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作进入第34个年头， “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 通州区培智学校课程室主
任李银环每天的工作安排依然满满当
当， 教课、 带徒弟、 搞行政， 忙到嗓子
经常是沙哑的。 作为连续三届党代表 ，
她在党的二十大上为特殊教育积极发
声， 虽然休息时间更少了， 但她的干劲
十足。

她就像是残障学生的第二个
妈妈

李银环1988年进入通州区培智学校
工作 ， 在三十多年和残障学生的相处
中 ， 她意识到要打开学生的心灵 “窗
户”， 就要有一颗非同一般的爱心 ， 这
里说的 “爱心 ” 包括真心 、 耐心 、 信
心、 恒心、 理解、 尊重、 宽容等多种含
义。 她相信每个孩子都宛如种子， 用心
培育就会发芽， 即使学生身有残障， 只
要不放弃努力， 终有一天老师会看到花
开的一刻。

她给学生喂水喂饭， 给他们洗洗涮
涮 ； 她训练学生上厕所 ， 带他们去看
病； 她包容学生无心的打骂， 耐心帮助
他们改变不良习惯……李银环全身心扑
在残障学生身上， 就像是他们的第二个
妈妈。

一个周一的早晨 ，13岁智障女孩小
丽的妈妈带小丽从五十里外的农村赶到
学校，不好意思地询问李银环，“李老师，
孩子来月经了， 自己不会弄， 我急着上
班，您能帮她弄一下吗？ 实在不行，我就
带她回家休息几天。 ”小丽家境贫困，母
亲要养家糊口无法分身照顾孩子， 看着
家长无奈又期盼的目光， 李银环一口应
承下来，“放心吧，孩子就交给我。 ”从此，
她承担了给小丽换卫生巾、 洗内裤的任
务。 一开始小丽不配合，经常把她的手、
衣服弄脏，她从不气馁，每次都是微笑着
鼓励小丽，手把手教，用了近半年时间 ，
小丽终于学会自己料理了， 并在各方面
都有进步，还当上了班干部。

李银环对残障学生的爱得到校内外
的广泛认可， 先后获得 “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 “全国先进工作者” “全国教书
育人楷模”、 北京市 “人民教师 ” 等多
项荣誉称号。 她也曾有过离开特教岗位
的机会， 可她离不开那些可爱的残障孩
子， 注重精神追求的她， 看重的是在特
教岗位上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浓浓的
职业满足感和成就感支撑着她继续兢兢
业业地干好每一天。

担任教导主任一职后， 李银环经常
早晨在校门口站岗值班， 检查学生的仪
容仪表。 这天， 一个学生走进校门， 她
立刻挺直身子等着学生问候， 可学生却
像老鼠见了猫一样溜边跑走了， 这让她
有点尴尬 。 她没有找到学生 “纠正错
误”， 而是采取了一个迂回策略。 首先，
她看到学生时主动问好， 同时说出学生
的名字， 以此体现师生关系的平等和老
师对学生的尊重； 其次， 她利用晨检 、
早操、 巡视、 听课等各种场合多与学生
接触， 拉近彼此的距离。

这个方案果然收效很好。 小新是老
师们公认谁都不理的学生， 当李银环第
一次主动问好时， 小新眼神诧异地瞟了
她几眼， 没吭声。 几次之后， 小新慢慢
开始回应 “嗯” 的一声。 她再接再厉 ，
增加一些问好的内容， 比如 “小新早上
好， 今天是不是有些不舒服呀 ？” “小
新， 今天真精神！” 等等 。 渐渐地 ， 小
新不再回避她， 师生之间的话多起来 ，
最后能主动向她问好了。

李银环的付出大家看在眼里。 有一
天 ， 一位学生家长走过来问她 ， “老
师， 这些学生您都教？” “不是。” “可
我发现您认识每个学生， 您真是个好老
师！” 她没想到主动问候这么小的事能
得到家长这么朴实又很高的评价， 心里
特别欣慰。

她创办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培
养了一批骨干教师

“一枝独秀不是春， 百花齐放春满
园”。 李银环希望把自己多年的特教工
作经验分享给同事们， 带动更多老师提
高教育教学水平， 并且集中力量去攻破
教学中的重点难点问题。 2010年， 她成
立 “银环名师工作室”； 2015年在通州区
教育工会的支持下， 李银环劳模创新工
作室正式挂牌。

李银环指导工作室成员改进教学细
节， 怎么做感统、 语言训练， 怎么让课
程更浅显易懂， 怎么开展游戏等。 工作
室编写了低中高三个学段的生活化读
本， 明确了学生在各学段要掌握的生活
技能， 以及老师如何站在本学科角度来
提高学生的生活能力， 构建了系统的个
别化教学管理体系， 创设了通州区培智
学校生活化教学特色品牌， 让每个残障
学生都能得到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 ，
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李银环自认是一个要求极高的严
师，给成员们布置了很多任务，比如每年
必须读一本专业书并写下读书笔记 、必
须有1至2篇获得区级以上奖项的论文 、
必须上一节区级以上公开课或研究课 、
必须带一个徒弟 、 必须搞一次科研课
题、 必须给学校同事做一次培训等， 今
年还 “加码” 要求每名成员在年底前至
少做三节家长讲堂。 她不爱在口头上表
露对徒弟们的心疼， 却为他们提供了办

校刊、 参加高级别培训等一次次展示交
流机会，帮助他们的教学水平飞速提升。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 在学
校从线下转为线上教学的初期， 李银环
和她的同事们非常不适应。 “我们的学
生和普通孩子不一样， 他们坐不住， 很
难集中注意力听网课， 也不会使用电子
设备， 必须有家长在旁边陪同， 但家长
自己指导孩子也有困难。”

没有经验， 李银环和同事们就从头
编排微课程， 选取一些好的儿童绘本编
成有声音有画面的微视频， 通过故事融
入知识点， 让残障孩子居家参与学习活
动。 白天残障学生的家长要上班， 有的
老师就等到家长晚上回家后再进行线上
指导， 方便家长的陪护， 家长有问题还
要单独做指导。

就这样， 李银环带着20多个工作室
成员逐渐摸索， 根据各年龄段残障儿童
的特点和需求创设出一套体系化的线上
教学模式， 编排了几百节微课， 把每天
的课表安排得井井有条， 还为市里制作
了一批教学资源。 工作室还精心选取了
四五十节绘本微课放到通州区教育教学
资源网上， 分享给其他开展融合教育的
学校学习采用。

“严师出高徒 ”。 在李银环的引领
下， 工作室成员数量从最初的10个人到
现在翻了一倍多， 青年教师很快评上区
骨干教师乃至更高水准， 同事们在工作
上遇到困难， 都爱找她请教。

作为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和二十大
代表 ， 李银环积极为特教领域建言献
策， 她表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强化
特殊教育普惠发展， 为今后五年的特殊
教育发展指明方向。 特教工作者要尽心
尽责干好工作， 也希望社会各界携手同
心， 推动特殊教育向着高质量、 高水平
的灿烂明天前进。

北京特殊教育领域里的“不老松”
———记党的二十大代表、通州区培智学校课程室主任李银环

□本报记者 任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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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是第三次参加党的代表大会了，可
心里还是如同初次一样激动万分。”在参加党
的二十大期间， 北京市通州区培智学校课程
室主任李银环一有时间便学习报告， 一有机
会便积极发言。她说，对党的二十大报告学得
越多、理解得越充分，在学校等待她的残障孩
子们就能得到更优质的教育和更好的关怀。

李银环在特殊教育一线工作了三十余
年。 令她欣慰的是， 在党的领导下， 我国特
殊教育正向着专业化、 完善化、 体系化、 人
性化的方向快速发展， 残障儿童得到的教育
更具定制化， 得到的关怀更具温度， 特殊教
育工作者的干劲儿更足了。

参加党的二十大之前， 李银环针对 “过
去五年特教发展最突出的成就” 这一专题，
对北京部分城区、 郊区以及河北、 天津部分
特教学校的老师进行了调研。 老师们认为，
特 殊 教 育 的 法 律 法 规 和 政 策 越 来 越 完
善 ， 党中央、 国务院高度重视特殊教育的
发展， 秉持特教特办，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如2017年颁布了新修订的 《残疾人教育条
例》， 《“十四五” 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
划》 提出 “到2025年高质量的特殊教育体系
初步建立” 的目标， 这些都是特教事业发展
的突出成就。

同时， 特教的专业化队伍逐渐形成， 后
备力量更加充足。 全国现在已有十多所师范
类院校开设了特教专业 ， 专门培养特教人
才。 对目前从事特殊教育工作的教师也进行
了多轮多样的培训， 既有全员普遍性的特殊
教育理论、 课标、 教材等培训， 也有专项的
康复类、 融合教育教师以及巡回指导教师培
训等。 这些都大大促进了特教教师专业水平
和能力的提升。

另外 ， 特教课程体系逐步规范完善 。
2016年出台了培智学校义务教育新课标， 此
后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配套新教材陆续出
版， 改变了以往培智学校没有国家统一课
标、 教材的情况， 为特殊儿童的培养提供了
依据和资源。

李银环还感言， 这些年， 普通学校对残
障学生的接纳度有了很大提高 ， “融合教
育” 质量有了很大提升。 随着经过特教专业
知识培训的融合教师、 康复教师的介入等，
残障孩子在普通学校也能享受到特殊教育的
服务， 为他们更好适应普校的学习、 生活提
供了支持和保障。

工作在通州区培智学校的李银环还感受
到了北京城市副中心特殊教育工作的高质量
和新亮点。 例如， 北京城市副中心建立了网
格化的8个融合教育资源中心、 2个自闭症基
地、 3个资源教室以及10个融合教育学区 。
此外， 北京城市副中心把全通州区的残障儿
童都纳入了特殊教育的保障行列， 并在今年
开设了残障学生高中班。

李银环表示， 自己会向同事们和更多人
分享自己的党的二十大经历和感受。 “我将
做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者、 宣传者和践行
者，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 深化课堂改
革， 探索更适宜残障儿童的教学方法， 让孩
子们感受到更有温度的教学。”

让残障儿童享受
特殊教育发展的春天

二二十十大大代代表表风风采采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李银环：
党党代代表表心心声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