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学校教务主任，杨筱
燕总能起到模范带头作用。今
年4月，宁波疫情突发。一觉
醒来，学校北校区被划为防
范区直接停课，去过北校区
和涉及此波疫情需要居家的
教师人数超过了总人数的一
半。照常上课的南校区只剩
杨筱燕一个中层了。在师资
严重不足的非常时期，杨老
师一人带领十几名教师承担
起南校区教育教学日常工
作。从早上 6 点检查食堂配
送开始，直至晚上住宿学生8
点就寝，杨老师连续几天一
刻不停歇。在老师们共同努力

下，学校各方面工作有条不
紊，井然有序，平稳安全地度
过了困难时期。

明知从事特殊教育工作
的艰辛不可能换来“桃李满天
下”的业绩，但她始终保持着
对特教事业满腔的热情、对特
殊孩子真诚的关爱。“让家长
看到希望，让孩子能够自立，
为社会稳定添砖加瓦，这就是
我们特教老师的价值所在。”
杨筱燕如是说。

虽然白发已现，虽然皱纹
蹙额，但杨筱燕温暖的笑容,
将继续照亮折翅天使们未来
之路。

从事特教工作十几年，魏清遇
到过各种各样的学生和家庭。有的
家长会因为孩子的特殊而十分焦
虑，有的一直不敢把孩子带出去社
交，害怕外界的眼光。这使得本身
就缺乏与外界沟通的孩子越来越
趋于内向，更加封闭自己。

所以魏清除了照顾孩子之
外，也成了家长们的“心理按摩
师”，她希望家长能放平心态，和
老师一起配合，给孩子们提供良
好的成长环境，成为他们坚强的
后盾。

很多家长会受到魏清的感

染，把她当成家里的一分子，哪怕
放假也会跟她聊孩子们的情况，
分享孩子们进步的喜悦。每当这
个时候，魏清就觉得，再累都是值
得的。

“既然我选择了特殊教育这
条路，我就会走到底。这些孩子都
是折翼的天使，我的工作就是为
他们修补翅膀，终有一天，他们会
用自己的方式飞翔，和别人不一
样又何妨。“魏清表示，她并不是
孤军奋战，还有无数的特教老师
都在守护着这些学生，帮助特殊
儿童更好地融入社会。

特教天地是寂寞的。普通学校
的老师会收到学生考上名牌大学等
各种喜报，而特教老师的教学目标，
是让学生能自食其力，能适应社会，
甚至只是能生活自理。陆雪萍曾收
到一盒学生做的饼干，让她开心了
好几天。那是一个曾经重度智力障
碍的学生，通过在达敏学校的学习，
毕业后进了一家食品公司工作。家
长非常感激，用孩子第一个月的工
资买了两罐他自己制作的饼干，来
感谢学校老师“9年来的不放弃”。

“让特殊学生都有发展，是我
的工作目标；尽善尽美地完成各项
任务，是我的工作态度；踏实做好
眼前工作，就是我的抱负。回望 30
年的特殊教育生涯，我没有做过轰
轰烈烈的事情，只是一直从心底里
热爱这份工作，接纳与理解每一位
特殊儿童及家庭，因材施教不落下
每一位特殊学生。”这就是陆雪萍
成为名师的“诀窍”，她说，“我从没
做过什么规划，只是在每一个阶段
都坚持努力。”

“给每个特需孩子以最适
合的教育”，姜佩芳和她的同
事们关注每位听障学生潜能开
发、个性发展，探索适合听障
学生的个别化教育模式，以及
与之相适应的管理规范及教学
方法，使听障学生的学习潜能
能够因为教师的特殊设计和有
目的引导而得到有效发挥，帮
助听障的学生全面发展，更好
地融入社会。

这些年，宁波市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招收的听障学生中，有部
分会伴有其他障碍，且程度严
重。为此，学校通过科学评估，在
普通课程之外开设个训课程，根
据学情加入语言、认知训练，或
者感统训练、运动康复等。在老
师们的专业指导下，学生们进步
明显。每当这个时候，姜老师总
会有一种特别的幸福感。

融合教育是社会发展的趋
势。特教与普教携手，让有特殊
需要的学生与普通学生融合在
一起，切实地为每一位学生提供
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姜老师
的带领下，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
学校积极开展各类普特融合的

教育教学活动，如与距离相对较
近的江北区费市小学携手多年，
学校推荐听力较好的学生去费
市小学跟班学习。特需学生从一
开始的胆怯，到后来能自如地展
示自己，与普通孩子亲密交流，
普通学校的老师们也在融合的
过程中慢慢摸索出一套适契的
方法。

“我们还会开展一些普特融
合的教研活动，通过同课异构，
让教师在实践中反思，提高融合
教育水平。现在不少学校都有随
班就读的学生，这样的探索非
常有必要。”姜佩芳说，“作为特
教工作者，我们不仅需要与普
校教师一样有扎实的学科专业
知识，更需要掌握系统的特殊
教育知识与技能，只有这样，才
能为每一位特殊学生提供合适
的教育，最大限度地开发潜能、
补偿缺陷，让有能力的特殊孩
子能够成为有一技之长的专业
人才，能与普通的孩子一起融
入社会共享社会文明；同时也
给予那些多重障碍的孩子更好
的教育，使他们自立、自强，更
好地适应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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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系统中，有一小部分老师，因为面对的学生比较特殊，除了掌握学科知识之外，

还需要掌握特殊教育的知识与技能。他们，就是一群特教“园丁”。因为接触少，很多人对特

教教师缺乏了解，实际上，他们的工作需要他们用特别的爱心、耐心与专业技能，为特殊孩

子点亮前行的航灯。

第38个教师节前夕，我们采访了几位特教教师，听他们讲“特教故事”，并向他们致以特

别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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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师毕业的姜佩
芳，因为机缘巧合踏入
了特教领域，如今 30
年光阴一晃而过，她
从一名普师毕业
生，成长为市教坛
新秀、市学科骨
干，并先后荣获
省 师 德 先 进 个
人、省特教园丁
奖等称号。30 年
来，她用爱与智慧
贴近听障孩子的
内心，立德树人，潜
心教育，努力挖掘他
们身上的优点，并为他
们提供缺陷补偿，从而
提升学生综合素养，锻
造学生生存技能。

●鼓励听障孩子阅读写作

因为听力障碍，听障学生
先天便少了与世界交流的一个
渠道，也因为听力障碍，造成他
们自然接收的信息和获取的知
识比健听儿童少很多，使他们
在阅读和写作等方面变得非常
困难。姜老师的语文课，注重激
发孩子们的阅读和写作兴趣，
从而提升他们的相关能力。“我
希望孩子们能够多阅读，能够
爱上语文教学，能够以我手写
我心。因为阅读和写作能够丰
盈他们的人生，让他们更好地
享用社会精神资源。”

于是，姜老师和学校语文
组的老师们采用各种方法培养
听障孩子的阅读兴趣，让他们
好读书；还根据听障孩子的现
有水平分段推荐课外阅读书
籍，让他们读好书；利用各种渠
道指导聋生阅读，让聋生会读
书。她们希望通过这样的努力，
引导听障孩子大量阅读课外
读物，从而提升他们的语言素

养和人文素养。
写作上，姜老师采取鼓励

式教育，只要孩子们愿意写，不
管写得怎么样，她都会给予他
们肯定。对于稍微写得好一点
的学生，姜老师都会认真修改
以后打印出来，贴在教室的文
化墙上，并在期末时汇编成册
供大家阅读。看着自己的作品
被老师肯定，被同学欣赏，孩子
们学习的劲头更足了。

为了让更多听障孩子能从
小开始阅读，近年来，姜佩芳老
师积极开展聋校手语双语绘本
的研究，主持承建的《聋校手语
双语绘本故事系列》被录用为
省级精品微课程；2021 年，在
她的带领下，学校的手语微课
团队参与设计制作了西大绘本
阅读研究中心发起的“牵手阅
读 共同成长”公益阅读活动中
的聋校“中文+手语双语模式”
绘本设计制作，并荣获课程设
计奖。

●关注个别化教育与融合教育

“孩子需要老师
的守护。”这是象山
县培智学校特教老
师魏清的工作信
条。从教 14 年，
她 一 直 陪 伴 在
特 教 学 生 身
边 ，见 证 无 数
个孩子逐渐向
阳成长。魏清相
信，只要她守住
初心，用心呵护
每个孩子，就能让
更多的特殊儿童过
上相对正常的生活。

●从教14年 带了她13年

魏清在大学读的就是特殊教
育专业，可谓是科班出身。本以为
做好了心理准备，但真正面对反应
迟钝、神情呆板甚至大小便失禁的
孩子时，她还是觉得很吃力。

“穿衣服、吃饭这些很简单的
肢体动作，对这些孩子而言都非
常困难，可能要重复无数遍他们
才能够学会。”魏清说，这也是特
教老师最难的地方，要比普通老
师有更大的耐心和毅力，才能走
进孩子的心。

而刚入行的魏清没想到，她
的这份努力竟然会让一个家庭和
她有了长久的缘分。

刚毕业的时候，魏清还在宁
波市区工作，两岁女孩小昕（小
名）因为年纪比较小，再加上又是
智力落后，基本上没有语言表达
的能力。魏清需要时刻注意着她，
告诉她想上厕所了要报告老师，
一个字一个字地教她最简单的称
呼、带着她做游戏……年复一年，
小昕成长的同时，也把魏清当成

了自己的家人。
“小昕很怕生，在陌生人面前

会表现出害怕的神色，但是她在
家里人面前是敢咿咿呀呀地说话
的。她看到我的那个表情就像看
到家人一样。”魏清说，后来小昕
长大一点之后，看到老师累了，还
会主动去捶捶背，这可能是特教
老师最幸福的瞬间了。

2018年，魏清到了象山县培
智学校工作。小昕的父母得知这
个消息之后，思虑再三，向魏清提
出了一个请求：我们也想让小昕
去培智学校上学，还想让魏清继
续当小昕的老师。“魏老师把小昕
当成女儿一样对待，我们又怎么
忍心让小昕离开亲人呢？”

直到现在，小昕还在魏清的班
上。在学校优良氛围的熏陶和魏清
的悉心照料下，小昕从一个根本不
愿意和外界接触的小女孩，到现在
已经可以主动跟他人打招呼问好。

“她正在慢慢开启她的人生，可能有
些慢，但不能着急。”魏清笑着说。

●“只为让特殊儿童更快地融入社会”

今年是陆雪萍从教 30
周年，新学期她履新宁波市
达敏学校校长。长年专注
于特殊教育的她，收获
了“浙江省特级教师”
等 诸 多 荣 誉 ，但 采 访
中，陆雪萍多次称自
己很普通，“有智力障
碍、有行为问题的孩
子，也需要学习、需要
有老师去教他们。既然
我选择了特殊教育，那
就要好好干。我们都是普
通人，但只要大家都献出一
点点力量，那对智障孩子的
家庭，就是一种拯救。”

●当年报考特殊教育专业是“误打误撞”

当年报考特殊教育专业，对陆雪
萍来说完全是一种“误打误撞”。“我老
家是象山农村的，小时候身体弱，经
常喝中药，所以我曾经的理想是做
个医生。由于学习成绩不错，农村人
又想早点工作，初中毕业报考了中
专。读中专不可能做医生，我就填报
了‘特殊教育’，当时以为特殊教育
是特殊工种的教育，被南京特殊教
育师范学校录取了，能去大城市南
京读书，可开心了。”她笑着回忆。

进了学校，陆雪萍才真正理解了
特殊教育。“我读的是聋专业。除了一
般师范院校都有的心理学、教育学等
课程，我们还增加了手语、聋教育教
学等专业课。”陆雪萍称自己是一个
安于现状的人，在学校接受了“聋哑
学生和普通学生一样，他们只是交流
方式不一样”等专业熏陶后，她很快
就接受了特殊教育，在专业课的学习
以及较长时间的实习和见习中，她和
特殊孩子的磨合在毕业前就完成了。

从象山县聋哑学校到宁波市达
敏学校，因为对工作的认真、负责，
陆雪萍在从教的道路上走得很顺
畅。智障学生的理解能力弱、注意力

容易分散、思维缺乏连贯性，“这个
课太难上了。学生们一问三不知，整
节课都是我自问自答，学生只会被
动接受、机械地跟读……”特教老师
一般都会碰到这样的困难。陆雪萍
却让培智课堂也绽放出了精彩。

曾经，在一次数学课上，陆雪萍
指着大屏幕中的图示问学生：“树上
有几片枫叶？请你数一数。”一个学
生突然说：“老师，不能数。”她走过
去告诉学生：“可以数的呀。”但那个
学生用手势比划着告诉她，距离太
远，手指点不到，不可以数的。陆雪
萍就把相同内容的卡片放到他面
前，学生用手指着树叶说“有6片”。
那一刻，她明白了学生不和老师互
动的原因，“我们认为的简单，那是
正常人的思考，对特殊儿童来讲，它
依然是抽象的，不够具体化。那些色
彩鲜亮的课件、大大的板书，也许在
有些孩子眼里一片模糊……”

就是通过对一个个教学事例的
用心思考，陆雪萍走近每一个学生，
提出符合智障学生思维发展特点的
小问题，激发了他们的思维，让智障
学生也都能参与到课堂中来。

●因材施教是她成为名师的“诀窍”

在特教这片贫瘠
的 土 地 ，杨 筱 燕 长
期深耕一线，专注
于 特 殊 教 育 探
索。没有轰轰
烈烈的事迹，
没有惊天动
地 的 场 面 ，
有的只是那
日复一日平
凡 而 琐 碎 的
付出。但她甘
之 如 饴 。她 就
是 鄞 州 区 特 殊
教 育 中 心 教 务 主
任杨筱燕。

●她总把最难的班级留给自己

作为一名特教人，杨筱
燕任教过特殊教育课程中三
分之二的科目。当学校缺少
语文教师时，教了近十年数
学学科的她毅然接手了新一
年级的语文教学及班主任。
19年班主任经验积攒下来，
如今她已是一名全能学科的
特教老师。

“她不仅教语文数学，还
教音体美，哪里有需要她就
去哪里，她从来都是把最难
的班级留给自己。”鄞州区
特殊教育中心校长鲍玲红
说。每届一年级新生进来，
杨筱燕都会主动任教一年
级，指导协助教师进行班级
管理，而一年级学生往往是
最难教的。

2020 年，杨筱燕任教的
一年级学生，10个孩子中就
有 6 个患有自闭症。杨筱燕
说：“上课时，经常有孩子难
以控制自己的情绪，课堂教
学突发状况层出不穷，我们
就需要不断地安抚、引导、
强化指令，让特教课堂在充
满关爱中和谐生动起来。”

在当班主任期间，每天
下班后杨老师却仍不忘帮助
住宿的学生洗澡、洗衣。学
生衣服破了、纽扣掉了，她
就现场缝补钉好；学生发脾

气了，她就晓之以理，耐心
安抚；学生想家了，她就零
食加餐，甚至搂着一起睡；
学生衣物欠缺，她就自掏腰
包及时购买……她把这些特
殊学生当成了宝。

正因为日常一次次真心
的付出，懂爱的学生们都很

“怕”她。有学生忌医，杨老
师带去就乖乖就医打针了；
有学生调皮，杨老师动之以
情就听话了；有学生失控，
杨老师抱一抱就渐渐平静下
来了……时光飞逝，长期超
负荷的工作，让她身体出现
了很多状况：高血压、胆结
石、心脏舒张功能减退等接
踵而来，但杨筱燕还是一如
既往地为了这些折翅的天使
能顺利融入社会，努力地守
航护卫。

“在我眼里，哪怕孩子再
弱，都是有潜能的。日复一
日，虽然满腔的付出只换来
特殊学生点滴的改变，但当
自闭症的孩子听懂了一个指
令，当语言障碍的孩子磕磕碰
碰地蹦出一句‘老师好’，当
多动症的孩子向我展示第一
张奖状，当倔强的糖宝亲昵地
搂住我的腰时，我感觉这些吹
不出褶子的平凡日子也在闪
闪发光呢。”杨筱燕说。

●让家长看到希望，让孩子能够自立

A

B C

D

现代金报 | 甬上教育
记者 王伟 林桦 俞素梅 钟婷婷 通讯员 蔡微波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现代金报 A07
责编：万建刚 余维新
美编：周斌 审读：邱立波

2022年9月9日 星期五
·榜样 ·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