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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虫虫康复干预得早，各
项能力还可以。虽说的确有
不少状况，但有家长积极配合
的态度和充分准备，学校、老
师、家长之间建立了相互坦
诚、尊重的信任联系，给孩子
有了一个很好的起点。”谢静
薇说。

谢静薇是第一次教孤独
症孩子，这是一次很大的挑
战。“我很佩服虫虫的家长，因
此从一开始就想着，要尽己所
能去帮助他。”翻阅特教书籍、
向家长学习和孩子沟通的经
验，认真观察孩子在校表现，
都是为了找到更好的方式，去
关心这个特殊的孩子。

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谢
静薇对虫虫的“情绪规则”进
行了汇总分析，并制定出了不
同的策略。

“他的情绪爆发点之一是
批评和否定，比如作业写错，
在本子上打叉打问号，或者语
气稍微严厉点指出他的行为
不当，他就倒地打滚；上课举
手我不叫他，他就把书本摔得
啪啪响。对此，最好的教育方
式是疏导。”谢静薇说，课堂上
闹情绪，她就在现场用正面的
方式和虫虫沟通，并辅以温和
的手势动作尽力安抚，“最严
重的时候，两三分钟之内安抚
不下来的，为了正常课堂秩
序，我就请在旁陪读的虫虫外
婆悄悄将他带出教室疏导。”

遇到临时换课，虫虫会闹
别扭，谢静薇每次都不忘记提
前和他打好招呼；时不时给虫
虫安排一点他能完成的小任
务，让他觉得自己能为班级提
供帮助；每次虫虫闹情绪了，
嘱咐家长回家进行“情景再
现”，反复训练让他学着控制
情绪；期末考试时，虫虫控住
不住自言自语会影响同学，谢
静薇就坐在他身边监考，并以

“示弱”的方式，“拜托”虫虫安
静配合……“我已经是用尽各
种方式了。”谢静薇笑着说。

作为班主任，谢静薇的目
标是全班孩子都能健康成长，
并以最自然的方式帮助虫虫
融入班级。

相处时间长了，再懵懂的
孩子都能察觉虫虫的不同。
对此，谢静薇不会刻意在其他
孩子和家长面前提虫虫的情

况，但也并不回避，尽全力做
好其他孩子情绪的疏导工
作。“班主任是要‘兜底’的，孩
子之间的事情不能往外推，能
当场处理好的，绝不能带回家
里发酵。”

此外，谢静薇还用鼓励引
导、参与集体活动的方式打开
孩子的心门，多挖掘虫虫的进
步和闪光点，随时在班级里进
行表扬，“不是单独的、刻意
的，而是把他放进同样表现出
色的孩子中，一起表扬。”

就这样，在一点点的潜移
默化下，孩子们渐渐习惯了这
个特殊的孩子。“虫虫数学很
好，你问他数学题，他会教你
的。”“他竹笛吹得很厉害！”

“我会和他一起交流怎么玩魔
方”……虽然因为社交障碍，
虫虫和同学无法“交心”，但同
学们对虫虫充满理解，也愿意
递出友谊的橄榄枝。

三年级后，谢静薇不再担
任班主任，但作为班级语文老
师和全校德育老师的她，依然
是虫虫在学校里的“大家
长”。“其实，只要你弄懂了和
虫虫的沟通方式，他就是个很
好交流的孩子。现在回想起
来，孩子愿意听我话、这般信
任我，真的很不容易。”

其他同学的家长，对班级
里有这样一个孩子，同样是抱
着包容的态度。小学6年，没
有一个家长向家委会、老师、
学校进行反映投诉，大家默默
为虫虫编织起一道爱心网，不
约而同地守护着。

同学家长丁女士说，一开
始知道时比较意外，但家长们
都很理解。“我特地去网上了
解过孤独症的信息，换位思考
之下，我其实是非常心疼虫虫
的，而且虫虫妈也经常主动来
和家委会、家长们沟通，有什
么事情都很配合，大家彼此处
得和朋友一样。我也经常和
我的孩子说，如果虫虫在生活
上遇到什么事情，就尽可能去
帮助他。”

“说实话，在现代社会，在
开放而又宽容的宁波，我从没
遇见也很难想象会有把孤独
症等特殊群体排除在外的环
境。”丁女士说，用平常眼光去
看待，彼此包容，事情就会有
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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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孩子其实可以不参
加毕业考试，孩子家长提出要
参加，我们从孩子的角度出
发，为他特别安排了考场和监
考老师，给孩子一个完整的小
学体验。”鄞州区江东实验小
学张校长说。

“每个孩子都有享受教育
的权利，不同的孩子，我们要
用不同的方法来教导，这是我
们的使命和挑战。”张校长说，
这个班级的学生也很棒，6年
时间，他们理解、读懂了这位
孤独症孩子的感受，也学会了
包容这样一个孩子。之前，学
校进行‘感动江东实验小学’
人物事件评选，由602班全班
同学和任课老师组成的这个
团队，获得了‘星星点灯奖’，
我们需要表彰这样的爱和愿
意给特殊孩子关爱的大家。”

在众人的细心爱护下，虫
虫进步很大。竺琴霞两次给
学校写感谢信，表达自己的感
恩——

谢老师，她看似严厉，内
心温柔，深爱着班里每一个学
生。

数学王老师，虫虫爱数

学，经常去骚扰她讲题，有时
候她得讲很多遍。

英语吴老师，最淡定的一
位老师，经常和外婆说的话
是：“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特
点，这都不算啥，您别担心！”

音乐苏老师，即便后来不
教虫虫了，还经常去打听和关
心虫虫的近况，让虫虫参加校
乐队。

马老师，小学教导主任，
看到虫虫一年比一年进步，经
常夸赞虫虫。

张校长，教学理念影响着
全校师生，为孩子的融合之路，
披荆斩棘。

还有亲爱的同学，在虫虫
遇到困难和卡壳的时候，总有
人愿意伸出援手，不让他孤单
独行；人和人的互动是那么美
好，让我们内心变得更柔软更
有温度……

张校长说，学校里其实一
直有特殊孩子随班就读，为什
么这个班级能获奖，是因为有
了特殊孩子的家长和老师、同
学、同学家长的默契配合，互
相包容理解，“这真的是需要
大家共同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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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孤独症人士及亲友协会主席、市星宝自闭
症（孤独症又叫自闭症，孤独症孩子又被称为“星星的
孩子”“星宝”）家庭支援中心负责人冯东说，孤独症孩子
要入学，一般就在进入特殊学校、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学校送教上门等几种情形中选择。到普通小学随班就读
的孩子不多，而且即便随班就读了，也会面临各种问题和
困境。

“虫虫一家的经历，我是比较熟悉的。孩子能有如
此美好的小学生涯，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从孩子
自身具备的能力到家长入学时理性充分的准备，从宽
容接纳的学校到敬业负责的老师，再到有爱的同学和
包容的同学家长，每一个环节都是那么恰到好处、顺畅
圆满。这么多有利因素的共同叠加，成全了这个从目
前阶段看可遇不可求的个例！”冯东说。

“要将‘个例’变成‘普惠’，还需要社会多方努力。”
冯东期待着，一个以融合为主体的多元教育社会体系
的建立，让更多孤独症孩子和家长的梦想照进现实。

期待多方共同努力
将“个例”变成“普惠”

虫虫走出考场后和妈妈在一起。

记者 王思勤/文 潘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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