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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昊昊一样能考上高中的

孤独症孩子并不多，但我们努力

让这个群体变得更多。”张盈盈

是长沙市爱福自闭症儿童教育中

心主任，她从事残障服务工作 13

年，帮助过数百名孤独症患者。

9 岁的孤独症儿童小星让张

盈盈印象深刻。

“特殊学校面试两次都没过，

我只能硬着头皮让孩子进普通

小学。”父亲刘易沙告诉记者，

当年孩子 7岁，到了读小学的年

纪，最初他把孩子送入家门口的

一家普通小学，可同学的异样眼

光让孩子非常厌学，“连老师都

说，你孩子不建议读书。”

然而，刘易沙与小星沟通得

知，孩子渴望跟正常孩子一样接

受教育。为了支持孩子读书，他

接受学校的“送教上门”服务，

可效果不佳——一周两小时的

课，小星坐不住，一会离开座位、

一会拍桌子踢凳子。

刘易沙只能再想办法，从这

家学校退学后，他带着小星去长

沙另外一家普通小学融合班面

试，“只招 5 个，去了20 多个孩子，

没想到他成功了！”

“老师会鼓励同学们接纳小

星，和他交朋友，告诉大家‘他

只是更慢热一些’。”刘易沙说，

没有异样的眼光，能跟普通同龄

现状

崔夕龙（中南大学湘雅二
医院精神科主治医生）

“孤独症谱系障碍是一类

发生于婴幼儿期的神经发育障

碍，以社会交往障碍和重复刻

板的行为模式以及狭窄的兴趣

两大类症状为主要特征，部分

伴有语言发育障碍。”崔夕龙

介绍。

“从医学上来说，孤独症

病症是导致患儿入学困难的

重要原因。”崔夕龙告诉记者，

孤独症孩子社会交往障碍导

致他们难以与同伴进行正常

的互动，建立长期的友谊。

重复刻板行为可能导致他们

成为班级中的异类，部分孩

子甚至难以适应改变，例如

课间安排的临时变动等可能

引起他们剧烈的情绪反应。

部分语言发育迟缓的孩子沟

通和社交就更困难，这都导

致他们很难适应普通校园生

活。

“医疗机构可以对孤独症

孩子进行更全面的评估，评

估孩子的疾病程度和主要缺

陷，从而为他平常学习生活

和教育康复过程提供更多的

指导意见。”崔夕龙说，如果

孩子的主要缺陷在语言，就

建议他去做语言康复训练；

如果是重复刻板行为更多，

就建议他更多地去做行为矫

正训练，“从医学方面进行干

预与支持，能让孩子更好地

适应校园”。

崔夕龙表示，医生还要

去仔细甄别孩子是否有共患

病，比如智力障碍、多动症、

强迫症、抑郁焦虑等，“如果

有共患病，可以通过一些药

物或非药物手段进行干预，

从而让孩子在学校以及家庭

有一个更好的表现” 。

孩子玩耍，被校园接受与包容的

小星沉浸式入学的时间也更长了。

“孤独症儿童入学的难点不

在于进校园，而是如何让孩子

们适应与留下。”张盈盈说，早

前，国家有相关政策明确，学

校不得拒收孤独症儿童，2021

年，中心有超过 80% 的患儿在

普通小学就读，“只是能坚持读

到高中的很少，校园氛围和旁

人鼓励很重要”。

长沙市岳麓区阳光生命树特

需儿童发展中心负责人刘晨蕾跟

记者分享了一个融合教育帮助孩

子融入班级学习的案例。睿睿

今年 7岁，因为孤独症两次被幼

儿园退学。2022 年，母亲带着

他来到生命树寻求融合教育专业

支持。

“睿睿之前在幼儿园很好动，

会自己开门走出教室到处跑，心

情不好时就会哭，吼叫，甚至撕

同学的书、打人，很难融入集

体。”刘晨蕾说，“我们安排影子

老师陪读，制定了干预方案， 帮

助孩子建立正确的行为规范，适

应学校的规则，并教给他正确的

社交方式。”

“经过一个学期的干预，睿

睿的综合能力得到很大提升，课

堂上随意走动的现象减少了，而

且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未

来，我相信睿睿一定能融入班级

学习。”刘晨蕾说。

“在我们中心进行康复的孤独症患

儿中，进入普通幼儿园及小学的比例有

80%以上。”湖南省残疾人康复研究中

心主任周蓉介绍，2018 年起，国家出

台相关政策，保障 0-6 岁学龄前的残障

儿童接受免费的康复课程。

周蓉介绍，为了让更多孤独症儿童

入学，中心承担了0-6 岁学龄前孩子的

康复工作，帮助他们幼小衔接。比如每

年 6月，中心会与一些开展融合教育的

小学、幼儿园合作，邀请老师为家长

讲课。“我们主要服务的是学龄前的孤

独症孩子，会去幼儿园做实地回访，帮

助孩子在幼儿园适应得更好，有效衔接

将来孩子们读小学。”周蓉表示，针对

在中心康复的孤独症患儿，他们还会

向幼儿园园长、老师了解学生在校内的

表现，配合制定孩子的康复计划和训练

目标。“让普通儿童的家长引导孩子不用

异样眼光看待孤独症儿童，才能真正

帮助他们融入集体。” 

特殊的孩子被普招

 “进入校园环境后，老师很

重要。”长沙市开福区爱希会残

疾儿童服务中心服务部主管谭

晓林介绍，目前该中心服务的 41

名孤独症患儿中，有 14 名就读

于普通学校，11 名就读于特殊

学校，入学占比率约 61%。

谭晓林告诉记者，如何让容

易暴躁的孩子们冷静下来，是孤

独症儿童老师的挑战。为了帮助

更多孤独症儿童顺利上学，谭

晓林一方面会为孤独症家庭对

接心理辅导资源，努力让孩子们

情绪更稳定一些，另一方面还会

去争取资金支持，让困境家庭的

孩子也能读书。在此过程中，他

也发现了一个核心问题——“了

解孤独症的特教老师不多，很希

望更多学校能投入资源去培养更

多特教老师，一起接纳这些孩子，

帮助他们融入校园、融入社会。”

希望培训更多特教老师

数据

专家

点亮“星”空，守护童心。

党的二十大报告对“强化学

前教育、特殊教育普惠发展”

提出了要求，为新时代我国

特殊教育现代化发展指明了

方向，是确保教育公平，让

每一位特殊儿童都有人生出

彩机会的重要举措。

随着特殊教育事业的发

展，越来越多的学校（幼儿园）

能够认同、接纳特殊教育需

要儿童，融合教育也渐成趋

势。

然而，入学容易续学难。

在我们的走访过程中也发现

了这样的问题——大多数“孤

独”的孩子因异样的目光而

辍学，他们因为“不一样”而

失了续学的信心。

但我们始终相信星星会

“说话”！我们呼吁更多人用

爱与尊重读懂孤独症孩子的

“入学心愿”——终有一天，

大家都能够看到，这些神秘

的孩子也能在校园、在社会

发光发热！

编后

让更多“星星”在校园发光

鼓励医疗机构开展“学前评估”

李丹（湖南师范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副教授）

 近年来，长沙市大力发

展特殊教育，逐步形成以特

殊教育学校为骨干和示范，

以随班就读为主体，以附设

特教班和送教上门等为补充

的普特融合的特殊教育体系。

截至 2021年年底，长沙市目

前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的学

生有 3125人，随班就读比例

79.31%，已建资源教室 91间，

均配备了兼职资源教师。

“孤独症孩子在普通学

校随班就读，会存在学习不

适应、同伴关系不适应、学

校规章制度规则不适应等问

题。”李丹表示，孤独症孩子

在学校中的适应和支持需要

社会、学校、家庭和孩子本

人的共同努力和支持。

李丹认为，首先孩子要

积极地进行干预和康复训

练，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

“家长要科学评估孩子的现

状，如果孩子的能力较弱，

没有办法适应普通学校，可

以考虑暂缓孩子入学”。

其次，在学校层面，要

加大资源教师的配置力度，

提高普通老师的融合教育素

养，“学校还要给学生灌输融

合教育的科学理念，让他们

能够接纳特殊的同伴，学会

尊重、包容和理解差异，从

而创造一个轻松包容的的教

育环境”。

更重要的是，从社会层

面上来看，要鼓励加强社会

舆论宣传，通过电视、网络

等形式向大众宣传孤独症儿

童的特点以及治疗康复情

况，提升公众对孤独症的认

知，同时给孤独症儿童提供

一个公平的教育和就业环

境，让更多人支持和关注孤

独症儿童康复事业。

鼓励创造公平的教育和就业环境

我国患病人数已超过

1000万名 ;

0至 14 岁儿童的数量

近300万名 ;

长沙市0至 14岁患儿

约有2880名。

○自闭症发病率从 88：1
上升至54：1;

○男孩与女孩患病比例约 

6：1;

○超过 70% 轻度病患能
融入校园回归社会。

数据来源 ：《2022 国际自闭症
儿童调研报告》《2019 中国自闭
症儿童发展状况报告》

 （文中故事当事人及家属皆为化名）

爱希会的特殊孩子与普通孩子一起玩“摘糖果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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