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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陵女教师骑行8万公里：为残障儿童送教上门
今日女报 / 凤网实习生 全艳琳 记者 周雅婷 图：郭立亮

不愿放弃这些孩子

2013 年，从广西师范大学毕

业回乡，陈艳辉关注到一个特别

的群体——农村残障儿童。

很多时候，这些残障儿童在

农村都处于“隐身”的状态。面

对这些孩子的降临，或许是害怕

邻居的闲言碎语，或许是不愿意

接受现实，家长大多将他们关在

家里沉默地长大，甚至有的家长

会因接受不了而选择遗弃他们。

在大学时期就经常去儿童福

利院当志愿者的陈艳辉，不愿放弃

这群孩子。

2016 年，陈艳辉主动加入了

茶陵县全县 63 名送教上门老师的

队伍，成为界首镇残障儿童的特

教老师。

“村里很多人觉得家里出了个

残障儿童并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刚开始，很多家长并不愿意接受

上门送教。”陈艳辉只好和家长一

次次沟通，让他们意识到这些孩

子在接受教育后确实能有很大的

改变。

接触了这么多残障儿童，陈艳

辉发现他们都有个共同特点——

害怕陌生人。

所以送教上门的时候，陈艳辉

总是会在口袋带上一些糖果。她

耐心地和这些特殊孩子交流，和

他们玩老鹰捉小鸡、套圈、传乒

乓球等类似的小游戏，去的次数多

了，这些孩子慢慢和她熟络起来，

开始放下戒备，听陈艳辉讲课教

学。慢慢地，陈艳辉在特殊教育

方面越来越有经验，对于不同的

孩子制定不同的教学计划，通过

多样化的教学手段，让每一个孩

子都能够有所收获。

让小美开出更美的花

在这七年的送教生活里，陈

艳辉认识了许多特殊的孩子，每

个孩子的情况她都倒背如流。

家住大兴村的小美胆小内向，

智力发育也相对迟缓。刚见到小

美的时候，6 岁的她脸上还挂着

鼻涕，见到陌生人连忙跑开躲起

来。她的父亲是言语残疾人士，

母亲有先天性精神病，家里还有

一个 81 岁患有老年痴呆的奶奶。

陈艳辉意识到，对于小美这一类

孩子来说，不仅要教会他们文化

知识，更重要的是教会他们一些

生活技能。

“抹布洗完要晾晒，燃气灶要

这样开，煮饭要放这么多水……”

几年的时间里，陈艳辉一遍遍重

复，一节课学一个动作，小美在

这样的耐心教导下，学会了基本

的生活技能，扫地、拖地、擦窗户，

甚至还会炒菜做饭。

“我每次上门送教的时候，她

见到我都特别开心。”不仅教会

了小美生活技能，陈艳辉还在切

实帮助小美改善生活条件。小美

的房间家具老旧，衣柜破破烂烂，

床铺更是上面睡

人，下面睡老鼠，

陈艳辉便自己掏

钱帮她添置了新

的衣柜和被褥。

渐 渐 地， 小

美和陈艳辉把彼

此都当作了家人。

逢年过节陈艳辉

会给小美送上新

衣服和零食。小

美也会在课程结

束后，依依不舍

地目送陈艳辉离开。

3 年的送教上门，小美学会

了声母、韵母，并能够进行简单

的识字和算术。2019 年，家人送

她进入当地的村小跟班就读，从

此，命运开出了不一样的花朵。

父女俩的 8万公里送教路
最开始送教，陈艳辉要

跑到镇上坐车，乡村的孩子

住的地方偏远分散，交通

不便。最远的一家距离镇

上 28 公里，陈艳辉每次只

能租摩托车，运气好时可

以搭个便车返回，更多时

候只能摸黑走路回来。

一次送教结束后，回家

途中下起了大雨，没带雨

伞的陈艳辉淋成了“落汤

鸡”。父亲陈二文看到女儿

这么辛苦十分心疼，于是花

8100 元买了一辆在崎岖山

路上能平稳行驶的摩托车。

后来，父亲就骑着这辆摩

托车负责接送送教上门的

陈艳辉。

每周一到周五，陈艳辉

要在小学教书上课，到了周

末又要骑着摩托送教上门，

最忙的时候她一个月瘦了16

斤。忙到焦头烂额时，她也

想过放弃。可一听到那些

孩子热情地叫她“陈老师”，

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

得的。

同是教师的父亲陈二

文在女儿的感染下，也加入

了送教上门的队伍。7 年时

间里，陈艳辉父女送教行

程多达 8万公里，帮助了21

名残障儿童。

“每一个孩子小小的改

变都能给一个家庭带来很

大的变化。”在陈艳辉父女

的努力下，肢体残疾的孩子

学会了握笔写字，先天性脑

积水的孩子学会了使用计

算器算账，智力发育迟缓的

孩子现在能帮家里做不少

家务，他们的家长对于孩子

的改变惊喜不已。

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

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为了让这些特殊孩子更加容

易融入社会，陈艳辉还会

让自己班上的孩子也参与

到送教上门中来。

平日里，陈艳辉会组织

界首镇中心小学班上的学生

把自己不需要的衣物捐赠出

来。逢年过节，她也会让

班上的孩子和这些特殊儿

童进行互动交流。不仅如

此，闲暇时，她还会带着

班上的孩子参与送教上门，

“班上的孩子在亲身参与这

个过程后，会更加珍惜现

有的生活，而这些特殊孩

子也有了和同龄人交往的

机会，性格上会更加开朗”。

“每个孩子，都应该享

有健康成长的权利。”陈艳

辉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未来还能让这些特殊的孩

子接受岗前培训，有自己的

一技之长，真正做到和社会

接轨。“希望他们未来能独

立在社会上生活下去。”

每个孩子都值得拥有更加精彩的人生
在第39 个教师节来临之际，

2023 年度“湖南省教书育人楷模”

名单出炉，22名脱颖而出的教师里，

有勇攀科研高峰、八旬高龄仍坚

守教学一线的“儿女最多的妈妈”

卢光琇；有坚守乡村学校，潜心

执教26 年的“乡村孩子成长追梦

引路人”兰旭霞。而我们本期关注

的，是在更小众的教学领域发光

发热的两位特殊教育工作者。

中国特殊教育在近 150 载历

程中摸索前行。据教育部数据显

示，截至 2021年，我国特殊教育

学校专任教师人数为6.94万人，

2022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

2314所，招收各种形式的特殊教

育学生14.63万人。

湖南积极响应国家政策，推动

特殊教育发展，也涌现出了一大批

默默坚守、辛勤奉献的特殊教育工

作者。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特殊

学校聋哑班语文老师李卫群，每个

节假日都要守候在无法回家的孩子

身旁；邵阳武冈市特殊教育学校启

音部老师向旭，进法庭做手语翻译，

帮聋哑人打无声官司……

特殊的孩子，平凡的岗位，于

特教工作者而言，是一份信任，

更是一份责任。他们用耐心启聪

听障学生聆听大自然，用爱心点亮

盲童心中的光亮，用信心激励残

障孩子前行。对于特教老师而言，

一句不清晰的“老师”，一张孩子

歪歪斜斜写下的阿拉伯数字卡片，

都是最大的欣慰。他们为一个个

破灭了梦想的家庭带来了希望，践

行着“一个都不能少”的理念。

有爱，有责任，他们甘于奉献，

让平凡的事业也能发光。

许多特殊教育工作者坚信：“教

育，是改变特殊孩子境况的唯一

途径。”通过教育，残障少儿能冲

破个体缺陷，用体育特长给家乡

带来荣誉，给自己带来自信；通过

教育，特殊孩子能掌握一技之长，

勇敢走出家门，成为残而不废、残

而有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他们

正用实际行动诠释着——残疾人

也可以活出精彩。

我们希望，社会各界对特殊

孩子可以多一点包容和关爱。教育

的意义在于点燃爱、守护爱、播洒

爱，我们始终相信，每个孩子都

值得拥有更加精彩的人生。

致敬教师，致敬特别的你！

湘妹子评论

躺在木板床上、一级肢体残疾、7 岁的孩子无法正常入学接受教
育……回想起七年前第一次送教上门的经历，陈艳辉记忆犹新。面对
孩子对陌生人的抵触，她一次次用聊天、画画、做游戏打开孩子的心扉。

2016 年，茶陵县教育局摸底发现，界首镇 6 名已经到学龄的智残
儿童未能正常入学。陈艳辉主动加入全县 63 名送教上门老师的队伍，
成为界首镇残障儿童的特教老师。

7 年来，陈艳辉已经为 21 位残障儿童送教上门。每逢周末，她都
会坐着父亲的摩托车，带着一块小黑板，来到特殊孩子的家，为“折
翼天使”送去爱和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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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块小黑板，
背着一个小书包，骑
着一台小摩托……在
株洲市茶陵县界首镇，
陈艳辉与父亲陈二文
穿行于乡间小道，他
们的目的是：送教上
门。

陈艳辉今年 31 岁，
是株洲市茶陵县界首
镇中心小学语文老师，
这所学校也是她的母
校。 今 年 9 月， 她 被
提名 2023 年度“湖南
省教书育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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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3 日，陈艳辉教智力受损的孩子识字。

（上接 04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