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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党的十九大代表、通州区培智学校教导主任李银环

“亲妈妈”用爱弥补残障生的缺憾
□本报记者 任洁

10月9日17时 ， 聊起对残障
学生的教育， 刚结束一场培训活
动的通州区培智学校教导主任李
银环马上娓娓道来， 丝毫不显疲
态。 她的嗓子略带沙哑， 因为耳
背， 有时听不清记者的问题， 她
都会轻声询问， 这是29年的特殊
教育工作给她留下的职业病， 致
病原因就是需要对学生反复进行
高声口令训练。

让特教生接受平等教育

29年前， 20岁的李银环从通
县师范学校毕业， 被分配到通州
区培智学校工作。 这所学校接收
的孩子大多是智力残疾， 还有部
分听障等先天条件不足的孩子。
初上讲台， 学生们就给她来了一
个 “下马威”： 上课时不遵守纪
律， 有的吐口水， 甚至有的拉裤
子， 她精心准备的课堂被搞得乱
糟糟， 心情跌入谷底。

她困惑过， 犹豫过， 但是转
念一想， 残障生也是孩子， 难道
不能享受和正常孩子一样的教育
吗？ 他们带着缺憾来到世界上，
自己要用爱去为他们弥补。 “他
们的梦想， 也许就是接受爱， 接
受平等的教育， 这个平视， 首先
应该从我做起。” 李银环说。

下定决心后， 她接受了特教
工作者的身份， 努力去走进学生
们的生活， 认真了解学生的喜怒
哀乐： 课间和他们一起玩， 午饭
和他们一起吃 ， 午休哄他们睡
觉， 还给他们洗衣服、 剪指甲、
理头发。 她甚至曾经花了半年时
间， 教会一个学生自己上厕所。

普通学生听一次就能记住的
话， 对残障学生经常要重复成百
上千次， 她从不嫌烦。 过去科技
水平不发达， 聋生的助听器效果
不好， 为了教他们学会说话， 她
只能靠嗓子一遍一遍大声地重复
教课， 直至喊到失声。 残障学生
发声时音尖而高， 每学会一两句
话， 他们都开心地扑到她的身上
喊给她听， 日复一日， 她的听力
逐渐下降 。 但对身体的种种不
适， 她无暇分心在意， 全部精力
都在学生们的身上。 她会为他们

的每个微小进步而欢欣鼓舞。

被残障生称为 “亲妈妈”

她的付出逐渐得到学生的认
可 ， 一天不见 ， 他们就抱着她
说： “老师， 我想死您了。” 开
学第一天， 学生拿出一个干瘪的
苹果递到她面前， 家长在一旁不
好意思地说： “老师， 孩子说什
么也不舍得吃 ， 非要把它留给
您， 都留一个月了。” 她被感动
得泪花闪闪。 在校庆大会上， 一

名聋生走上讲台诉说心声： “3
年前我不会叫爸爸妈妈， 是李老
师教我说话。 现在， 我最想叫的
是我的老师———我的好妈妈， 妈
妈。” 台下的她哭了。

在她的精心教导下， 学生学
会生活自理， 掌握了知识， 听障
生走出无声的世界； 有的顺利进
入普校学习， 有的找到工作自食
其力 。 她在工作中逐渐干出名
堂 ， 曾接到知名小学的执教邀
请， 却婉言谢绝， 因为她不忍心
离开这里， 她说比起正常孩子，
这些特殊学生更需要她。

特教工作离不开家长的支
持， 自从当了班主任， 李银环就
开始挨家挨户的家访， 以便进行
更有针对性的教育。 一位聋儿的
母亲为自己的残疾孩子耿耿于
怀， 在家里见到她时失声痛哭。
她拉住对方的手安慰： “每个孩
子都是上天送来的礼物， 现实给
孩子关上一扇门， 要相信一定会
开启一扇窗。 为孩子， 咱们咬牙
一起坚持、 努力。” 随着聊天的
深入， 孩子母亲的脸上渐渐浮现
笑容， 说自己憋了多年的话全部
倾诉出来， 心好像都打开了， 从
此主动带孩子出门， 找各种机会
教孩子说话。 这个孩子高中毕业
后还专门来看她 ， 并对李银环
说 ： “母亲让我永远不要忘记
您， 是您把我带到外面的世界 ，
您就是我的亲妈妈。”

把近30万元奖金捐给学校

担任教导主任后， 她除了继
续在一线教学外， 还担负起课程

改革实践的重任， 带领同事们在
特教课程生活化的道路上一路前
行。 2010年， 她成立 “银环名师
工作室”， 2015年改名为 “李银
环劳模创新工作室”， 承担了学
校的重大科研、 校本培训、 康复
研究等任务 ， 申报多项科研课
题， 先后出版 《生活读本》 《语
言训练指导手册》 等多本校本教
材和成果性著作， 创办了 《通州
特教》 校刊， 初步形成学校的生
活化办学特色 ， 构建了系统的
“个别化教学” 管理体系， 极大
推动了学校教学水平的提升， 引
领培智教师队伍的成长。

她相继荣获 “全国先进工作
者”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全
国模范教师” “全国教书育人楷
模” “北京市人民教师奖” 等诸
多荣誉 ， 还被推举为党的十八
大、 十九大代表。 她把多年来获
得的近30万奖金捐给学校， 成立
了特教 “红烛奖” 和学生专项奖
金 “白天鹅” 奖， 迄今已有近70
多人次 教 师 和 120多 名 学 生 获
得奖励。

面对即将到来的党的十九
大， 李银环说自己依旧重点关注
特殊教育领域， 有机会将在会上
介绍近五年北京和通州的特教工
作的成绩， 并介绍宣传北京城市
副中心的建设成果， 以及对未来
特教事业的期望。

李银环的心愿， 就是让残障
学生像普通人一样， 做社会大家
庭的一员， 接受平等的教育， 成
为有用之才。 她说要永远做残障
学生的好妈妈， 让他们体会到人
世间的温暖和真爱。

首都职工寄语十九大
姓名： 廖明
职务： 全国劳模、 北京地铁运

营三分公司乘务员
寄语十九大：
在过去的五年， 中国从多方面

向世界展示出骄人成果， 处处体现
出中国的实力。 作为北京地铁的普
通职工， 我感受到国家兴旺带来的
幸福，享受到平安和谐带来的快乐。
我希望北京地铁线路越来越多，里
程逐年稳步增长， 更多市民选择乘
坐地铁出行。 我们也会努力给乘客
带来更加舒适的环境和出行体验。

十九大时光

姓名： 陈亮
职务： 朝阳区劲松街道工会服

务站常务副站长
寄语十九大：
期待党的十九大深入推进公平

法治和公正阳光普照神州， 以党建
引领工会组织建设， 创新工会服务
方式。 未来五年， 希望能让一线职
工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建议通过有效的法规政策进一步提
高社会组织整体质量， 为社会组织
在社会建设、 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
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机会和舞台。

姓名：高亚娟
职务：2016年北京市师德榜样、

海淀寄读学校心理教师
寄语十九大：
我很关注教师的压力需求和心

理成长方面， 现在老师要承担工作
和生活的双重压力， 希望能多给老
师们一些时间， 并加强专业机构对
教师群体的指导， 多为老师搭建一
些解压平台；同时，在老师的业务和
教学方面多安排组织一些类似青教
赛、才艺展示之类的活动，搭建沟通
交流的平台，并给予资源上的指导。

姓名： 杨勋梦
职务： 中建三局三公司北京分

公司昌平中骏项目劳务公司现场技
术员

寄语十九大：
作为一名农民工党员， 我穿行

在繁华首都和家乡农村之间， 亲眼
见证了人们的生活一天天变好， 见
证了祖国日益强大 ， 经济飞速发
展， 农村群众生活水平逐步提升。
我会继续保持初心， 兢兢业业做好
本职工作。 党的十九大召开在即，
我祝福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