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六、 服务能力

1.在训儿童

1.1 在训孤独症儿童名单汇总（11名）

在训智力儿童名单汇总

序

号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身份证号码 类别 监护人姓名 联系电话

1 马原哲 男 2020.04.16 320921202004160177 智力 李守珍 15861676383

2 陈昱彰 男 2017.12.25 320214201712253335 智力 付荣娟 15161562113

3 邹沐憬 男 2018.04.18 32021120180418071X 智力 欧阳梦金 18115361009

4 吴睿馨 女 2016.07.26 371324201607261120 智力 杨密 15052239272

5 王韵浩 男 2016.10.27 31010520161027203X 智力 王焱 15021046838

6 屠昱成 男 2019.9.14 341522201909146315 智力 屠鲁亮 15052116037

7 王靖羽 女 2018.1.24 320205201801241225 智力 陈莉 13912356699

8 戴文杰 男 2017.10.14 320205201710143611 智力 华玲 18352561231

9 朱佳卉 女 2018.04.24 32068220180424002X 智力 陈香丽 13661847445

10 张浚鑫 男 2018.2.5 321323201802050219 智力 张了阳 13914274794

11 朱淋怡 女 2017.8.10 320281201708102024 智力 何晓媛 15080884924



1.2 医疗诊断书

马原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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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康复训练项目

康复训练项目

序号 训练项目 训练内容

1 社会交往与沟通

社会交往课

语言沟通课

2 认知与感知

主题认知课

感知游戏课

3 运动 运动体能课

4 生活自理 生活自理课

5 兴趣开发 AI绘话课

6 行为培养 行为培养课

7 情绪管理 情绪疏导课



2.1 社会交往与沟通

2.1.1 社会交往课

社会交往课
时间 2024.3.18-3.22 主题 抢凳子

教师 周海燕 班级 蝴蝶兰班 课程类型 集体课

教学目标：

1. 提升学生的反应速度和身体协调性。

2. 培养学生的竞争意识与团队合作精神。

3. 让学生在游戏中体验快乐，放松身心，增强自信心。

教学用具： 椅子、喇叭

1.问好\热身：学生呈圆弧形，面向教师横排坐好。

2.集体问好并进行律动

教师准备 2个律动儿歌名称，旁白“举手投票选择儿歌，得票高的儿歌则被选为今天的律动”，教师

说出儿歌名称，学生举手投票，引导学生点数每个儿歌的票数并最后确认哪个票数多哪个票数少，理

解“少数服从多数”原则。

3.点名环节

教师介绍今天要玩的抢凳子游戏，激发学生的兴趣和好奇心。

4.活动过程

（1）根据学生人数准备相应数量的凳子，将凳子围成一个圈，数量比参与游戏的学生人数少 1。例如，

若有 10 名学生参与，则摆放 9 个凳子。

邀请几位学生上台示范，教师同步讲解：“所有参与游戏的同学要围绕凳子慢走，当教师播放音乐时，

大家按照顺时针方向绕圈走；音乐停止时，迅速坐到离自己最近的凳子上，没有抢到凳子的同学淘汰。

每次淘汰一名同学，同时撤掉一个凳子，如此循环，直到剩下最后一名同学，这名同学就是本次游戏

的冠军。

（2） 划定游戏区域，确保学生在该区域内活动有足够的空间，且周围无障碍物，避免学生碰撞受伤。

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人数不宜过多，一般 5 - 8 人为宜。每组依次进行游戏。

（3）游戏体验。教师播放欢快的音乐，密切关注学生的游戏情况，确保游戏按照规则顺利进行。当音

乐停止时，及时观察学生是否坐到凳子上，并判定淘汰的学生。

（4）每一轮游戏结束后，对淘汰的学生给予鼓励，如“虽然这次被淘汰了，但是你在游戏中表现得很

勇敢，下次还有机会！”同时，引导其他学生为胜利者鼓掌祝贺，培养学生良好的竞争心态

5.活动总结

点评学生在游戏中的表现

每日

教学重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讲解游戏规则并示范 进行游戏体验，提

问学生游戏体验

感受

进阶游戏规

则，提问学生

游戏体验感受

角色互换，

提问学生感

受

复习巩固，采

访学生在游戏

中的体验感受





2.1.2 语言沟通课

语言沟通课
时间 2024.10.21-10.25 主题 听声辨物

教师 崔思源 班级 蝴蝶兰班 课程类型 集体课

教学目标：

1.知识与技能：学会分辨声音，听声有所指。

2.过程与方法：通过游戏提升学生听觉分辨能力。

3.情感态度价值：激发学生对声音敏感度。

教学用具： 各种动物的叫声音频；小鼓、摇铃、发声玩具、眼罩若干。

教学过程：

1.问好\热身\导入

（1）问好：教师问好：“上课铃声响了，我们上课了，小朋友们请坐好。”辅助学生跟教师挥手问

好。

（2）热身：教师播放《快与慢》音乐，引导学生根据音乐的快与慢进行跑和慢走。

（3）导入：教师向学生展示各种发声的动物：“小朋友们，想不想跟小动物们一起玩呀？那你们要

先找到它们才能跟他们一起玩哦！”

2.活动过程

（1）找一找

教师依次将发声玩具放在学生的一侧，引导学生找出发声玩具。找到后给学生玩 20-30 秒后收回。教

师继续将发声动物放在教室的某一角落，让动物发出声音，引导学生找到动物。找到后可以玩 20-30

秒后收回，重复进行游戏。

（2）听一听

①教师播放一种动物的叫声，并将该动物放在桌面上，告知学生，这是**，再次播放该动物的叫声，

引导学生找出该动物。

②将该动物玩具放在教室的某一角落，播放该动物的叫声，引导学生找到该动物。

将若干个该动物玩具放在教室的某一角落，播放该动物的叫声，引导学生找到所有的该动物。

③增加一种动物玩具，并播放该动物的叫声，引导学生找出发声玩具。找到后给学生玩 20-30 秒后收

回。教师继续将发声动物放在教室的某一角落，让动物发出声音，引导学生找到动物。找到后可以玩

20-30 秒后收回，重复进行游戏。

④将前面的两中动物玩具放在桌面上，模仿其中的一种动物的声音，引导学生找出该声音的动物。重

复进行。⑤再次增加一种动物玩具，重复从步骤，直至学生能分辨 4-5 种动物的叫声。

3.活动总结

（1）通过本周的学习，学生通过听声音分辨动物的叫声、分辨方位、分辨不同音质，提高了学生的

听觉能力、空间感和注意力。

每日

教学重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找一找，激发学生

对声音的敏感度

听一听，分辨一

种动物的声音

听一听，分辨两

种动物的声音

听一听，分辨3-5

种动物的声音

玩一玩，跟着

游戏分辨音质





2.2 认知与感知

2.2.1 主题认知课

主题认知课

时间 2024.9.18-9.20 主题 秋天的落叶

教师 何世琴 班级 向日葵班 课程类型 集体课

教学目标：

1. 引导学生感受秋天树叶飘落的自然景象，丰富其对秋天的认知。

2. 鼓励学生通过观察、触摸，用简单语言描述树叶特点，锻炼观察力与表达力。

3. 组织手工活动，培养学生动手与审美能力，激发创造力。

教学用具： 不同的落叶、卡纸、剪刀、胶水、绘画工具。

1. 问好\热身\导入

（1）问好：上课铃声响了，我们上课了，小朋友们坐好，教师点名，小朋友独立或在教师辅助下

小朋友能够举手说到。

（2）热身：根据《美丽的秋天》，模仿教师做律动。

2.活动过程

（1）播放秋天落叶视频，提问学生看到景色的感受，引出主题。玩“落叶拼图赛”游戏，分组拼

图，强化对树叶轮廓认知；

（2）播放科普动画，讲解叶绿素减少致树叶变色原理；展示不同变色阶段树叶，加深理解，分组

做“树叶遇酸碱变色”小实验，用白醋、小苏打溶液浸泡树叶，观察颜色变化；

（3）教师引导学生主动进行落叶创意绘画，并分享自己的绘画思路，教师引导学生去点评每个人

的作品，给与鼓励；

（4）分发树叶小篮子，教师讲解户外活动安全，带领学生到户外进行拾落叶认识落叶，让学生看、

摸、闻，交流树叶颜色、形状、触感；教师补充科普知识；

（5）展示落叶手工范例，介绍用彩纸、剪刀等制作方法；学生进行落叶贴画制作，过程中注意够

工具使用安全；结束后进行作品展示和分享。

3.活动总结

（1）教师总结活动课程，点评

（2）观察学生参与度、操作细节，记录创意表现与合作问题；收集反馈优化流程、调整引导策略，

提升教学效果。

每日

教学重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玩“落叶拼图赛”

游戏

做“树叶遇酸碱变

色”小实验
落叶创意绘画

落叶贴画

制作

复习巩固一周

学习内容，总

结、点评





2.2.2 感知游戏课

感知游戏课

时间
2024.11.18-11.22 主题 不一样的球

教师 何世琴 班级 向日葵班 课程类型 集体课

教学目标：

1. 引导幼儿通过观察、触摸，准确说出至少 3 种触觉球的外观特征，如颜色、大

小、纹理。

2. 让幼儿亲身体验触摸不同触觉球，能用简单词汇描述触感，如软、硬、刺刺的。

3. 培养幼儿好奇心、探索欲，提升其触觉感知能力与语言表达能力，锻炼手部精

细动作。

教学用具：
多种触觉球，如带软刺按摩球、光滑弹力球、毛绒触觉球等；眼罩若干；触感描述

卡片（写有软、硬、光滑等词）

教学过程：

一、热身环节

学生呈圆弧形面向教师而坐，点名问好。

二、活动导入

播放轻柔音乐，教师手提篮子走进教室：“小朋友们，今天老师带来一个神秘小篮子，里面藏着

好多好玩的‘魔法宝贝’，不过要闭上眼睛、伸手摸摸，猜猜是什么。”邀请几位小朋友上前摸

一摸，引发好奇。

三、活动过程

（1）依次拿出不同触觉球摆在桌上，引导幼儿观察颜色、大小、表面纹理：“看这颗蓝色球，满

身软软小刺，像不像小刺猬？再瞧这个白色大球，光溜溜的，能反光呢。”鼓励幼儿描述，纠正、

补充词汇。

（2）给幼儿发放眼罩，轮流戴眼罩摸球说触感：“蒙上眼，摸摸手里球，是滑滑、还是糙糙的？

大胆说一说。”教师适时出示触感描述卡片辅助表达，其他小朋友当小评委，判断用词是否准确

（3）幼儿分组，每组一套触觉球，合作交流、交换摸球，教师巡回指导：“小组里轮流摸摸每个

球，讲讲新发现，看哪个组发现最多。”提醒幼儿轻拿轻放。

（4）触觉球接力”游戏：幼儿分两队，首位拿球触摸后跑向终点放回，下一位接力，先完成且描

述准确的队伍获胜；“触感配对”游戏，教师说触感，幼儿迅速找出对应球，强化认知。

四、活动总结

教师点评课堂，总结下课

每日教学重

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依次拿出不同触觉

球摆在桌上，引导

幼儿观察

轮流戴眼罩摸

球说触感

合作交流、

交换摸球

触觉球接

力”游戏

复习巩固，教师总

结点评课堂





2.3 运动

2.3.1 运动体能

运动体能课

时间 2024.4.15-4.19 主题 圈圈圈圈圆圆

教师 吴建业 班级 蝴蝶兰班 课程类型 集体课

教学目标：

1.学生能够完成双脚跳圈、移动圈圈、握住圈圈、投掷的动作。

2.发展学生前庭感知、本体感知、提升肢体协调能力。

3.通过课堂活动，能够体验运动的乐趣。

教学用具： 启智圈、布娃娃、筐；音频《小跳蛙》。

教学过程：

1.热身：列队；播放《小跳蛙》音频，学生跟随音乐节奏在教师带领下围绕教室进行跑圈热身，在节奏和

提示下进行蹲跳、挥手等动作。

2.活动过程：

（1）感知觉刺激：滑板项目，学生依次进行滑板，双手抬高，双腿伸直，自然滑下来，排队依次进行，每

位学生 5次。

（2）摸石头过河：地面设置 4组前后两个圈圈，学生 4人一组（未进行的学生独角椅等待）站在后面的圈

内，教师提示学生双脚跳到前面的圈内，蹲下把后面的圈拿到前面，继续往前跳，以此类推移动 5米，更

换下一组，轮完一个回个。3个回合结束。

（3）圈圈穿身体：全体学生围站成一个圈，教师拿一个启智圈双手从头过到脚再走出圈，并将圈交给下一

位学生，带领学生进行圈圈过身体接龙活动。5个回合结束。

（4）投掷过圈 1：将四个启智圈悬挂在距离学生头顶 10 厘米高度，学生 4人一组（未进行的学生独角椅

等待），提示学生将筐里的娃娃逐个拿起向上投掷到圈圈中，投进 5个换下一组。5个回合结束。

（5）投掷过圈 2：学生 8人一组，两两站好距离 1米，一方举起启智圈，提示另一方将筐里的娃娃逐个拿

起向上投掷到圈圈中，投进 5个换下一组。5个回合结束。

3.活动总结

（1）总结本节课要点：圈圈拿好不能动，投掷眼睛要看好。

（2）点评强化完成任务、动作标准的学生；进行社会性强化、贴纸或盖章表扬。

每日教学重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感知觉刺激、摸

石头过河、圈圈

穿身体

感知觉刺激、摸石

头过河、圈圈穿身

体

感知觉刺激、

圈圈穿身体、

投掷过圈 1

感知觉刺激、圈

圈穿身体、投掷

过圈 1

感知觉刺激、投

掷过圈 1、投掷

过圈 2





2.4 生活自理

2.4.1 生活自理课

生活自理课
时间 2024.3.11-3.15 主题 我会自己洗手

教师 周海燕 班级 蝴蝶兰班 课程类型 集体课

教学目标：

1. 让学生了解洗手的重要性，知道什么时候需要洗手。

2. 教会学生正确的洗手方法，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

3.让学生明白洗手能去除病菌，预防疾病传播

教学用具： 洗手步骤示意图、肥皂、干净的毛巾、细菌玩偶、脏手模型

1.热身环节

（1）点名问好：上课铃声响了，我们上课了，教师行拱手礼：“小朋友们好！”语言提示学生说：“教

师好。”

（2）强调课堂纪律 上课请坐好、请保持安静、发言请举手、做个好学生。

（3）教师拿着细菌玩偶出场，说：“小朋友们，这是病菌小怪兽，它专门喜欢藏在我们的手上，然后钻

进我们的肚子里，让我们生病哦。”展示脏手模型，问学生怎么办

2.活动过程

（1） 教师带学生到洗手池边，边说边示范：“先打开水龙头，冲冲小小手（湿手）；关上水龙头，拿

起小肥皂，手心搓搓，手背搓搓，手指缝里也搓搓（抹肥皂搓洗）；打开水龙头，泡泡冲干净；关上水

龙头，小手甩一甩；拿起小毛巾，擦干小小手。”同时展示洗手步骤示意图，让学生更清楚每个环节

（2）学生分组排队洗手，教师在旁指导，提醒学生认真按照步骤洗手，纠正不规范动作，如搓洗时间不

够等。

（3）玩“洗手小卫士”游戏，教师说出身体部位或场景，如“吃饭前”“摸了小动物后”，学生快速反

应并做出洗手动作，做对的可获得“洗手小卫士”卡片。

3.活动总结

强调洗手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如饭前便后、触摸公共物品后等都要主动洗手，保护自己

健康。

每日

教学重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教师拿着细菌玩偶

出场，带学生到洗手

池边，边说边示范

学生分组排队洗

手，教师在旁指导

学生认真按

照步骤洗手

玩“洗手小卫

士”游戏

复习巩固，强调

洗手的重要性





2.5 兴趣开发

2.5.1AI 绘话课

AI 绘话课

时间 2024.6.17-6.21 主题 有趣的涂鸦

教师 崔思源 班级 蝴蝶兰班 课程类型 集体课

教学目标：

1. 提升学生传统绘画基础技能，包括线条运用、色彩搭配、构图设计等。

2. 引导学生理解如何将手绘作品转化为 AI 可识别和优化的元素，培养跨媒介创作思维。

3. 激发学生的创新能力，让学生能够利用 AI 技术拓展和升华自己的绘画创意，创作独特的数

字艺术作品

教学用具： 绘画工具（画笔、画纸、颜料等）、AI 绘画工具

1.热身环节

（1）点名问好：上课铃声响了，我们上课了，教师行拱手礼：“小朋友们好！”语言提示学生说：“教师

好。”

（2）展示一些经典的手绘绘画作品，涵盖不同风格（写实、卡通、抽象等），引导学生观察作品的线条、

色彩、构图等元素，讲解绘画的基本技巧和艺术表现手法。

2.活动过程

（1） 布置绘画任务：让学生选择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主题，如“我的梦想家园”“奇幻森林”等，进行手绘

创作。要求学生在绘画过程中注重线条的流畅性、色彩的协调性和构图的合理性，可以使用铅笔、水彩、马

克笔等多种工具。教师巡视指导，及时给予学生绘画技巧方面的建议和反馈，帮助学生完善手绘作品。

（2）当学生完成手绘作品后，教师指导学生使用扫描仪将手绘作品扫描成电子图像文件，教师演示如何将

扫描后的图像文件导入到 AI 创作软件中，讲解在导入过程中需要注意的图像分辨率、文件格式等问题，确

保图像能够清晰、完整地导入到 AI 环境中。

（3）创意变形与特效添加：引导学生发挥想象力，利用 AI 软件的变形工具（如扭曲、缩放、旋转等）对

手绘图形进行创意变形，创造出独特的形状和动态感。同时，展示如何添加一些特效滤镜（如模糊、阴影、

发光等）来增强作品的视觉效果和艺术感染力。鼓励学生尝试不同的变形和特效组合，探索多种创意可能性，

但要注意保持作品整体的协调性和美感。

（4）组织学生分组交流自己的创作思路和过程，分享在将手绘转化为 AI 作品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

案

(5)每个小组推选 1 - 2 件优秀作品进行全班展示。展示过程中，作者简要介绍自己的创作主题、从手绘到

AI 创作的转化过程以及作品所表达的情感或创意理念

3.活动总结

教师总结课程，点评课程。

每日

教学重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让学生选择一个

自己感兴趣的主

题开始手绘

当学生完成手绘作

品后，教师指导学

生使用AI绘画工具

引导学生发

挥想象力

组织学生分组

交流自己的创

作思路和过程

教师点评，复习巩固





2.6 行为培养

2.6.1 行为培养课

行为培养课
时间 2024.11.11-11.15 主题 我会收拾东西

教师 李玲丽 班级 向日葵班 课程类型 集体课

教学目标：

1. 引导学生认识到整理物品的重要性，增强自我管理意识。

2. 教会学生整理不同物品的方法，如玩具、图书、衣物等。

3. 培养学生的良好行为，增加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教学用具： 杂乱的玩具、图书、文具若干，整理好的物品展示图片，小贴纸（奖励用）

1. 热身环节

（1）点名问好：上课铃声响了，我们上课了，教师行拱手礼：“小朋友们好！”语言提示学生说：“教师

好。”

（2）展示杂乱物品和整理好的物品图片或实物，让学生观察感受差异，提问学生喜欢哪种环境及原因。

2.活动过程

（1）教师示范整理玩具（按种类放不同盒子）、图书（按大小或类别放书架）、衣物（叠放分类放衣柜），

边做边讲解步骤与要点。

（2）教师将学生分成小组，每组负责整理“模拟活动室”的一部分区域，如一组整理玩具区，一组整理图

书角，一组整理文具区等。教师指导帮助，对按要求整理好的学生给予小贴纸奖励

（3）学生开始整理物品，教师在旁边巡视指导，鼓励学生按照刚才学到的方法进行整理，及时纠正学生的

错误操作，对遇到困难的学生给予帮助和支持。

（4）整理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相互合作，如一个学生拿玩具，一个学生放整理箱等，培养学生的团队协

作能力。

(5)教师对整个整理过程进行总结评价，强调整理物品的要点和重要性，对表现优秀的小组或个人颁发小贴

纸、小徽章等奖励，激励学生在今后的生活中继续养成整理物品的好习惯。

3.活动总结

教师总结课程,可以让学生适当的整理自己的其他物品，如自己的书桌、玩具等。

每日

教学重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教师边做边讲解步

骤与要点

教师将学生分成

小组，对按要求整

理好的学生给予

奖励

学生开始整理

物品，教师在

旁边巡视指导

整理过程中，教

师引导学生相

互合作

教师对整个整理过

程进行总结评价





2.7 情绪管理

2.7.1 情绪疏导课

情绪疏导课

时间 2024.11.1-11.8 主题 我的心情涂鸦

教师 何世琴 班级 向日葵班 课程类型 个训/小组/集体

教学目标：

1. 引导学生认识和表达自己的情绪，提升情绪感知能力。

2. 鼓励学生通过涂鸦创作释放情绪，培养创造力和想象力。

3. 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认知，促进心理健康发展。

教学用具： 各种绘画工具（彩笔、油画棒、画纸等）情绪疏导仪、舒缓音乐

1.热身环节

（1）点名问好：上课铃声响了，我们上课了，教师行拱手礼：“小朋友们好！”语言提示学生说：“教师

好。”

（2）播放一段包含多种情绪场景的视频短片，如快乐玩耍的孩子、争吵的人群、悲伤哭泣的人等。播放结

束后，提问学生在视频中看到了哪些情绪，引导学生回忆并说出自己曾经历过的类似情绪感受，从而引入情

绪涂鸦的主题。

2.活动过程

（1）简单介绍不同情绪通常可以用哪些元素来表现。例如，快乐可以用明亮鲜艳的色彩（如黄色、粉色）、

流畅的曲线、圆形等表示；愤怒可能会用到红色、尖锐的线条、不规则形状；悲伤则可能是蓝色、灰色调，

向下的线条等。但强调这只是参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自由创作

（2）播放舒缓的音乐，让学生放松心情开始涂鸦创作。鼓励学生回忆自己近期的情绪体验，然后选择相应

的绘画工具和元素在画纸上进行创作。期间，教师巡视课堂，观察学生的创作状态，对有需要的学生给予个

别指导和鼓励，但不过多干涉学生的创作思路。

（3）创作结束后，组织学生分组分享自己的涂鸦作品。每个学生先介绍自己作品想要表达的情绪，然后其

他小组成员分享从作品中感受到的情绪，并讨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教师参与到各小组的讨论中，适时

引导学生深入思考情绪与涂鸦表现之间的联系。

3.活动总结

教师总结课程

每日

教学重点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简单介绍不同情绪

通常可以用哪些元

素来表现

播放舒缓的音

乐，让学生放松

心情开始涂鸦

创作

播放舒缓的音

乐，让学生放松

心情开始涂鸦

创作

每个学生先介

绍自己作品想

要表达的情绪

小组讨论复习巩固





2.8康复效能评估

2.8.1评估照片

2.8.2评估结果对比

姓名 性别 年份
感官

知觉

粗大

动作

精细

动作

生活

自理

沟

通
认知

社会

技能

男

2024 年上半年 11 25 8 19 44 14 14

2024 年下半年 56 66 37 60 133 54 116

进步分数 45 41 29 41 89 40 102

马原哲



2.8.3康复结果说明

（1）儿童在评估过程中整体配合不错，情绪稳定。

（2）儿总体发育水平处于上升阶段，全年综合发展能力进步显著，

其中进步最大的是社会技能，进步 102分；其次进步的是沟通，进步

89 分；感知觉进步 45 分；粗大动作进步 41 分；生活自理进步 41 分；

认知进步 40分；精细动作进步 29 分。

（3）校区践行家校共育，经常开展亲子活动、户外拓展、喘息服务、

节日主题活动等融合课程，为孤独症学生社会融合提供更多机会。



3. 完整基本康复训练档案（一本）

3.1康复服务登记表



3.2初始状态评估表

黑色折线为 2024年初期评估











3.3康复训练计划

3.3.1 2024 年 3-6月上半年训练计划





3.3.2 2024 年 7-12月下半年训练计划





3.4康复训练记录

3.4.1 2024 年 3-6月康复训练记录



































3.4.2 2024 年 7-11月康复训练记录



























3.5阶段性评估表

3.5.1 2024 年季度评估（每季度评估一次）















3.5.2 2024 年中期评估

红色折线为 2024 年初期评估











3.5.3 2024 年末期评估

蓝色折线为 2024 年末期评估











3.6训练出勤表

3月



4月

、



5月



6月



9月

、



10月



1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