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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震受重伤 众人关爱给予
她坚持下来的力量

2017年， 计时光经历了生命中一
个重大转折点。 那一年， 已工作14年
的她获得北京市青年教师基本功展示
活动二等奖， 被授予朝阳区教育系统
“师德榜样” 称号； 作为年级组长和班
主任， 她带领年级组以及班级在各方
面都取得了优异成绩。 可以说， 这是
她个人业务能力获得高度认可的一年。

但不幸也发生在这一年。 2017年
暑假， 她在四川九寨沟旅游途中遭遇

7.0级大地震 ， 被压在倒塌的房屋之
下 。 虽然她被及时救出来送往医院 ，
但最终还是因为腰椎骨折伤势过重 ，
永远失去了站起来行走的机会。

因为情况紧急， 又远离家乡， 手
术前她的身边没有家属及时赶到， 所
有手术通知单， 包括和主刀医生的术
前沟通， 都是她一个人躺在病床上完
成的。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 她唯一
的想法就是面对来之不易的第二次生
命， 自己要努力活下去。 手术后第六
天， 她就开始肢体的康复训练。

能这么快就从人生的巨大挫折中
挺过来， 既有她坚强乐观的性格和对
恢复正常生活的强烈渴盼， 也与家人、
单位的强大支持分不开。 家人不仅在
第一时间飞赴四川， 守在她的病床前
呵护备至， 而且母亲、 丈夫一直照顾
着她， 没有丝毫嫌弃， 家庭氛围和过
去一样温馨， 给了她满满的安全感。

做手术前， 她向校长陈立华请病
假， 惊闻她在地震中受伤， 陈立华一
边和她了解具体情况， 一边安排订机
票。 术后在ICU中恢复意识的她睁开
眼， 看到的第一个人就是陈校长， 那
一刻， 她就像是见到亲人般感动。

让她更加感到温暖的是， 单位同
事们的关照没有止步于她的养病期间。
2018年， 她向学校提出重返校园工作
的申请， 并得到批准， 这在她认识的
一些脊髓损伤病友眼中是一件不可思
议的事， 因为很少有脊髓损伤的人在
这么短时间内回归社会。 “课堂是我

最能够实现人生价值的场所。 我虽然
不能自由走动了， 但大脑和双手仍然
可以创造价值，大家帮助我回到心心念
念的幸福轨道上， 这个机会太宝贵了，
我没有理由不积极面对生活，尽快走出
受伤的阴影。 ”计时光动情地说。

开启新事业 绘本教学开启
幸福教育

开启新的人生， 计时光根据身体
状况不再当班主任， 改为面向一年级
上绘本故事课， 这是低年级语文学科
的拓展课程， 在朝阳区实验小学已开
设数年。 学校非常照顾她， 把她的上
课地点安排在一楼， 她只需每天按时
到校完成规定课时， 就可以根据情况
灵活安排工作时间。

经历大难后回到久违的讲台前 ，
她既激动又兴奋。 当她摇着轮椅进入
教室时， 孩子们瞪大眼睛， 有的还大
胆提出 “老师怎么坐在轮椅上” 之类
的问题。 看着班里一双双好奇打量她
的眼睛， 她没有自卑， 而是落落大方
地跟他们聊天， “老师因为受伤了才
坐轮椅， 但还可以给大家上课。 而且
计老师有一个神奇的本领， 就是能够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能看到谁听得特
别认真……” 通过这样的正面沟通 ，
孩子们往往在一两节课后基本上就接
受她的与众不同了。

虽然得到众人的关照， 但坐轮椅
上课确实也存在很多不便， 比如她不
能像以前那样自如地进行行间巡视 ，
但是会更仔细观察学生们的上课状态，
及时给出一些提示。 写不了板书， 她
就把需要强调的知识点提前打印制作
成卡片在课堂上出示， 并且鼓励学生
们多发言……因为珍惜， 她依靠强大
的意志力把困难一一克服。

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她在受伤前
接触过儿童绘本， 但没有系统深入地
思考。 承担了一年级绘本阅读的教学
任务后， 她一边购买了数百本儿童绘
本， 全面研究相关理论， 一边通过网
络学习、 参与训练营、 跟随北师大教
授开展课题研究等方式， 提高自己在

这方面的教学技能。
在她看来， 绘本阅读和语文学科

课程目标结合得非常贴切， 学生们通
过看图读图的过程， 既促进阅读能力
的提升， 又发展了口语表达能力和想
象力， 非常适合开展。

经过不断学习、 积累与沉淀， 计
时光按照小学语文课程标准， 结合教
学实践与思考， 梳理总结出朝阳区实
验小学一年级绘本教学体系框架， 设
计并录制绘本微课一百余节， 并且多
次参与绘本阅读教学的研究课展示活
动。 她还帮助年轻教师备课， 实现共
同成长。

2021年6月 ， 计时光撰写的论文
《小学一年级绘本故事课的构建与实
施》 获得北京市教师 “基本功与专业
能力” 教育教学研究成果一等奖。 此
外， 她以绘本为蓝本的心理健康教学
设计连续两年在 “朝阳杯” 心理健康
教育评优活动中获奖。

现在的计时光在课堂上自信、 风
趣， 孩子们对她的绘本课十分期待和
喜爱， 经常告诉她 “计老师， 我喜欢
听您的课” “计老师， 您多讲几本书
吧”。 能够成为学生进入小学后阅读的
启蒙者 ， 她获得满满的幸福和动力 ，
每天过得都很充实。

走出小天地 志愿服务北京
冬奥盛会

过去的计时光一心扑在工作上 ，
受伤后结识了一群残疾人朋友， 反而
走出自己的小天地， 看世界时有了全
新的视野和角度。

“残疾人和健全人一样， 需要爱
的鼓励， 也会向他人传递我们的热情
与力量， 渴望实现自我价值。” 计时光
开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 比如在无障
碍服装发布会上做轮椅模特； 参加电
视台公益短片拍摄， 向社会宣传无障
碍设施的重要作用； 参加朝阳区肢体
残疾人协会组织的 “七一献礼” 有声
读物公益录制活动等等， 这些活动让
她对生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无论是在受伤阶段还是回京后 ，

计时光都受到志愿者的帮助， 于是也
渴望成为一名用爱心服务他人、 服务
社会的志愿者。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
奥会招募志愿者的消息发出后， 她第
一时间报名并幸运入选， 成为一名赛
事场馆志愿者。

今年1月24日至3月13日， 她在国
家游泳中心的志愿者之家上岗， 为场
馆内志愿者提供服务。 她和伙伴们的
任务是进行每日场馆巡查， 提醒志愿
者做好防疫， 并了解他们的需求， 记
录下来协调解决。 在巡查过程中， 她
要给志愿者拍摄工作照， 每两天撰写
一份场馆简报。在徽章、食品、防疫用品
等物资到达时，她和同事们要进行清点
分发，每天的行进距离超过5公里。这些
任务非常考验志愿者的耐心、细心和责
任心，她充分发挥专业优势，投入全部
精力，经常忘记身体的不适，志愿者钦
佩地称她是“最阳光的计老师”。

冬残奥会快结束的一天， 她发现
自己的双手虎口和指关节处起茧子
了 ， 这是受伤四年多以来没有发生过
的， 是在服务期间长时间滑动轮椅造
成的， 给她的冬奥志愿之旅留下了小
小印记。

“我很幸运， 作为一名残疾人志
愿者， 可以代表全国8500万残疾人来
到冬奥赛场中， 向大家展示当代残疾
人良好的精神面貌和风采， 亲眼见证
冬奥冰雪盛会成功举办。” 她共完成志
愿服务38天， 赛时每天工作9小时， 总
服务时长超过300小时。 亲身参与北京
冬奥盛会， 成为她一生的骄傲。

这个暑假， 计时光也没有怎么休
息， 一直忙于备课、 收集新绘本等本
职工作 ， 还参加了朝阳区主题宣讲 、
“红领巾学堂” 助学支教等活动， 向更
多人讲述奋斗事迹。 这位曾经遭遇不
幸的女性坦然面对生活， 把痛苦远远
抛在身后 ， 就像是她的微信等待音
《平凡之路》 里唱的那样， “我不过像
你像他/像那野草野花/冥冥中/这是我
唯一要走的路啊”。 衷心祝福她的人生
之路越走越宽阔！

（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本报记者 任洁

““折折翼翼天天使使”” 坐坐轮轮椅椅开开创创崭崭新新人人生生

“同学们， 打开 《仓颉造字》 第一页，我们一起走进汉字的世
界……”在朝阳区实验小学一年级教室里，教师计时光带着学生们
正阅读儿童绘本，如泉水般清澈的声音柔和地讲解着其中的知识点，
与其他老师并无二样，只要不注意她的腿。 其实，这位“折翼天使”坐
着轮椅回归社会已是第五年，她用爱心开创了崭新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