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正常的上下班， 没有课间
休息， 一个简单的动作老师往往要
教上几十次甚至上百次， 这就是特
教老师们工作的真实写照。

在北京市宣武培智学校课堂上
没有 “朗朗读书声”， 在这里就读
的孩子除了智力障碍， 还有脑瘫、
自闭症、 多重残疾。 面对这些特殊
的孩子 ， 老师的工作强度可想而
知， 如果没有爱， 根本无法打开孩
子的心扉。

段佩娟、 郭天祥、 闫靖等8位
年轻老师在面对职业选择时 ， 放
弃 了 其 他 优 越 的 工 作 ， 毅 然 投
身 特 教 事 业 。 他 们 用 自 己 的 耐
心 、 爱 心 教 会 学 生 一 些 基 本 生
活 技 能 ， 让 他 们 能 融 入 社 会 ，
独 立 生 活 。 培 智 学 校 留 住 老 师
并不容易 ， 留住青年老师更是难
上加难， 很多人满怀热情地来了，
但干了一阵之后因为看不到成果或
者受不了每天面对这样的 “非正常
学生” 而打了退堂鼓。

对于这8位从小在 “蜜罐” 里
长大的80后青年老师来说， 每天面
对这些被外人当成 “麻烦 ” 的孩

子， 他们早已习以为常。 “有的孩
子十几岁了还不知道上厕所， 尿在
裤子里 、 拉在裤子里都是常有的
事 。 我们这些老师就得给换洗衣
服。” 说这些话的时候， 段佩娟老
师很平静， 脸上没有丝毫的嫌弃和
埋怨。

随着普通校随班就读工作的开
展， 智商程度稍好的孩子选择在普
通校随班就读， 进入培智学校的孩
子， 智商水平也越来越低。 每个孩
子入学的时候， 老师都会用韦氏测
量表对孩子进行测试， 智商在70以
下， 可以进入培智学校学习。 以前
学校曾经有过智商60多的孩子， 而
现在， 进入培智学校的多数智商都
在50以下， 这使老师们的工作越来
越难。 现在学校有一百多个智障孩
子 ， 年龄跨度从六岁半到十八九
岁， 老师每天带着他们为 “生活自
理” 而努力。

与其他学校不同， 对智障孩子
的教育没有统一教材， 培智学校的
教材都是自己编写的。 从2001年至
2005年， 宣武培智学校的老师们编
写了一套涉及学校、 社区、 社会等

10个主题的校本教材 ， 教材分为
低、 中、 高三个年级阶段， 全部教
材摞起来有半人多高。 但教材刚编
完就要修订， 因为社会生活日新月
异， 又有很多新的生活技能需要掌
握， 例如公交卡、 购物卡等各种卡
的使用。 “其实这些教材也只是起
个纲领作用， 真正教起来， 每个孩
子都要单独设计一套教学方案。 因
为每个孩子的智商程度都不一样，
存在的问题也不同， 教起来千差万
别。” 郭天祥老师说。

在这所特殊的校园里， 没有作
业和考试， 老师不会指望着桃李天
下 ， 不会奢求学生将来能出人头
地， 只希望学生以后生活能自理，
在社会上立足 ， 有一份稳定的工
作， 为了实现这份希望老师坚守清
贫和孤独。 在整个教师群体中， 他
们是最默默无闻的一部分， 他们的
付出， 缺少成绩单上那漂亮的数字
刻度， 更无法换回令人称道的升学
率 ， 他们所做的不仅仅是教书育
人， 而是将爱与智慧传递给这些残
缺的孩子， 帮他们生活回归到正常
的人生轨道。

□本报记者 孙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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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课程设置都是根据孩子的喜好而编排， 老师用
生动的方式教孩子认识空竹。

在宣武培智学校， 设有交通教室、 中西餐厅、 模拟超
市、 模拟居室等多种教学场地。

学校的老师都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学生的教室就
是他们的办公室。 从早上学生到校， 一直到下午放
学， 老师一整天都跟孩子们摸爬滚打在一起。

一位自闭症孩子向大家展示自己的画作。

老师对孩子的细心和耐心温暖了这些纯真
的孩子， 有些时候孩子会把老师当成 “妈妈”。

因为没有教材， 每个孩子的情况都不尽相同， 这8名年轻的老师每天放学都会聚在一起 “磨课” 相互交流切磋。

一些自闭症的孩子胆小到不敢上下楼梯， 老师只得手拉手
边走边鼓励他勇敢迈步。

别人把他们当成“麻烦”
我们当成宝贝 ———80后特教园丁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