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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中午，当看见教练曹建从接送车上下来，本

来昏昏欲睡的蝶韵滑雪队队员们一拥而上，和教练打招

呼。每周二、四、五下午及周六全天是滑雪队前往旱雪场

实地训练的日子。作为旱雪场配备的专业教练，曹建每次

都会来接送队员。

这一天，他们主要进行越野滑雪徒手撑杖动作的学

习和练习。热身结束，曹建拿出雪杖给学生们讲解和示范

动作要领，手语助教陈金梅则在旁边用手语向听障学生

解释说明：“双手与肩同宽，抬手到眼睛的高度，然后向下

撑地。”将近半小时，曹建不断重复讲解、示范。陈金梅在

一旁挨个儿纠正学生们的动作。

随后，学生们到雪道上开始实地训练。从下午2点半

到5点，蝶韵滑雪队队员练习的身影一直在雪道上穿梭。

“越野滑雪平地居多，要巧妙运用手撑雪杖和脚蹬雪

板的力量前行，普通人也要经过不断地练习才能掌握好其

中技巧，学生们的理解能力要差一些，需要不断重复、重

复、重复的练习。”曹建说，“很高兴今天没有一个人表现出

不耐烦和焦躁，大家都说要在下周的比赛中拿第一名。”

1月22日-26日，滑雪队的4名队员参加了第八届中

国残疾人冰雪运动特奥项目推广活动，在男子1公里自

由决赛16-21岁M02组和M03组均获得第一名。

“现在的训练，已经比滑雪队刚成立时顺畅许多了。”

曹建感叹，“一开始，我是出于责任心，服从滑雪场的安

排，但经过5年多的相处，我不断被学生们的坚强和毅力

打动，也越来越坚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的道理。”

时间回溯到2017年，新都尖锋旱雪四季滑雪场建成

运营，在当地掀起了一股滑雪热。新都区残联和新都区特

殊教育学校开始思考，可否利用这个得天独厚的优势，发

展新都区残疾人冰雪运动项目。于是，在新都特校、新都

区残联和尖锋旱雪场的三方合作下，2018年10月15日，

新都特校10名年龄在10-15岁之间的听障学生组成了

“蝶韵滑雪队”。

由于队员的特殊性，训练时，曹建必须在白板上写字

和运用肢体语言来表达，要教一个动作，他要反复示范很

多次，直到队员们理解为止。训练过程中，队员一旦滑出

起点就接收不到任何反馈，曹建说：“只能等他们滑完坡

道，爬坡上来后，再给他们说问题。这就导致队员们训练

需要花更多时间。”

学校每次会专门指派一名手语教师到现场进行协助

训练，并在学生训练受挫时进行情绪疏解和正面引导。陈

金梅是学校政教处主任，蝶韵滑雪队的各项事务她都会

亲自过问，她也常常担任训练的手语助教，她说：“刚开

始，学生们的小腿前侧常常被磨破，尽管已经疼到眼泪汪

汪，他们还是坚持训练。”

为学生推开更多的“窗”

“学生在竞赛中收获奖牌，这固然再好不过，但学校

更看重滑雪运动在帮助学生锻炼身体、拓宽社交场域、增

强自信心等方面的功能。”新都特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赵

晓玲告诉记者。

“做更好的自己”是新都特校的校训，学校一直致力

于通过体育锻炼，帮助学生强体魄、健身体、树自信。基于

蝶韵滑雪队取得的成果和学生们越来越积极的精神面

貌，2021年底，新都特校与新都残联协商，经过旱雪场教

练专业评估，又挑选了6名培智学生加入蝶韵滑雪队。

“培智学生的语言沟通没有问题，但考虑到他们的情

绪变化，需要更加细心、耐心。”曹建说。训练初期，带队教

师和学生家长们充当起了“助教”，细致地观察着每位学

生的训练情况。经过2年多的训练，培智队员们从最初的

磕磕绊绊到现在的滑行自如，滑雪技巧明显提高，不少学

生的性格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拘谨胆小的欣欣（化名）最初不敢与人交流，只有在

爸爸的陪伴下才能顺利进行训练，在教练和带队老师的

不断肯定和鼓励下，她越来越自信开朗，如今训练已经不

需要爸爸的全程陪伴，在学校看见熟悉的老师和同学，她

也会主动地打招呼；活泼好动的陈陈（化名）也在滑雪中

找到了释放能量的宣泄口，他的奶奶激动地说：“真的特

别感谢学校、残联和旱雪场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

5年来，陈金梅陪伴着蝶韵滑雪队的学生们训练，也

见证和记录着学生们点点滴滴的变化。她说：“与学校其

他学生相比，滑雪队员们对体育运动表现出更大的热情

和爱好，由于他们的交际圈走出了学校，队员们的交际能

力和社交礼仪也得到了很好的训练，更加自信热情。他们

在艰苦训练中坚持不懈的毅力也常常打动着我。”

凭借滑雪这个特色优势，新都特校被评为全国“校园

冰雪运动特色校”和“奥林匹克教育示范学校”。赵晓玲表

示，学校将持续健全“体育保障+体育课程+体育活动+体

育能力”“四位一体”、多元互动的体育教育模式，希望与残

联、社区和社会各界开展更多合作，开辟更多体育教育项

目，为学生推开更多的“窗”，帮助学生成为更好的自己。

破茧成蝶破茧成蝶 逆风飞翔逆风飞翔
“三、二、一！”伴随着教练曹建夸张的口型和大幅度的手势指示，6名

一字排开的少年，身体前倾，从新都尖锋旱雪四季滑雪场的中级雪道滑下。

只见“一”字阵形变换“之”字，少年们在雪道上以“S”形线路优美滑行，仿佛

蝴蝶翩跹，又似雁阵井然。

谁能想到，眼前这支“蝶韵滑雪队”是由成都市新都区特殊教育学校的

7名听障学生和6名培智学生组成。而且，这支队伍曾在2019年全国第十

届残运会暨第七届特奥会迷你滑雪比赛、2021年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

第八届特奥会迷你滑雪比赛中取得“一铜”“两银”的成绩，填补了成都市乃

至四川省残疾人运动员无人参加冬季项目及零奖牌的空白。

普通人滑雪都要经历跌跌撞撞，蝶韵滑雪队的成功历经了怎样的艰难

困苦？请跟随记者的视角与镜头，走近这支独特的滑雪队，见证他们“破茧

成蝶”的故事。

——记成都市新都区特殊教育学校蝶韵滑雪队
■ 本报记者 钟兴茂 陈朝和 摄影报道

热身后，曹建（左二）带队员们温习越野滑雪项目须知，陈金梅（左一）在一旁同步进行着手语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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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金梅（左）正在为孩子们手语翻译教练的讲解内容，她的笑
容感染着每一位队员。

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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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6日下午，曹建（前排右）带领新加入滑雪队的培智学生一步步练习双板滑雪动作。一个动作，曹建会反复示范很多次，直到队员们理解。
蝶韵滑雪队队员在旱雪场雪道上进行实地训练。

1月16日，蝶韵滑雪队队员们积极备战月底将在长春市举行的冰雪运动赛事。经过多年训练的磨合，队员们已经能在练习道上滑出整齐的队列，并保持高速度坡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