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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放弃一个孩子”是肖妮和

肖也在教学中自勉的座右铭。

有一个叫靓靓（化名）的聋哑

孩子，学习成绩很差，学舞蹈也不

得要领。有人看肖妮教得辛苦，就

劝她不要那么侧重靓靓了。肖妮

却说，“正因为靓靓什么也不会，我

更有义务教她学会舞蹈。”

在肖妮和肖也的耐心教导下，

靓靓慢慢地学会了一个动作、两个

动作、三个动作……后来又把这几

个动作 连 贯 起 来 ，终 于 有 了 跳

舞的模样。对着镜子，靓靓一

气呵成完成了几个动作，肖妮

和肖也笑着鼓掌，靓靓脸红了，

脸 上 露 出 了 感 谢 和 自 豪 的 表

情。如今，靓靓已经能跳三四

支简单的舞曲，心情开朗了，也

对学习产生了兴趣，连特教学

校的老师们都夸她变化很大。

肖妮和肖也到特教学校教课，

有时就会跟自己的事情“撞车”，但

她们宁可耽误自己的事，也要坚

持去上课。因为一想到特教学校

的孩子们那求知若渴的眼睛，她们

觉得多重要的事都算不上什么了。

去年冬天的一个周二下午，当

地雾气浓重，影响了交通。肖妮和

肖也在大雾中艰难穿行，等赶到特

教学校时还是迟到了两分钟。她

们匆忙跑进教室，发现几十个孩子

正齐刷刷地站得笔直等着她们。

见她们进来，孩子们一起鼓起掌

来。

肖妮说，“如果那天我们不去，

特教学校的老师们也不会说什么，

孩子们也知道天气不好，也能理

解，但我们不能让孩子们失望

……”

“肖妮和肖也两姐妹，绝对称

得上美女，除了相貌美、舞姿美，心

灵更美。”献县特殊教育学校音乐

教师李梅说，从去年 9 月到现在，

肖妮肖也姐妹俩风雨无阻，已为特

教学校的聋哑孩子们上课百余个

课时，还经常给孩子们带来小礼品

或小玩具。孩子们每次见到她俩

到来，就跑过去围着她们手舞足蹈

地“说”个不停。

献县特教学校校长陈春来说，

肖妮和肖也是特教学校的舞蹈“义

工”，虽然没有任何报酬，但教课尽

心尽力，特教学校的很多孩子通过

学习舞蹈性格都变得开朗了，“她

们用无私的爱和优美的舞姿，打开

了无声世界的心灵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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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周二，献

县特教学校十多

个聋哑孩子会准

时在三楼教室里

等着两位“肖老

师”的到来。每次

两位肖老师来了，

他们就会高兴地

围上去，手舞足

蹈，满脸欢笑。经

过简短交流后，两

位肖老师开始教

他们跳舞。

这两位深得

特教学校师生们

喜爱的肖老师，一

位叫肖妮，一位叫

肖也，已经义务教

特教学校的孩子

们跳舞百余课时

了，用无私的爱与

优美的舞姿打开

了聋哑孩子们的

心灵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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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妮和肖也是献县临河乡尹堡寨

村人，姐妹俩从小就喜欢舞蹈。长大

后，姐妹俩多次自费到外地学习培训，

小有所成后回乡创业。

她们发现，在老家，很多留守儿童

也喜欢跳舞，但由于没人教，孩子们梦

想无法实现。2015年，姐妹俩抱着“让

家乡变成有梦的地方”的想法，在临河

村东建了一所“梦想艺校”，专门为老家

的孩子们教授舞蹈等艺术项目。

姐妹俩只在周末授课，在教孩子们

跳舞的同时，还教他们做人的道理。曾

有一个留守女孩学习成绩直线下滑，肖

也得知后，就和她促膝谈心。孩子最终

信赖了肖也，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保

证一定好好学习。

肖妮说，农村的孩子特别是留守儿

童，喜欢跳舞而且有天赋的也不少，通

过学习跳舞，很多孩子改变了内向的性

格，变得阳光快乐、积极向上。去年暑

假，梦想艺校招到一个名叫晴晴（化名）

的聋哑女孩，她和肖也对女孩也格外关

照，除了教学更加精心外，还减免了晴

晴的部分学费。一个暑假下来，晴晴不

仅学会了拉丁舞的一些基本动作，还和

其他同学打成了一片，完全忘记了自己

的生理上的残障。

暑假结束开学时，肖妮和肖也还想

继续教晴晴舞蹈，但晴晴突然不来艺校

了。肖妮很惦记晴晴，通过打听，得知

晴晴被家长送到了县城的特殊教育学

校，那里有聋哑或智障孩子数十人。于

是，肖妮带着零食骑车来到特教学校。

晴晴见到她时，高兴地搂着她，不停地

和她打手势交流。她把零食也分发给

其他孩子们。让她没想到的是，孩子们

竟然用手语集体演唱了歌曲《感恩的

心》。肖妮说，当时她的眼睛就湿润了，

当即给妹妹肖也打去电话并说出了一

个想法：义务教授特教学校的聋哑孩子

们舞蹈。姐妹俩又与特教学校校长陈

春来商量后决定，每周二下午，她们到

特教学校义务教授舞蹈，每次两个多小

时。

与聋哑孩子结缘

与教健全的孩子跳舞相比，教聋哑

孩子跳舞要难得多。因为他们听不见，

也不会说，师生之间交流只能用肢体语

言。也正是因为沟通上的障碍，有时，

一个很简单的动作，对健全孩子而言，

即便没有舞蹈天赋，顶多半个小时也就

学会了，但这些聋哑孩子，往往需要老

师教授两三个小时，甚至还有学不会

的。往往是一堂课下来，肖妮和肖也都

会累出一身汗。不过，每次看到孩子们

纯真的眼睛，她们总是不辞辛苦，稍加

休息就快乐地走上舞台中央，耐心地摆

姿势，纠正孩子们的不规范动作。

肖妮说，这些孩子们虽然生活在无

声世界里，但非常懂事。每次她和肖也

累了到台下休息，孩子们就会围过来，

有的给她们倒水，有的给她们捶腿，有

的做鬼脸逗她们开心。

聋哑孩子听不到声音，不会说话，

怎么让他们感觉到舞蹈的节奏呢？肖

妮和肖也发现，通过舞台上木地板的震

动，感应双脚，然后再通过脚传递给大

脑神经，孩子们就领会了每个动作的

节 拍 。 为 了 让 孩 子 们 的 双 脚 有 感

应，她俩在教课时就使劲儿跺脚，木

地板的震动传输给孩子们的双脚，

孩子们有了感觉，舞蹈动作变得有

模有样了。

肖也笑着说，虽然她们姐妹俩练

习舞蹈多年，脚底板功夫也非常娴熟，

但如此使劲跺脚还是受不了，第一次在

特教学校教课两个多小时，她们俩的脚

都跺麻了，晚上回家后发现两个人的脚

都肿起来了。

上课跺麻了双脚

在教舞蹈过程中，肖妮和肖也与特

教学校的聋哑孩子们建立了很深的感

情。

姐妹俩发现，这些孩子虽然不会说

话，但非常纯真善良。“你只要对他们

好，他们就会记在心里。”肖妮说，有的

孩子特意写了“我爱你”“你今天好漂

亮”等卡片送给她和肖也。每次收到这

样的卡片，她们姐妹俩都非常开心。

为了交流方便，姐妹俩还与聋哑孩

子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每到假期群里

就热闹非凡。师生之间说笑话、谈心

……但肖妮和肖也更多地把一些舞蹈

要领写出来，同时还循循善诱，帮孩子

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鼓励他们多学本

领。相处半年多来，孩子们都把她们当

成大姐姐那样信赖。

肖妮说，有一次，一个叫康康（化

名）的男孩学完舞蹈后拽住了肖也，非

要和她到操场上走一会儿。肖也虽然

已感到很疲惫，但看到康康那执拗而渴

望的眼神，就笑着陪康康到操场散步。

二人聊得非常开心。当“听”肖也“说”

晚上要跟朋友去吃火锅时，康康兴奋起

来，他羡慕地“告诉”肖也，他长这么大

还没吃过火锅呢！肖也一听，心头一

震，拉着康康的手“说”：“今天姐姐带你

吃火锅。”

当晚，在火锅店，肖也的朋友看到

她领着一个聋哑孩子来赴宴，很是惊

讶。了解情况后，朋友们都很感动，都

开始热心地给康康夹菜……那晚，康康

非常开心，在吃完火锅回学校的路上，

兴奋地“说”个不停。临别，康康恋恋不

舍，突然摆了一个“我爱你”的手势扭头

就跑进了学校。在康康转身的一刹那，

肖也看到了孩子眼里的泪光，顿时她的

眼睛也湿润了。

今天姐姐带你吃火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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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也在教留守儿童跳舞肖也在教留守儿童跳舞。。

肖妮肖妮（（右一右一））肖也肖也（（左二左二））在教聋哑孩子跳舞在教聋哑孩子跳舞。。

献县特教学校跟肖妮肖也的梦想艺校献县特教学校跟肖妮肖也的梦想艺校““结亲结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