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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荣老师是聋部 4 年级的数学老

师，她在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已工作

了25年。

9 月 4 日，孩子们数学课学习“位置

与方向”，四年级的这 12 个小朋友大多

戴着助听器，具备不错的听力和语言水

平，在课堂上与麻老师配合得非常默

契。

“耐心和爱心是一位特教老师必备

的最基本素养。”课间，麻老师边擦黑板

边告诉记者，经历过学校的三次搬迁，把

一届届听障小朋友从一年级手把手带

起，直到六年级毕业，从教25年来，她在

反复从事这样的教学。

“就说课堂纪律吧，老师说‘坐下’，

如果普校的孩子，老师讲一次就行。对

聋部一年级新生来讲，老师要走下讲台，

和每个小朋友都讲一遍才可以。”麻老师

举了个例子。

作为一名数学老师，麻老师说她参

加工作之初，首先要过的是手语关。“我

们上岗前不仅要熟悉《中国手语》，更要

熟悉听障孩子们习惯性的手语以及在教

学工作中总结出来的数学专业手语。还

有就是老教师们的传帮带，在我们学校

的‘青蓝工程’中，无论是教学、思想工

作，还是班主任工作，都有老教师带新

人。”麻老师说，传帮带是特教学校的优

良传统。

“和正常孩子不同，比如，一个小区

可能就这一个小朋友是聋儿，他完全融

入正常孩子中间是有困难的，所以对听

障小朋友而言，学校是学习的地方，也是

他们社交的重要平台。老师和同学们更

是好朋友。”麻老师告诉记者，“在我们班

级QQ群，放假时总会有孩子问，什么时

候上学啊？或突然问‘老师，你在干吗

呢？’让你觉得心里暖暖的。”说起孩子

们，麻老师脸上是会心的笑。

麻荣：25载扎根讲台育桃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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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天使，良

好教育成就孩子们灿烂的未

来。而残障孩子好比折断了

翅膀的天使，幸好有躬身耕

耘的特教老师们，就像暗夜

里的提灯人，照亮了残障孩

子们坎坷的成长之路，引领

他们奋力前行，学习、生活、

成长，自立自强！

2017 年完成搬迁的石

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位于正

定新区的职业教育园区，崭

新的校园宽敞、整洁、美丽、

大气。在这里，有近 400 名

不同程度残疾的聋、盲、自

闭、智残孩子在快乐地学习

生活，陪伴他们的是 120 位

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

9月4日是培智班学生开学第一天，

15名智残学生到校。这个培智班是为已

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后的智残人群提供继

续接受教育的平台。一上课，班主任郭

香泽老师开始点名，熟悉学生。学生们

的年龄大的19岁，小的15岁，智力水平

不等，一张张纯真的笑脸传达着他们对

外界的友好和信任。

点名后，郭老师教大家手工技能串

珠子，耐心地告诉孩子们如何区分串珠

做成的红草莓和红辣椒。

“孩子们都非常不错，沟通能力很

棒。”郭老师说，暑假之前她一直带自闭

症儿童，从二年级带到五年级，教他们生

活语文、生活数学、技能和感统训练等。

相对于自闭症儿童，智残的孩子在精细

动作以及与老师的互动中表现得要好得

多。

“自闭症儿童年龄要小些，问也不答

或者答非所问是常态，所以格外需要老

师付出耐心和爱心。”郭香泽这样介绍。

现在郭老师每周上 16 节课，此外，在必

要时还要去辅助和她搭班儿老师的课

堂，比如孩子们闹情绪时。

“今天在操场，遇见了我带过的自闭

症儿童，有的和我打招呼‘郭老师好！’有

的虽没吱声儿，但笑了。我心里可高兴

了。”郭老师说，对孩子们来说，这是非常

珍贵的互动。自2015年至今，虽然这里

的学生不会像普校的学生那样表达对老

师的喜欢和赞美，但取得的进步同样让

人安慰。常有家长反馈，孩子变开朗喜

欢上学了，会扫地、拖地、洗碗了，周末回

家给爸妈做了水果拼盘还拌了凉菜。这

些本领都是课堂上学的。

新学期，郭老师主动挑起培智班班

主任的担子，本届培智班是该校第一届

针对 9 年义务教育后的智残孩子招生。

“这个班是智残孩子们继续系统学习、开

展社会活动的平台。如果不学习，大部

分孩子可能宅在家里看电视吃零食、长

胖，家长们也焦虑，他们之前接受的教育

也会慢慢荒废。”郭老师说，她很看好这

十几位学生，有信心给孩子们当好“班

妈”。

郭香泽：自闭症儿童和培智学生们的妈妈

初次见到白博涵老师，就被这位25

岁的女孩儿打动了——漂亮的板书，清

晰流畅的手语，专注的眼神，纤弱的身躯

蕴藏着极强的责任心和对听障孩子们满

满的关爱。

9月4日，白老师要给聋部三（一）班的

10名小朋友上数学课，讲数据收集整理。

“首先，跟老师一起读题：学生们做校服，有

四种颜色，大多数同学喜欢蓝色……全校

选这种颜色合适吗？”白博涵打着手语的同

时，口手配合，大声朗读，10名小朋友跟着

老师，小手翻飞在“朗读”。“合适吗？这是

个新词，记住‘合适’。”白老师重复了几次

“合适”对应的手语。

“我从他们一年级入学就开始带这些

学生，今年是第三年了。”介绍起自己的学

生，白博涵很骄傲，“丹丹听力损失严重，只

能发简单的音，但每次作业全对，题目一出

来，她的答案就做出来了，特别聪明可爱。”

1993年出生的白博涵是特教学校年

龄最小的教师，2016年从陕西师范大学

毕业后，签下了这份工作。孩子们大多

住校，两年多来，白老师每天早上早早到

校，关注孩子们的精神和卫生状况，进行

晨检叮嘱，之后是一天的课程，晚上回家

批改作业、备课。在白老师心里，只要她

有足够的耐心和爱心，她的学生学习能

力不会比普校孩子差。

25岁在父母眼里没长大，白老师心

里却有了对一群孩子的牵挂。“放暑假，我

特别想孩子们，不知道他们在家怎么样，有

没有按时完成作业。”白博涵这样说。

9 月 3 日是住校生本学期在校用餐

第一天，午饭时，10岁的佳佳来求助，爸

爸忘了给她充饭卡。

“老师带你去吃饭，我拿出 100 块

钱，和佳佳一起排队充卡时，佳佳就拉了

拉我衣服，打出手语‘对不起，老师。谢

谢您！’”白博涵说，“那一刻，心里五味杂

陈，孩子们长大了、懂事了。我一下想起

一年级佳佳刚入学，曾哇哇哭，闹情绪还

把书本推落一地的情景。”

“幸福，孩子们成长带来的是满满的

幸福感。”白博涵说，这是她从事特教工

作最深的感触。

白博涵：为孩子们成长感到幸福

提灯人
满足特殊儿童的
教育需要

“麻荣老师和郭香泽老

师今年被评为了石家庄市

优秀教师，白博涵老师是 90

后新生力量。在我们 120 人

的教师队伍中，有河北最美

教 师 、感 动 省 城 人 物 张 晓

萌，有全国优秀教师张勇，

有全国教学成果展示中一

等奖获得者罗先桂、赵钰老

师等。毫不夸张地说，我们

的教师多年来辛勤耕耘，践

行‘仁爱、团结、敬业、奉献’

的石家庄特教人精神，把青

春年华奉献给了特殊教育

事业。”石家庄市特殊教育

学校副校长李薇介绍，该校

集聋、盲、自闭症、培智教育

为一体，聋教育涵盖了学前

康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

教育开设有计算机及应用、

美术绘画、美容美发、服装

设计与工艺等专业，后又增

设了西餐烹饪、中餐烹饪专

业，雕刻、美甲、插画、园艺

等选修课程。

从 2003 年到 2018 年，石

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有 266

名听障学生考入天津理工大

学聋人工学院、北京联合大

学特殊教育学院以及郑州等

地的高等院校深造。没读大

学的，则融入社会就业，开始

全新的工作和生活。

近年来，石家庄残疾儿童

义务教育普及水平明显提高，

2015 年，石家庄市被教育部

确定为国家特殊教育改革实

验区。目前，全市特教学校教

职工有400余人，在满足特殊

儿童的教育需要，引领他们快

乐学习、健康成长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

郭香泽老师教孩子们手工技能串珠子郭香泽老师教孩子们手工技能串珠子。。麻荣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麻荣老师在给孩子们上课。。 白博涵老师给孩子讲数据收集整理白博涵老师给孩子讲数据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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