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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校长新学期致辞 

学习女排精神 做自立自强的好少年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校长  谢爱明 

 

尊敬的杜区长、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嘉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今天，白云飘飘，秋高气爽，

使我们心情爽朗，不知不觉中，

秋意渐浓，预示着北京最美的季

节—秋天来了，在这美好的季节

里，我们高高兴兴的迎来了新的

学年。 

刚刚结束的巴西里约奥运会，中国女排获得奥运会冠军，举国欢腾，全国人

民还沉浸在幸福欢乐之中。小组比赛，中国队和多个强队分在一组，中国女排 2

胜 3 负，以小组第四名出线，是出线队中的最后一名；在淘汰赛中，第一个对手，

就是东道主巴西队，巴西队是奥运卫冕冠军，世界杯冠军，又拥有天时地利人和，

是大家公认的最强队伍，几乎没有人相信中国女排会赢，中国女排不畏强手，团

结拼搏，比分先落后，然后一分一分赢下来，反败为胜，力克巴西队，后又连胜

荷兰队和塞尔维亚队，最终夺得奥运会冠军，第三次站上奥运最高领奖台。今天

我们号召全体师生向中国女排学习，发扬传承“女排精神”，那么，女排精神是什

么？我们学什么？我们怎么学？我认为女排精神很丰富，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中国

女排的“团队合作”精神、“顽强拼搏”精神和“永不放弃”的精神。 

一、学习女排的“团队合作”精神 

中国女排队员在比赛中，有“大局意识、协作精神、互相帮助、无私奉献、

团结配合”这些品质，有个体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觉悟，有凝聚成一股绳的强大

力量，有保证团队的高效运转的能力。 

我们有时身处不同的团队，对同学们来讲，我们的班集体是团队，参加各种

活动时，不同的分组是团队，对老师来说，教研组，行政组，还有全校这个大集

体，都分别是一个团队，不管处在什么样的团队，都要像女排这个团队一样，相

互之间“平等友善、沟通交流、尊重他人、接受批评、化解矛盾”，“不要埋怨，

要相互支持，互相鼓励”，充分发挥集体的潜能，就一定能够成功。 

二、学习女排的“顽强拼搏”精神 

“女排精神”就是面对强手“不畏惧，不胆怯”，打出气势，能把对手拼到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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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自己，淘汰赛中与三个对手的比赛，第一局都输了，但中国女排毫不气馁，能

在大比分落后于对手的情况下不退缩，勇于追求胜利，直到反败为胜。这就是“拼

搏精神”。无论面对任何困难、挫折或者艰难险阻，只要有了自强不息、百折不挠

的进取精神，那么，一个人会成为优秀的人才，一个团队会成为一个优秀的团队，

一个民族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民族，一个国家也一定会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 

三、学习女排的“永不放弃”精神 

“女排精神”就是“永不言败”，坚持不懈，相信自己，脚踏实地，特别是遇

到困难、不顺利的时候永不放弃，不服输。我们在学习、工作、生活中难免会遇

到这样那样的困难，我们要有中国女排“永不放弃”的精神。同学们在学习过程

中，在考试过程中，在各种比赛、各种活动中，要坚定信念，提醒自己无论遇到

再艰难的事情、遇到再大的挫折，都要告诉自己：“不能半途而废，永远不要放弃”。  

老师们，同学们，我们要特别感谢杜区长在百忙之中亲自参加我们的开学典

礼，感谢西城区政府、西城教委、新街口街道、区残联、驻地派出所等各级领导

对特殊教育的关心，对启喑实验学校的偏爱、支持和帮助。我们将不辜负各级领

导的关怀和期望，在今后的学习、生活中，像中国女排那样“团结、拼搏、坚持”。

学习女排精神，为振兴中华，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工作、学习！最后，祝老师

们新学期工作顺利，祝同学们新学期学习进步！        

谢谢大家！ 

（2016.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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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校园之声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举行新学年开学典礼 

9月 1日，北京启喑实验学校全体师生迎来了以“学习女排精神 做自立自强

好少年”为主题的 2016-2017学年度第一学期开学典礼。 

  出席开学典礼的领导和来宾有：西城区政府副区长杜黎彬；新街口街道工委

书记陈镇海；新街口派出所政委任小飞；西城区残联理事长孙晓临；西城教委督

导室督学科科长史东辉；新街口街道办事处副主任马达；北京通州人工耳蜗培训

学校副校长、中国残疾人美术家联谊会会员、职业画家、原北京市第二聋人学校

优秀毕业生史晓慧。 

庄严的升旗仪式后谢爱明校长进行了新学期致辞，在讲话中校长以中国女排

为榜样，希望同学们学习中国女排团结协作、永不放弃的精神。校长致词的同时，

两位书法小组的同学在现场进行了书法展示。学生代表随后进行了发了言，号召

同学们立志成为有理想、有文化、有技能、有创新能力、有责任感的好少年。典

礼上职高的学生献上了精彩的魔术表演，在大家惊奇的目光和期盼中变出了带有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校训的小盒子，变出了五朵小花送给了一年级的新生。杜区长

也为新同学送来了礼物，西城区园林局也给老师们送来了节日的鲜花。随后领导

和来宾为上学期“三好学生”“优秀班集体”颁发了奖状，最后杜区长讲了话，

对师生提出了新学期的祝福，也给学生提出了希望。 

  开学典礼之后学校组织了启喑开学第一课《从聋人女孩到画家的蜕变》，邀

请学校毕业的聋人画家史晓慧给在校学生讲她的人生经历。    

  听了史晓慧从聋人女孩到职业画家的蜕变经历，同学们备受启发和鼓舞。学

生认识到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残疾人会遇到比正常人更多的挫折和磨砺，但是

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加倍努力，总有一天我们也能站在人生的领奖台上。同学们

亲切地称呼她“史老师”，请史老师现场指导国画技法，并献上鲜花表示感谢和

教师节的问候。史晓慧向学校赠送了她的书画作品集和电影《聆听寂静》的光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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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全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学生们希望史老师经常来学校和同学们交流、

指导画画。开学第一课激发了学生的斗志，唤醒了学生的梦想，达到了预想的教

育效果。 

 

全国“三菱友谊杯”2016 年残疾人民间足球争霸赛 

7 月 11 至 17 日，北京启喑实验学校组队代表北京市参加了全国“三菱友谊

杯”2016 年残疾人民间足球争霸赛（北部赛区）聋人组的比赛。 

    北部赛区共 12 个省市代表队参赛，分为 AB 两个小组进行循环赛，之后交叉

赛决出名次。北京启喑队分在 B 组，小组赛 5 战全胜小组第一昂首挺进前四名交

叉赛，在与老牌劲旅山东队的比赛中，雨中苦战，最终打平，点球大战顺利杀入

决赛。最终不敌东道主辽宁队，斩获亚军。 

    本次比赛，启喑队不仅包括在校生和

毕业生，还邀请了北京聋人足球队的部分

老队员，在训练和比赛中，积累了宝贵经

验；赛场上，队员们精神抖擞、顽强拼搏，

赛场下，文明友谊处处彰显，展现了启喑

足球队的良好精神风貌。 

    10 月将进行全国总决赛，期待北京启

喑队再创佳绩。  （作者：房彪）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校刊（2016 年 9 月刊·启喑故事专刊） 

6 

智慧工作   幸福生活 
 

静待明日花开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庆祝第 32 个教师节 

  9月 9日下午，在第 3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启喑实验学校召开了庆祝教

师节暨教师表彰大会。 

  庆祝大会在温暖人心的诗朗诵《那些美好》中拉开序幕；谢爱明校长的致辞

让全体教职工带着成功的喜悦和美好的期待回顾了过去一年的累累硕果；教师代

表的发言热情洋溢，表达了老师们身在启喑愉快工作、幸福生活的感受；学生在

视频中也献上了对老师们的祝福；接下来学校对西城区优秀教师、优秀教育工作

者、先进集体、“紫金杯”优秀班主任、西城区优秀班主任、“启喑杯”课堂教

学比赛获奖教师、校级我心中的好老师进行了表彰，共计五十余人次。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高度重视教师队伍建设，在工作中将教师的职业道德融入

到评优评先、职称评定等工作中，加大师德宣传和表彰，弘扬先进，树立典型，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每年的教师节庆祝和表彰已经成为学校的传统仪式之一。 

(谢爱明校长致辞)                   （教师代表尹引老师发言） 

(西城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西城区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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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城区优秀班主任）             （西城区优秀集体） 

(“启喑杯”教学比赛小学组获奖者)     (“启喑杯”教学比赛中学组获奖者)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我心中的好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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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百姓宣讲 

传递爱，让人生更精彩 

刘可研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启喑实验学校的刘可研。 

2014 年的初夏，我作为市残联邀请的培训

教师，为区县残联工作者进行手语培训。课间

休息的时候，我在学员名册上看到了一个似曾

相识的名字。我在在座的学员中辨识着这个名

字的主人，可太过模糊的记忆让我始终不能确

认。这时，一个面带羞涩笑容的姑娘在教室最

后排的座位上向我轻轻地招了招手。我微笑着

对她点了点头，仔细辨认着她的模样。她招手

的样子翻开了我的记忆。                          （宣讲人：刘可研） 

2005 年的初夏，刚刚送走高三毕业班的我在传达室打电话，看到一个戴眼镜

的女孩子进了大门，说是来找校长应聘。我听她说话的语音不太清晰，便用手语

和她进行了简单沟通。她说一直在普校学习，不会手语。于是我帮她给校长打了

电话，又送她去了校长办公室。大约十五分钟的光景，当我送完几个办公室的信

件再次路过校长办公室时，看到这个女孩站在二楼拐角处伤心的哭着。出于做教

师的一种关心，我站在她身边，把随身带着的一包纸巾递给了她。她低着头接过

纸巾，什么也没说只是继续流泪。看着她伤心的样子，我忍不住用手轻轻的抚摸

着她的后背。她抬起头用哭红的眼睛看着我，断断续续的说：“谢谢，谢谢您……

我只是……只是特别难过。……我来应聘，但是，……校长没有接受我。”我没有

说什么，拉着她的手走到了一楼的水池旁，让她洗了洗脸。待她的情绪稍微稳定

些，又拉着她走到学校操场的树荫下。 

“你想来我们学校当老师？” 

“是的。我就是想当老师。我一直在普校学习，成绩也非常好。可是……可

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校长拒绝我。”她着急的时候语音就不那么清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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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规划，或者说，人员的安排都是有计划性的。我们这

里目前不需要你，你可以去其他几所学校看看啊。” 

“如果其他学校也不需要人呢？” 

“那你可以先尝试其他的工作啊。每年都有专场招聘会，很多岗位都需要优

秀的人才。你可以去那里试试，没准还能让你有更多的想法。” 

我帮她给残联的同事打了电话，询问了近期招聘会的时间和地点，写在了她

的简历背面。我拉着她的手一同走到校门口，她问了我的名字，说了很多次“谢

谢”。我看着她站在路口微笑着向我挥了挥手。 

半个月后，我收到了一封署名“小胡”的来信。这封信的内容让我今天读起

来都感动不已。她对我说：“我从小感受到的幸福，源于善良、有爱的启蒙老师在

我最艰难的时候给予我关爱，是他们让我有了健康的身心和今天的成绩。那天在

我最心乱无助的时候有幸遇到了您。您未曾教过我，我也不曾是您的学生，但是

您能够对一个陌生的学生给予这样无私的帮助和关心，让我非常感动和崇敬。老

师说对每一位帮助你的人都要心存感激，这是人与人之间信任和尊重的表现。我

想正因为有您这样有爱的老师，我才想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把我感受到的爱传递

给和我一样需要温暖的孩子。希望您能够继续把这份爱传递下去。向崇高的特殊

教育工作者致敬！” 

我和小胡站在教室门外聊天。身为区残联的一名工作人员，她显得比那时成

熟了很多。我了解到，她先是在招聘会上应聘了一家工艺品厂。因为还是想专心

为残疾人服务，之后辗转了几次才进入区残联工作。说到在学校当老师，她还是

有那么一丝向往。我告诉她，任何一个工作都有它自身的价值。现在的我们正在

以不同的方式，尽自己所能，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这就足够了。 

就在我准备这次宣讲前的一个月，我们又送走了一批高三毕业生。他们以百

分之百升入本科的优异成绩，回报了培养他们的母校、培育他们的老师、关爱他

们的家长，实现了进入大学深造的美好愿望。作为陪伴他们四年高中生活的一名

教师，我为他们取得的骄人成绩而欣慰，为他们付出的百般努力而感动，为能助

他们实现理想而自豪。用爱浇灌出的花朵必定是芬芳的，用爱培育出的树苗必定

是茁壮的。每一份给予都是爱的传递，每一次传递都是为了让未来的人生更精彩。 

相信我的学生也会像小胡一样，带着一颗感恩的心，用他们得到的爱去打造美好

的明天，用他们付出的爱让更多的人拥有精彩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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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来自平凡 

唐万洁 

 

大家好！ 

我是来自北京启喑实验学校的老师，

我叫唐万洁。 

人们常说“感动来自平凡，来自普通”，

今天我所讲的就是我身边一个非常平凡，

非常普通的聋校老师，但她带给我的却

是不平凡、不普通的感动。                      （宣讲人：唐万洁） 

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的同事，也是我的朋友，她叫李若南。她是一个爱笑

的，平时大大咧咧的北京姑娘。 

记得有一年夏天，北京的雨水格外充沛，常常出现暴雨。那时候，李老师和

我都还住在学校的宿舍里。有一天早晨，当我们准备走出宿舍楼的时候，看到楼

门口聚集着一群学生，原来头一天晚上的暴雨使得校园里的排水系统出现了问题，

水位暴涨，面对几十厘米深的水，学生不知道该怎么走到只有几步之“遥”的教

学楼。看到这种情景，李老师径直走过去，分开聚集着的学生，撸起裤管走向水

中。当时，我们其他几个人都有点懵了，不知道她要做什么，立刻大叫到：“李若

南，你干嘛啊？”此时，已经站在积水中的她，轻描淡写的说：“我去看看，是不

是什么把下水给堵了！” 

在浑浊的积水中，她无法准确定位，她一步一步地往前走，努力搜索下水口，

在她的感召下，几个高年级的男生也卷起裤管走了下去，终于找到下水口。原来

那个本来不小的下水口被一些雨水冲来的树枝和塑料纸堵死了，她和学生齐心合

力清理干净下水口，水位迅速下降，积水流走了。学生们纷纷走出宿舍楼，大家

都向李老师投来赞许与感激的目光，而此时她的裤子早被雨水殷湿了。她什么也

没说，默默地回到宿舍换衣服。 

一个女老师在这样的场景中有这样的举动，让我颇为感动，但是更为感动的

还在后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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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夏天，她们班一个长期住校的外地学生突然发烧，并被诊断为水痘。

因为水痘是特别容易传染的病，学校没有条件让这位学生在不与别人接触的情况

下回到自己的家中，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学校里就地隔离。 

那时候我们学校的条件不是特别好，领导们找来找去，只找到锅炉房外面的

旧仓库勉强能住人，且离教学楼和宿舍楼比较远。尽管符合隔离条件，但让一个

女孩子一个人住在那样一个偏僻的屋子里，谁也不放心啊。这时候，刚刚新婚的

李老师自告奋勇地说：“我小时候得过水痘，我去陪她吧！” 

不容分说，李老师当天就搬着铺盖和被隔离的女生一起搬进了旧仓库。于是

李老师白天正常上课、备课、管理学生、参加学校的所有活动，晚上还要给隔离

的女生讲题补课。隔离的时间久了，女学生心理上有些不痛快，李老师还给她认

真的做思想工作，夜深人静的时候还带着学生在学校的小操场散心。 

看着如此辛苦的李老师，同事们都很心疼，大家去慰问她的时候，她也是轻

描淡写的说：“我没事儿，挺好的，就是仓库里蚊子多了些，哈哈！”还有的老师

想要替换她，她也都一一拒绝：“没几天，折腾一个人就行了，别劳师动众了！”

朴素的语言，但是所表达的确实非常感人的深情。 

一边是生病需要陪伴的学生，一边是新婚燕尔的丈夫，但是我们的老师却毫

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一边是需要简陋的库房，一边是甜蜜的新家，我们的老师

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前者。因为在老师的眼里，学生是最重要的，更何况是生了病，

没有家人陪伴的学生。 

十几米远的雨水跋涉对于一次解困也许

并不伟大，但是那份勇气足以让周围的人感

到温暖；十几天的陪伴对于一个人的一生也

许并不漫长，但那份关爱之情足以让一个孩

子铭记终身。 

这就是我的同事，我身边一个平凡的聋

校老师，带给我的平凡而真挚的感动！ 

 

（本文主人公李若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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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启喑先锋 

走进聋哑学校课堂：特殊的老师，特殊的爱 

 

中新网北京 9 月 10日电(记者 张尼)  教学沟通要借助手语甚至所有能想到

的肢体语言，普通孩子学一遍就会的内容要教三五遍甚至更多……在普通人看来，

这一定是非常让人抓狂的过程，然而就是这样一份消磨耐心的工作，有一群人一

直在坚守着，他们就是聋哑学校的特教教师。 

在平凡却又与众不同的岗位上，这些特殊的园丁默默奉献着，用爱浇灌着生活

在无声世界里的花朵。教师节来临之际，中新网记者走进北京启喑实验学校，记

录下这所特殊学校里老师与学生间的温情故事。 

 

¤ 是老师也是妈妈 

  一遍遍呼唤孩子的名字、教他们练习最简单的日常对话，这种看似是妈妈在

教咿呀学语幼儿的场景，却发生在聋校的学前班。虽然这里的孩子已经到了快上

学的年龄，但是他们的听说能力才刚刚开始培养不久，每多掌握一句话就是巨大

的突破。 

  尹引是北京启喑实验学校的一名老师，在这所专收聋哑学生的学校里，她主

要负责低龄儿童的教学工作。在学校工作的 20年里，和活泼好动内心又有点小敏

感的儿童打交道是家常便饭。 

  尹老师说，教低年级的孩子最难的地方就是帮助孩子发展语言能力。正常的

儿童出生时就有听力，一岁左右就开始学说话，而听障儿童有的两三岁做了人工

耳蜗以后，才开始建立听觉。 

  这时，老师们要极具耐心地帮助

孩子开发语言功能，既要教学又要控

制强度，避免过强的语言学习影响到

孩子的身心发展，同时还要培养孩子

运动、社交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来说，尹

老师不仅仅是扮演了老师的角色，与

孩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她更需要变

身为一位妈妈。                     学前班特教老师尹引带领着孩子们做活动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http://www.chinanews.com/
http://www.chinanews.com/
http://www.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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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课是个“体力活” 

  对于高二语文老师王楠来说，上课有时候更像是一个“体力活”。因为聋哑

孩子的语言系统发展相对滞后，对文字的理解和表达能力都不及正常孩子。为了

让学生听懂、听明白，王楠上课时会把音量放到最大，口型做到最夸张，除此之

外还要加上丰富的手语和任何能有助于孩子们理解的肢体语言。 

  往往一堂课下来，王楠的嗓子都有些嘶哑。不过，这对于已经在特教岗位坚

守十余年的她来说，并不算什么，没有什么比学生多学到点知识更重要的。 

 

 

 

高二语文老师王楠用手

语为学生们上课。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 铁汉也有柔情一面 

  8点是学校开始早读的时间，这个时候每个班级的班主任都会早早到岗，开

始给自己班里的孩子上早读。 

  和普通学校的早读不一样，这里的早读内容形式丰富多彩，读课文、讲故事，

只要是能有助于孩子开口说话的，老师们都会去尝试。 

  在所有班级中，一名身材健硕的男老师格外引人注目。这位名叫魏涛的男老

师是一名体育教师，同时也是班主任。虽然是学体育专业出身，但是魏涛带起学

生时也有细致耐心的一面。 

早读时，魏涛会兴致勃勃地和孩子

们交流，熟练地用手语给他们讲有趣的

故事，让孩子们开口回答问题。他总能

把课堂气氛调动得很好，原本处于青春

叛逆期的孩子没有一个不喜欢他的课

的。 

 

 
早读时，魏涛会给孩子们讲述有趣

的故事，孩子们总是听得津津有味。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http://www.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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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的老师，特殊的爱 

  张春东是学校的一名书法老师，专门负责小学部的书法教学和低年级的生活

课教学。和其他特教老师不同的是，他自己也是一名聋哑人。 

  张春东来到学校执教已经有 20多年，也许因为自身也是残疾人的缘故，张老

师更能感同身受，和孩子们交流起

来很顺畅。 

  无论是大孩子、小孩子，性格

内敛还是开朗的，来到张老师的课

堂上都能乖乖听讲。和老师一起互

动练书法、做手工，孩子们总是劲

头十足。张老师也成为了学校里最

受欢迎的老师之一。 

  曾经也是一名聋哑学生的张春

东，如今正在用自己的行动回馈着

社会，将爱传递给更多孩子。         聋哑教师张春东给一年级的孩子们上课。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 无声世界里的艺术启蒙人 

  81 年出生的王毅毕业于中国

人民大学艺术学院，拥有研究生学

历的他，在外人看来是个高材生、

艺术家，而毕业后他却选择来到聋

哑学校，当起了一名美术老师。 

和普通学校的美术老师不同，

王毅老师的教学任务很重，因为对

于一些要参加高校单招单考的高中

生来说，美术是必考科目，美术课

的学习直接影响着他们的高考成绩。 

每天，王毅会早早地来到学校， 

一个人在安静的画室开始一天的工 

作。早上没课的时候，他会批阅作 

业，学生们交上来的绘画作品，他每一副都要认真用红笔写上长长一串评语。 

用王毅的话说，这些聋哑孩子有着常人没有的视觉优势，他们的色彩辨识能

力很强，很适合学习美术。有些孩子升入大学以后，会在这个专业取得很高的造

诣，拿到丰厚的奖学金，这一点最让他欣慰。 

早上没课的时候，王毅会批阅作业，

学生们交上来的绘画作品，他每一副都要

认真用红笔写上长长一串评语。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http://www.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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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王毅来说，能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带领着这些特殊的孩子在追求艺术的

道路上探索前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后记】 

  走进聋哑学校，记者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安静。 

  早读时，站在走廊上，可以听到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说笑声，和普通中学

没有太大差异，不同的是，孩子们因为听力受损，发音不及正常孩子清晰，但每

个学生仍旧会积极地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而老师也从来不会因为孩子语言表达

障碍失去耐心。 

  听觉障碍使得孩子们的语言理解与表达能力受到了影响，所以相比于普通学

校的老师，特教教师对每一个孩子投入的精力要多得多。 

一个公式讲 N 遍、一段课文掰开揉碎了分析是再普通不过的事，但孩子们的

进步速度可能还不及健全学生的一半。即便是这样，每一个学生的点滴成长对于

老师来说也是莫大的鼓舞。 

记者发现，学校里老师的教龄都很长，很多人在这里一干就是十几二十年。

没有丰厚的收入、寒暑假都要因为学生操心，在外人看来，这可能并不是一个性

价比很高的职业。但几乎所有老师在被问到是否想过有朝一日会转行时，都笑着

回答“没有”。 

  对于他们来说，教育这些特殊的学生已经不是一份普通的工作，而是一份倾

注了自己全部爱的事业。正像很多老师说的一样，“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并不是

仅仅为了让孩子去应付某一次考试，而是有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如今，从学校毕业的学生中，有的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画家，有的当上了专业

西点师，还有的在大学时就开始创业经营微店。谈到自己学生的成绩时，每位老

师的脸上都难掩喜悦与骄傲。(完) 

楼道里是特教老师带孩子精心制作的板报    聋校学生在早操时间做自编操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http://www.chinanews.com/
http://www.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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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无声世界里的领路人 

中新网北京 9 月 10日电(记者 张尼)  每天五点半起床，将六岁的女儿匆匆

送到学校后，再赶到自己的学校上课……这是北京启喑实验学校高三数学教师李

若南的生活常态。和很多高中老师一样，李若南要面对艰巨的教学任务、青春叛

逆的学生，而不同的是，她所带的学生是一群生活在无声世界里的聋哑孩子。 

  比普通中学老师投入更多的精力与耐心，甚至连假期都要惦记着班里的学生，

拿着并不丰厚的薪水，李若南却在这样的岗位上坚守了 13年，而她也正是中国千

千万万特教教师的一个缩影。 

 

2003年，大学刚毕业的李若南误

打误撞地成为了一名聋哑学校的数

学老师，这一干就是 13年。 

 （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 误打误撞，进入聋哑孩子的世界 

1980 年出生的李若南是个土生

土长的北京姑娘。原本在北京工业大学学习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她，上学时从

没想过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一名特教教师，用她的话来说，这一切都是“机缘巧

合”。 

13 年前，李若南大学毕业，但因为当时正逢北京城非典肆虐，不少原本对口

的大企业都停了工，再加上不占性别优势，想找到合适的工作更加不易。 

就在李若南陷入迷茫的时候，一位母亲是特教教师的朋友建议李若南尝试去

聋哑学校应聘教师岗位。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李若南给北京第四聋人学校(后与北

京市第二聋人学校合并命名为“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投了一份简历，没想到居然

真的收到了面试邀请。 

“学校坐落在一个幽静的胡同里，周围全是参天古树，很安静。我走进校园

里，这时突然响起下课铃，孩子们鱼贯而出，老师们开始用手语指挥孩子们做操，

那场景一下让我觉得自己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第一次去聋哑学校的场景至今都清晰地印刻在李若南的脑海中，她说，学校

里有一种别样的氛围，能打动并净化人的心灵，在别处体验不到。 

这之后，李若南顺利通过了面试被录用，并成为了学校里的高中数学老师，

一干就是 13年。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http://www.chinanews.com/
http://www.chinanew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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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南和学生们一起过生日(李若南供图) 

  ¤ 叩开孩子的心灵大门 

  “视觉障碍隔绝了人和物，听觉障碍隔绝了人和人。”李若南告诉记者，因

为思想和感情沟通存在障碍，所以心灵之间的交流很难在听障人和健听人之间发

生，这也是所有聋校老师教学过程中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了能够顺畅与学生沟通，李若南在正式带班之前曾跟着有经验的老师苦学

了一个多月的手语。但即便这样，很多日常用语的表达还要在工作中慢慢摸索学

习。 

  “当你迫切地想和对方交流时，身体里的全部潜能都会爆发。”李若南的课

堂上，气氛总是格外活跃。上课时，她会尽最大可能提高音量，用能想到的一切

办法来表达所要讲的内容，并和学生积极互动。李若南总有办法把一个个在正常

人看来十分枯燥的数学公式讲得有声有色，有时候一节课下来，她才发现嗓子已

经哑了、胳膊已经酸了。 

  除了比普通学校的教师花费更多精力去讲解课本上的内容，课余时间，李若

南会变着法地带学生们去外面走走。参观展览、看电影、走上繁华的街头做问卷

调查……只要是能有助于孩子和外界接触的活动，她都会去尝试。 

  在李若南看来，聋哑学校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孩子们接触的只有老师和

聋哑同伴，这样是不够的。她要想办法帮这些特殊的孩子们树立自信，为他们今

后融入社会做准备。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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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开始的时候，孩子们会很不适应这样的活动，担心自己没办法和健听人

交流或者是迎来异样的眼光，不过经过几次尝试，他们发现外界并没有想象中的

可怕，开始变得喜欢和人交流了。”李若南说，看到孩子们身上发生这样的变化

她很是欣喜。 

 

李若南和孩子们在一起(李若南供图) 

  ¤ 全天候老师+知心朋友 

  每天下午 4点半是学校的放学的时间，不过李若南很少能按时下班，经常因

为要辅导学生或者处理学校的事务忙到很晚，甚至是住在学校不回家。 

  十几岁的高中生，正处于叛逆期，聋哑孩子们也不例外，甚至比普通孩子更

固执更敏感，因此李若南要比普通的老师倾注更多精力，除了要做全天候老师，

更要做孩子的知心朋友。 

  “有时学生情绪出现问题突然不来上学，家长凌晨五点多就会给我打电话求

助，这个时候我就会尽最大努力去帮助家长疏导孩子的情绪。” 

  李若南始终认为，作为一名特教老师，对孩子的情感投入以及心灵滋养有时

要比传授知识重要得多。而即便到了假期，她也不能松口气，往往更加紧张，因

为她不知道孩子离开自己视线后会遇到什么问题。 

  今年春节前夕，李若南班上的一个女生就因为早恋问题和家长发生了冲突，

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得知消息的李若南十分焦急，不停地打电话、发信息联络

孩子，最后终于和孩子取得联系，把她找了回来。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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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这样的事情几乎在李若南带的每一届学生身上都会发生，为了照顾学校

的孩子，她甚至无暇顾及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 

  但谈到自己的付出，李若南觉得不算什么，她说这是自己的责任，家长能向

她求助是对她的信任，她很珍惜这样的关系。 

 

课堂上，李若南耐心辅导学生做数学题（中新网记者 张尼 摄） 

  ¤ 转行？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毕业 13年，当年的大学同学不少都已经能拿到相当丰厚的薪资，但李若南却

一直坚守在这个待遇不高、劳心又劳力的岗位上。但当被问到是否想过转行时，

她却很干脆地回答说：“没有。” 

  “我工作到现在，带出的毕业生大概有 40多个，和普通学校老师比，这个数

字可能连人家的零头都不到，但是我的成就感可能是别人没有的。” 

  如今，李若南最大的学生都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组建了家庭，有了自己的孩

子，还有的学生成为了小有名气的画家，在全世界开起了巡展，这些学生至今都

还和她保持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看着自己的学生一点点成长、融入社会、拥有了自己的事业，李若南很是欣

慰，而在她看来，10余年的特教教师工作也让她成长了很多。 

  “这 13年来，我不仅仅是单纯地给予，同样也在收获，像海绵一样不断吸取

新的知识，孩子们也在教给我很多东西。”李若南说，自己很享受这样的过程，

下一个 13年，下下个 13年，她还会一直坚持下去。(完) 

http://www.chinanews.com/
http://www.chinanews.com/pho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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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工人日报》2016年 09月 11日 01版刊文  记者 彭文卓） 

 

编者按： 

9月 10日是教师节。根据教育部数据，2015年，全国教师总数近 1600 万人。

在这些教师中，有一类特殊群体，叫特教教师。全国 2053所特殊教育学校中，有

专任教师 5.03万名。 

特教教师的学生，与普通学生有不同之处，在视力、听力、智力或其它方面

存在残疾，这在某种程度上制约了他们的正常学习。但他们和普通学生也有相同

之处，同样渴望学习，同样憧憬未来，同样需要社会的认可和接纳。 

我国有 44.22 万特殊教育学生在特殊学校或普通学校随班就读，每年毕业生

超过 5万名。为了让这些孩子在走出校园之后，依然能找到人生的坐标，特教老

师呕心沥血所做的一切奉献，已经超越了“传道受业解惑”本身。 

北京启喑实验学校有近百年历史，是整个华北地区第一所聋哑学校。开学的

第一周，《工人日报》记者走进这所特殊的校园，记录下这所学校里，特教教师

们的故事。 

从学生入学的第一天起，这里的老师就只奔着一个目标：把他们送出去，为

了最简单的一道数学题，她们愿意比划一上午，为了教会一个简单的生活技能，

她们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因为她们知道：这里的孩子们终究要回归社会，和这个学校“断奶”的。在

她们看来，对自己的最大肯定，并不是桃李满天下的成绩单或职称等级，而是能

收到学生们毕业后寄来的一封封书信。书信里，孩子们对老师说，自己平平安安，

做着一个快乐的普通人。 

（全国有特教教师 5.03万名，这些老师最大的欣慰不是学生升学报喜的成绩

单，而是让他们尽快融入社会。）  

 

¤ 把学生从家里接出来 

最开始接到送教上门任务时，刘洋老师是拒绝的，“要跟陌生家庭去接触，

一点经验也没有，并且担心那是一个压抑的环境。” 

送教上门，是融合教育的重要内容，很多生活不能自理、出门都很困难的残

障儿童，需要特教老师上门服务，不仅是教授教学内容，还有培养社会认知和对

家长的引导，而后者正是许多残障儿童生活环境中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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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9月，刘洋开始了送教上门探索。对

象是一个叫陈烁（化名）的 10 岁男孩，因从小

患有脑瘫，从没上过学。“听到孩子的第一句话

就很心酸，他说：我从不知道学校里还有女老师

啊！”  

和家长接触也是难题。“家长背景参差不齐，

有的认为是小时候发烧打针造成的聋哑，对孩子

很愧疚就溺爱；有的不承认孩子残疾；有的对孩

子期望太高；有的父母本身就是聋哑人，交流很

困难……”刘洋说，陈烁的父母就不愿意承认孩 

子有问题，很自卑，不肯让孩子和外界接触。 

刚开始给陈烁上课的时候，刘洋就感到很吃力：“最基本的数数，我带上小

棒做教具，可是他在轮椅上坐一会儿都很累，更别说把小棒拿起来了。”小的教

具不好用就换大的；和他比划手势看不懂，就多做几遍；时间不够，就牺牲自己

的时间多去教几次……渐渐地，对陈烁的教学顺畅了起来。 

“我开始有意识地激发他对学校的兴趣，先是慢慢地把孩子说动了，后来他

妈妈也终于同意了在每周二出来就诊时来学校体验体验。”让刘洋意外的是，陈

烁特别喜欢在学校上课的感觉，在黑板上写字、看多媒体课件、举手回答问题，

都让这个从没进过学校的孩子感到新奇有趣。 

这学期，陈烁的母亲同意，让孩子进班和其他人一起上数学课。这个小男孩，

迈出了融入社会的第一步。 

 

¤ 请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 

当特教老师的这 12年里，陈甜天

见证了特殊教育一点一滴的进步。“随

着医疗技术发展，有更多聋人走进普

通学校随班就读。”融合教育是未来

的趋势，鼓励残疾程度较轻的孩子和

普通孩子一起去读书，而非泾渭分明

地隔绝开来，才能让聋人更好地成长。 陈甜天老师 

刘洋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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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们要离开自己身边，陈甜天又像个家长一样放心不下：“以前有过尝

试，孩子们在普通学校也只是坐在那里而没有融合。因为普通学校的老师难以意

识到特殊孩子的需要，上课得到发言的机会就明显不同，加之他们要靠唇形、表

情去猜老师的意思，很容易半懂不懂，这些问题长期积累，导致最后他们又回到

特教学校。” 

今年，她从西城区教委得到了一个期盼已久的任务：去普通学校做随班就读

学生的支持工作，针对听障人的特殊困难，提供针对性辅导，帮助他们更好融入。

陈甜天说，她要为孩子们争取真正的公平，不仅是走进了普通教室，而是得到同

等的发言机会，同等的发展平台。 

而这份决心和勇气，正是和她朝夕相处的学生们给她的。2004 年，陈甜天从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当时的就业环境下，她完全可以进入重点中小学任

教，可就是招聘会上的机缘巧合，让她来到了这里。 

“原以为听障人很难正常交流，就会变得情感淡漠或是敏感，但接触下来，

就被他们的阳光、淳朴的个性打动了，甚至成了我生活中的一股力量。”陈甜天

也希望，孩子们能够真正地自信起来。 

今年四月的听障学生高考，陈甜天在整整一个月时间里，带着学生们转战多

地考试，为学校首次实现了本科率 100%的突破，她的学生闫壮壮被天津理工大学

环境设计专业录取。 

 

¤ 生活与品德，也是融入的一部分 

陈师坤是这个学校的德育主任兼体育老

师，虽然教了 24年体育，但每年一年级新生

的体育课依然不轻松。稍息、立正、向右转，

这在普通学校就是几分钟的事情，在这里要花

上好几个星期。 

“原地踏步走！1！2！”这个口令，陈师

坤不是喊出来的，而是要靠手势给出来。有的

学生看不清，步子就不统一，还有的学生看见

了手势，也知道意思，但就是动不起来。陈师

坤每次都是一点点去把他们的脚掰开，让他们慢慢去适应这个动作。 

陈师坤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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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工作更是要费尽心力。上下楼梯靠右行、楼道间禁止打闹、见到老师要

问好……这些陈师坤每天都要说上几十遍。甚至是在水房接水，她都要带着学生

反复练习，有着细致的规矩：先接冷水，再接热水，接的时候将水杯放在卡槽处，

不要用手拿着。一年级的孩子不准接水，而是由高年级的学生轮流帮忙。因为，

这些孩子太容易受伤了，要有比对普通孩子更用心的体贴去保护他们。 

陈师坤坦言，德育是一件润物细无声的工作，是孩子们价值观形成的基础，

只有现在管严了，把每个细节做好了，将来他们步入社会，才能更好地被人接纳。 

而她自己刚刚 6岁的女儿，却有些嫉妒这样的用心。女儿在幼儿园所有的开

学典礼、六一活动，陈师坤都参加不了，因为这样的时间点，她也在学校里主持

活动，“那时候你没有选择，不能扔下一大帮孩子去陪自己孩子吧！” 

 

¤ 不能让他们出校门就回家 

1998 年，刘海鹏带的第一批职

高学生毕业，因为聋哑人不被很多单

位接受，大部分学生都没有工作，走

出校门就进了家门。这让刘海鹏很难

过，家长培养一个聋哑人承受了很大

的心理压力，找不到工作就打碎了一

个家庭的梦想。她决心要帮自己的学

生找工作。 

刘海鹏教职高学生面点和烹饪，因为酒店厨房、面包店的工作很适合聋哑人，

现在许多学生会往这个方向发展。最开始是去面包店、饭店一家家推销，当时学

校还在阜成门，领导对她说：你要是上完课还有精力，可以去。刘海鹏就每天下

班后骑着自行车，把阜成门一带所有的店都找过了。 

“就像个推销员一样说：您试试，不好就退回来。不论哪个企业，一开始都

是不愿意的，害怕难沟通，但我承诺会跟踪指导。”曾经有个饭店都已经谈好了，

最后总部没同意。 

后来，一个培训班的机会让她找到了方法。“当时给酒店经理培训手语，我

就想这不正是深入酒店内部的方法嘛！就找到联系册挨家挨户地联系，后来真有

几个学生就这么过去工作了。” 

刘海鹏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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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刘海鹏就和酒店对接上了，几家星级酒店成了稳定输入地。每批学

生去之前，刘海鹏都要反复叮嘱：不懂就问，一定要和师傅沟通。她和同事还会

跟酒店接洽好，细致到学生在哪个部门，部门经理、带班师傅的微信和电话，有

问题就随时联系。 

“其实他们能做得比普通人更好！我们的学生工作很踏实，也珍惜工作机会，

往往师傅一个眼神，就知道要去做什么。”学生的进步，给了刘海鹏莫大的信心。 

“最大的成就就是看到孩子们能自食其力，和保护他多年的环境‘断奶’。

这么多年过去了，孩子们能养活自己，也是我们对家长最大的安慰。”刘海鹏说，

特教老师所做的这些事情，已经超出了“老师”的本来角色。 

（刘海鹏老师带职高学生一起上面点课） 

     

 

  特教老师的心声： 

    用心、尽力帮助每个特殊孩子

正常地融入社会，是我们一直努力

的方向和共同追求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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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献给特教教师的诗 

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者：谢爱明） 

 

在滔滔的长河中， 

你是一朵浪花； 

 

在莽莽的草原上， 

你是一棵小草。 

 

在听障儿童的世界关上了一扇门的时候， 

你为他们打开了一扇窗。 

 

你把艰辛藏起， 

把梦想写在孩子的脸上， 

让孩子的希望闪光。 

 

你把红心献出， 

把辛劳咽下。 

默默地守护孩子一路成长。 

 

你是平凡的特教人， 

坚守的不只是三尺讲台。 

 

你为暗淡的生命涂上绚丽的色彩， 

你为无声的世界奏响自信的强音。 

 

请为自己骄傲， 

请为自己鼓掌！ 

 

不忘初心， 

继续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