加强基地建设，提升实践教学的效果 

整体规划，加强实验和实训基地的建设，并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建设高水平的校外内外实

习基地，形成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联合体，为专业发展和培养应用性人才奠定良好的基础。

    5．加快专业建设进程，合理使用年度经费  

将尽快进行特殊教育专业的学科建设定位、实验室建设方案的论证及建设工作，科学规划

课程、教师队伍建设等工作，将品牌专业建设的经费合理使用到上述各项建设工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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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省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2
 支出科目请依据《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苏财规〔2015〕43 号）规定的要求填写。 

2015-2017年省财政已投入经费总额：    485      万元 

2017 年支出情况 

支出科目2
 支出内容 

支出经费 

（万元） 

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 教师培训、会议、差旅费 3.91535 

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 图书购置费 0.17342 

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 专家咨询及劳务费 0.205 

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 教师专用设备购置费 1.37781 

课程教材资源开发 资源开发与系统建设费 31.84 

课程教材资源开发 专家咨询及劳务费 0.205 

实验实训条件建设 材料费 0.33 

实验实训条件建设 专业软件购买 0.98 

实验实训条件建设 专用设备购置费 53.7199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学生竞赛费用、租车费 1.9629 

学生创新创业训练 专家咨询及劳务费 8.964429 

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 材料费、差旅费、会议费 11.21845 

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 专家咨询及劳务费 4.385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 材料费、差旅费、会议费 0.66554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 资料费 1.15 

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 专家咨询及劳务费 8.909952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合计 

已使用（万元） 165 130.002751 0 295.002751 

结余（万元） 0 29.997249 160 189.997249 

资金使用率（%） 100% 81.25% 0.00% 6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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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其他资金投入及使用情况 

经费来源及金额： 

来源 金额（万元） 

学校投入 34.954 

其他（请注明具体来源）其他省财政资金 400 

合计 434.954 
 

经费使用情况： 

 

一、教师发展与团队建设：1.474215万元； 

二、课程教材资源开发：1.430965万元； 

三、实验实训条件建设：2.66037万元； 

四、学生创新创业训练：2.216011万元； 

五、国内外教学交流合作：1.428789万元； 

六、教育教学研究与改革：9.169267万元； 

七、学校投入 400万，主要用于实验室建设及相关设备购置： 

1.扩建心理学实验室、特殊儿童诊断与评估实验室、脑电实验室、感统实验室； 

2.更新建设盲用信息技术实验室、盲文实训室、视功能康复实验室； 

3.新建教育听力学实验室、随班就读资源教室、手语同传实验室、微格教室、书写技能实

训室、教学具制作与展示室。 

目前，有的项目已建成，有的项目正在招标建设中。 

 

 

 

 

                               

财务部门负责人（签字） 学校财务管理部门（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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