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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教师
最美教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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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王浚录（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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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人的想象中，特殊教育学校教师的工作更像保姆，就是给特殊孩子擦口水、系鞋带、带他们上厕所……这，其

实只是特教工作的一部分。为这些特殊的孩子提供更适切的教育，让爱更有价值，是特殊教育工作者一直不变的追求。

1995年，还不到20岁的高宏来到绵竹市特殊教育中心校，在这里，她从一名培智数学教师成长为教导处主任，再到

如今的校党支部书记、校长，“在29年的特殊教育工作中，我时常问自己，我们的孩子需要怎样的爱？”

在一线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在对学校办学方向的思考中，高宏渐渐得出了答案：我们的孩子需要的是无微不至的呵

护，更是启智润心、因材施教、有智慧的爱。在爱的阳光下，每一位特殊孩子都可以拥有快乐的童年，享有优质的教育，创

造幸福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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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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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故事,想讲给你听
■ 广元市朝天区特殊教育学校 李登艳

在29年的特殊教育工作中，高宏

始终坚守教育教学一线，陪伴着孩子

们破茧成蝶，绽放属于自己的生命光

彩。每每看到“折翼天使”们的一点点

进步，她都会感到由衷的幸福。

“班上有一个无法站立的女孩，在

3 年的训练过程中，一次又一次地跌

倒又站起，当她第一次蹒跚地向我走

来，扑到我怀里的时候，我再也控制不

住，流下了幸福的泪水；还有一位患有

情绪障碍的男孩，在老师们 5 年多的

鼓励、陪伴下，现在终于能站上舞台，

自信地展现自己，他妈妈不止一次拉

着我们的手泣不成声；还有许许多多

家庭条件不那么好的孩子们，他们毕

业后能在地里干活、在工厂上班、在社

区服务，自食其力、立足社会……”采

访过程中，讲述到这里，高宏已是泪眼

婆娑。

“每当我外出学习，孩子们会问高

老师怎么没来，我回到学校时，他们还

跑过来，给我大大的拥抱。”对学生以

心换心的真诚相待，赢来了学生们对

高宏发自内心的喜爱，也让她于2015

年收获了教育部颁发的“特教园丁奖”

这一荣誉。

“特教老师的爱，是关怀呵护，是

陪伴照顾，更是以特教专业技能、专业

智慧为内核的爱的阳光，它照耀这些

‘折翼天使’慢慢生长、精彩绽放。”高

宏相信，爱是教育的底色，没有爱就没

有教育，把特别的爱献给这群特别的

孩子们，让每个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

机会。

送教上门，为没有条件到学校就读的适龄重度残疾儿童

送教到家，是广元市朝天区特殊教育学校多年来一直承担并

坚持的教育任务。6年来，学校5个送教小组翻山越岭，不畏寒

暑，为数名特殊儿童送去了专业的教育指导，为家长提供了诸

多残疾儿童居家康复及家庭教育方法指导，同时，也积极引导

家长走出心理误区，乐观地面对生活。

作为送教活动参与者的我，没有娓娓动听的故事可讲，没

有出类拔萃的业绩可写，但有过激情奋进，有过感同身受，有

过怅然若失，有过颇多感悟。今择一二心得，与大家交流分享。

“两个孩子生下来都挺正常，就是到了该走路的年纪时老

是站不稳，腿部支撑不起身体。当时以为孩子学会走路的时间

可能晚点，就没重视，后来发现不是我们想的那样。”我们3位

教师坐在乔乔（化名）家租住房门口，静静地听乔乔爸爸讲两

个孩子的病情。

“诊断结果到底是什么呢？”左老师着急地询问。其实我

们都很疑惑，两位家长瞧着健康，为何两个孩子都有同样的症

状？乔乔和哥哥不但无法站立，就连饭盛多点的碗都端不稳。

“我们俩确实身体都正常，医生说我和他们妈妈均携带隐性遗

传病基因，两人组成家庭，下一代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像我们

这样的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当我们花光了所有积蓄，依然被告

知这种病无法医治时，那时的感受……”乔乔爸爸轻叹一口

气，幽幽地说道：“唉，你们都不会懂。”

20多岁的哥哥成天坐在轮椅上玩手机，年仅11岁的乔乔

羞涩腼腆地坐着，陪我们听爸爸讲故事。从孩子发病到四处求

医未果，再到来镇子上租房打工维持一家生计，听到这个家庭

经历的种种不幸，我们心里也生出了满满的无奈和心疼。

一次出差，路过镇子，我想顺便看看孩子，乔乔妈妈热情

地接待了我。

“这么热的天，下午凉快了可以带他们俩到街头河边转转

呀，不然他俩老待在家里。”聊天时，我建议道。

“我不喜欢带他们上街，你不知道，每次上街，都有人像盯

怪物一样盯着我们看，有的人还不停地指指点点。”乔乔妈妈

说。

“在这里住这么久，街坊邻里都知道孩子情况，应该不会

有什么特别反应吧？”

乔乔妈妈顿了顿，向我讲述了一件事。那天天气很热，兄

妹俩将轮椅移到门口坐着，两个路过的老太太老远就盯上了

俩孩子，边走边对孩子指指点点，还交头接耳地谈论。心疼孩

子的妈妈实在忍受不了，将坐在轮椅上的乔乔推到两个老太

太面前，激动地说道：“你们不是没见过吗？现在让你们好好

看，看个够，来，好好看看！好好看看！”

两位老太太吓呆了，驻足数秒后赶紧溜掉。但同样被吓坏

的，还有乔乔，她被母亲这样突然地推到人前。打那以后，乔乔

妈妈就很少带孩子出门了。

“街坊邻居都认识了，看我们的眼光都正常，就怕遇到不

认识的人。没有几个人能用善意的目光看孩子，孩子都大了，

也在乎别人的眼光，当妈的也没办法阻止别人看。为了不让人

笑话，只好少出门。”

“幸福的家庭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乔乔

妈妈一直无法走出心理阴影，直面现实。也许她意识不到母亲

这种自卑、自闭心理会慢慢传递给孩子，从而影响孩子的自我

评价与社会认知，所以，我知道她需要有人来帮助她。有些转

变，需要以真诚做媒介，用善意引导。

“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晴圆缺。每个人的生命中都会遭

遇一些无法逃避的灾难或考验，只是表现形式不一。”与乔乔

妈妈聊天时，我尽可能找些宽慰的话讲。为何不愿带孩子出

门？原因无非两点：一是怕人嘲笑，对孩子造成伤害；二是自身

心理问题，自卑感作祟。不让孩子接触外人，在妈妈看来是在

保护孩子，但我提醒她：“长期这样发展下去，他们会认为自己

是你们的负担，可能会逐渐否定自我、越来越不愿融入社会，

变得自卑、胆怯。为人父母，一定要为孩子做榜样，给他们勇

气，让他们像正常人一样，该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渐渐地，

孩子父母将我的话听进去了。

“可以带乔乔上街逛逛吗？”送教时，我小心翼翼地询问家

长。也许是我们的尊重和善意打动了她，乔乔妈妈不但同意我

们带孩子出去，还主动要求作陪。一路上，乔乔非常兴奋，在轮

椅上提速，扬言要与我们赛跑。在超市里，乔乔表现得彬彬有

礼，超市服务员都不停夸奖她。我们为她买了一些零食，孩子

眉眼含笑。

趁着孩子的高兴劲儿，我们又与乔乔妈妈聊起了带孩子

参加社会活动、提高其生活与交往技能的问题。一方面，我们

让她观察孩子的活动表现，分析孩子的心理；另一方面，我们

告诉她社会人群虽然复杂，但绝大多数人心都是积极向善的，

同情和关怀弱势者依然是文明社会的主流，很多时候，我们的

敏感多疑，实质上是自我误导。

又一次带孩子上街，我们与乔乔母子三人一起。两个孩子

各自推着轮椅走在前面，我们并肩走在后面。乔乔妈妈告诉

我，自从我们送教上门后，乔乔便时常念叨，期待我们再来。乔

乔妈妈还说，自我们陪着孩子出去溜达后，孩子常要与她一起

出门，说这是李老师给家长布置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

她也常带孩子上街。

我很欣慰能得到孩子的信任，也感怀家长在短期内的一

系列转变。孩子的生理障碍导致家长产生的消极自卑心理，是

需要很长时间来消除的，但从家长的言谈举止中，我感受到其

心理和行为都在向积极方面发展。这种变化来之不易，其中有

孩子的努力，有家长的自我意识革新，也有我和两位送教老师

的支持。我想，只要我们一直努力、携手共进，那么，孩子的心

态必将是积极阳光的，他们之后的生活也会是充满希望的。

精准施策
尊重每个孩子的不一样

绵竹市特殊教育中心校现有 88

名残障学生，他们的障碍类型、障碍

程度、心智水平各不相同。高宏认为，

“看见”每个孩子不一样的教育需求，

科学评估，精准施策，是特殊教育的

起点。

怎样才能真正懂得他们？高宏介

绍，她和学校老师们细心观察、细致访

谈；选择不同的量表，全面评估孩子的

身心发展状况；召开一次又一次的个

案研讨会，深入分析孩子成长的每一

种可能性；聆听家长的期待，合力为每

一个孩子量身定制教育计划。

这些工作既专业又繁琐，却必不

可少。高宏总是向老师们说：“我们专

业一点、精准一点，给孩子的教育就会

更适合一点、优质一点。”

在“看见”每个孩子不一样的教育

需求的基础上，高宏综合孩子们的障

碍类型、年龄，以及学习能力，进行分

级分班教学。为了更好地面向全体、照

顾差异，她和老师们不断改进教学方

法，探索分层教学、走班教学、一对一

个训、送教上门等差异课堂模式，为每

一位孩子设计特定的教学目标、学习

内容和个性化的学习活动。

“我们在国家课程的基础上，结合

孩子的潜能和发展需求，以及绵竹本

土教育资源，开发了18门课程。”高宏

谈到，这些课程既有康复课程，也有特

奥滚球、冰壶等运动课程，还有年画、

扎染等美育课程，以及烘焙、家政等预

职课程。

这些开放、多元的课程让特殊学

生有了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发展可

能，也为他们融入社会打下基础。以

特奥滚球课程为例，学校每周开设了

4 节特奥滚球课，没有专业的滚球教

练，高宏就亲自上场，手把手带领孩

子们认识规则、领悟技巧、反复练习。

“运动对孩子们起到的康复作用比较

明显，通过运动，他们能放松身心，增

强自信心。”高宏说。功夫不负有心

人，她带领学生参加四川省第十届残

疾人运动会暨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

运动会，获得滚球项目1金3银2铜的

好成绩。

“尊重每个孩子的不一样，提供

适宜的康复和教育支持，让他们都

能参与、会学习，才是他们真正享有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的最好体现。”

高宏坚定地表示。

“当下，有一些残障儿童少年因为

各种原因无法来到学校上课。”针对这

一现象，高宏介绍，从2014年开始，绵

竹市特殊教育中心校开展送教上门工

作。学校教师把课堂搬到孩子的家里、

床边，带领他们进行康复训练，讲授基

本生活技能，教他们识字、绘画。

在送教上门的过程中，高宏发现，

需要送教上门的学生多是农村地区的

残障儿童，这些孩子的障碍类型、发展

需求多样，但教师送教上门的教学内

容单一、家长教康训练技能不足。同

时，一些学生会遭受周围人的歧视和

冷漠对待，生活状态较为封闭。

“送教上门必须使不能到校就读

的残障儿童少年享受公平、优质的教

育，必须改变过去单一送温暖、随意看

一看的状况。”高宏和同事们结合地

域、学校、学生实际，在实践中探索出

一套送教上门的组织工作流程、常规

教学内容。

具体而言，每一学年初，学校会依

据区域划片的原则，将所有参与送教

的老师进行分组，每一组均由2至3名

老师担任专任送教者，对学生进行有

针对性的教育康复训练。“对于一些认

知能力相近或残障类别相似的孩子，

我们也会突破组别，把他们集中到社

区等地方，进行相同教学板块的教育

康复。”高宏说。

基于送教学生在身体机能康复、生

活自理能力及劳动技能等方面的训练

需求，高宏和同事们开发了教学资源

《送教上门训练指南》。“《指南》中的训

练内容贴近生活，老师不在的时候，家

长可以参考该《指南》，对孩子进行后续

训练，为学生回归社会生活做好铺垫。”

高宏介绍。

在教学之外，高宏还为学生购买

衣服、鞋子等生活用品，联系社区加强

对弱势学生的保护力度，协调落实符

合政策条件的残障学生的资助政策，

并在社会层面广泛呼吁，为学生的健

康成长营造良好环境。

送教上门
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优质的教育

以心换心
陪伴“折翼天使”慢慢生长

高宏指导学生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