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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教师节，湖南省

妇联主席姜欣来到了湖南省

残疾人康复研究中心，给康

复教师们带来节日的祝福和

一个小礼物——每人一朵红

色的玫瑰，这个小小的温暖

举措，让中心的康复教师们

非常感动。

对于在中心康复的大部

分孩子来说，他们难以明白

“教师节”是什么，更无法说

出“教师节快乐”这句话。

在中心工作了 8 年的彭

鑫，是听力语言康复科的康

复教师。她向记者回忆起她

第一次上课时的窘迫情形。

当时，刚刚师范专业毕业的

她信心满满，结果，在一群

带着助听器的孩子面前，她

精心准备的内容全部落空，

“孩子们平静得可怕，任凭

我口吐莲花，下面根本没有

回应”。

现在的彭鑫，已经能独

当一面。9 月 17 日上午，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旁观了她

给孩子诺诺（化名）做个别

化康复的课程。整堂课里，

她的嘴巴几乎没休息过，不

停 地 带 读， 演 示 口 型， 展

示发音部位。她尽可能地把

脸贴近诺诺，希望他能看清

自己发音时舌头的位置和形

态。“g、k、h”的发音是听

障儿童难以掌握的地方，彭

鑫会拉着孩子的手，

让诺诺摸一摸

发 声 时 肌

肉 的 状

态 和 位

置。

个

别化康

复 教 学

指 导 康

复 课 程 每

天可能会有八

九节。彭鑫说，有

时候一天下来，声音嘶哑，

咽喉肿痛是常有的事儿，下

班 回 到 家 也 不 愿 多 说 一 句

话。除了这样的个别化康复

教学指导康复课程，正在给

6 个听障孩子和他们的家长

湖南残疾人康复中心教师

他们用爱与希望，“牵着蜗牛去散步”
每年教师节前后，彭鑫

老师都会看到同行在朋友圈
晒出学生们送的小礼物，一
幅色彩斑斓的画、一个精巧
的小手工作品，或写着几行
话的小卡片。

今年是彭鑫从事教育工
作的第八个年头。虽然她的
学生连说出一句“教师节快
乐”都很困难，但她同样满
足。

彭鑫的工作有些特殊，
她是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
中心的一名康复教师。在这
里，彭鑫和她的同事们，面
对的是听障、智障、孤独症
儿童等特殊学生。康复教师
有时被称为“无花果”职
业——因为这里的孩子进步
非常缓慢，教师们哪怕付出
十倍的努力，反应在孩子们
身上的成果，常常也并不那
么显著。

但他们依旧用爱心、耐
心、细心和坚忍，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对有特殊需要的
儿童进行康复训练，努力发
展孩子们的潜能，使孩子们
增长知识、获得生活技能、
增强社会适应能力，成为可
以生活自理甚至是对社会有
用的人。孩子们的每一个小
小进步，比如学会说一个新
词语，于康复教师们而言，
都是莫大的欣慰。于学生而
言，他们亦师亦友，甚至更
是家人。

“上帝给我一个任务，叫
我牵一只蜗牛去散步。我不
能走太快，蜗牛已经尽力爬，
每次只能挪那么一点点。”
康复教师们，大多喜欢读作
家张文亮的这首《牵一只蜗
牛去散步》散文诗。他们告
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这
些特殊的孩子们，只是走得
慢一点而已，只要用心去贴
近心，他们也能一步一步慢
慢往前走，也能欣赏到沿路
别样的风景。

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从未收到学生教师节祝福的老师

上集体康复课的杨

纤老师也不轻松。

两 岁 的 鹏 鹏（ 化

名 ） 因 为 第 一 次

爸爸陪着上课，哭

闹个不停，另一个

孩子多多（化名）

则很好奇，兴奋地

在教室里到处跑。

好不容易让孩子平

静下来，杨纤才能带着

孩子们和家长一起，继续做听力

恢复的训练。

教室和走道的墙壁与天花板

上，都有吸音装置。杨纤告诉记

者，复杂的背景声比如电视、收

音机、过大的空调噪声、临街开

窗时的交通噪声都会干扰听障儿

童专心地听你讲话，这些吸音装

置可以减少噪音，以便孩子能安

静地聆听。

彭鑫告诉记者，以前因为医

疗条件所限，先天耳聋的孩子，

无法接收到言语刺激，最终可

能无法说话，也就是民间所说

的“十聋九哑”。但目前，只要

早发现、早干预，通过助听器、

人工耳蜗等医学手段，再辅以好

的康复训练，听障儿童的听力和

语言能力可以接近正常人。

湖南省妇联
主 席 姜 欣

（ 右 三 ） 看
望省残疾人
康复研究中
心的康复教
师。

← 省 残 疾 人
康 复 研 究 中
心 周 蓉（ 前
坐 者 ） 率 领
湖 南 代 表 队
在 全 国 第 二
届 听 力 语 言
康 复 教 师 技
能 大 赛 获 总
分第一，团体
一等奖。

康复中心的四楼，是孤独

症康复科。2006 年来到中心

的罗巧梅老师，是参与组建

孤独症康复科的几位“元老”

之一。“当时只有 5 个孩子，3

名老师，我一 个人带两三个

孩子，心里想着应该没问题。”

罗巧梅告诉记者。结果，一

上午下来，罗巧梅“一 个头

两个大”，“有个孩子，我一

抱他，他就抓扯我的头发和

衣服，还有个孩子的大小便

完全不能自理，只能穿着纸

尿裤”。

在中心工作 14 年，罗巧

梅 带 过 很 多的孤 独 症孩子，

“最小的 1 岁多，最大的 7 岁。”

让她印象最深的一个孩子是

璐璐（化名），来中心做康复

时刚刚 3 岁，“她的父亲在长

沙 做 生 意， 妈 妈 有点智障，

刚进来的时候，孩子完全不

会说话，手紧紧地抓着一本

小书，死活不肯松手。”

看到璐璐对这本小书感

兴趣，罗巧梅因势利导，教

孩子念这本小书。小书的内

容很简单，但罗巧梅一个字

一个字的比划着念，教了三

个多月。“她一直在我们这里

学到 7 岁多，我们就 这么一

点点的教，等到后面离开中

心的时候，她有了语言，生

活也能自理了。”罗巧梅告诉

记者。

“ 日常生活的一 个 细 节，

每个孩子都有不同的康复方案

我们都要教很久。”罗巧梅说，

孤独症的孩子，就连一个简单的

洗手都要学习很久，“我们会把

流程分 解开来，反复地教——

怎么扭开水龙头，怎么伸手……

而且教的过程中，这个流程不能

变化，一旦有变化，哪怕是扭开

的水龙头换成是转开的，他们也

不会洗了。”

从事康复工作 13 年的张小

莉，也是孤独症康复科的康复

教师。在这里，每位老师都带

着 5 个孤独症孩子。针对每一个

孩子的具体情况，老师们会制作

具体细致的康复方案。

“比如说这个小朋友，他能

说话，但有行为问题，那他有可

能是视觉听觉敏感，可能要多安

排统觉方面的课程；那个小朋友

语言不好，但行为方面没有问题，

那我们可能需要多安排沟通方面

的课程……”张小莉告诉记者。

今天上午来上课的，是 3 岁

多的孩子壮壮（化名）。张小莉

说，壮壮的语言理解能力较差，

发音器官协调不足，现在主要对

他进行口部运动治疗，“通过对

下颌、唇和舌部的训练，提高

他口部构音器官的灵活性、稳

定性和协调性。”比如让他通过

咀嚼动作来提高下颌运动能力，

通过吹纸张、吹泡泡来提高圆

唇运动能力。壮壮特别爱吃棒

棒糖，张小莉就让他通过舔棒

棒糖的动作，来加强唇、舌的

灵活性等。         （下转 05 版）

←孩子们和康复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往往是他们
最开心的时候。

彭 鑫 老 师
（右）正在上
康复课。

扫一扫，转发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