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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残疾儿童康复成功案例纪实

在你我不远处，有这样一些家庭，他们也许是不幸的，幼小的孩子被确诊残疾，生活蒙上尘埃，全家
人一度悲伤、沮丧；但他们更是勇敢的，家人齐心协力成为孩子的坚强后盾，携手专业机构为孩子进行康
复训练，不放弃哪怕是一丝希望。

寒来暑往，数载春秋，奇迹一点点出现了：听障孩子可以在人前自信地演讲，孤独症孩子学会用正确
方式表达想法，肢残孩子的坐卧行走接近正常水平……在北京市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北京市残疾人康
复协会近日举办的残疾儿童康复成功案例分享会上，8个康复成功案例感动全场，“谁无暴风骤雨时，守
得云开见月明”……

□本报记者 任洁

向阳而生，逐光前行

科学的家庭教育给了残疾儿
童充足底气

“做自己心中永远的NO.1！ 您没
看错， 我觉得我真的挺厉害的……我
给您来段绕口令吧……” 二年级学生
锐锐在分享会上勇敢站到众人面前 ，
讲述自己的康复故事。 他的口齿清晰，
笑容灿烂， 无论是现场展示还是晒出
的照片都显得落落大方 ， 最后一段
《少年中国说》 朗诵得激昂有力， 全场
不禁爆发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这个阳
光男孩。

锐锐有这么开朗的性格， 离不开
父母科学的养育方式。 锐锐妈妈鲍女
士聊起儿子时温和自然， 就像在介绍
一个普通孩子一般， “锐锐出生三个
月被诊断患有听力障碍， 稍大点佩戴
了助听器， 快三岁时做了人工耳蜗手
术， 之后开始在专业机构进行系统的
听力语言康复训练。”

锐锐的父母并不是教育专业出身，
但他们选择的教育方式却很 “内行”，
给锐锐创设了一个阳光温暖、 积极向
上的家庭环境。 妈妈要求锐锐自己的
事情自己做， 有难度的事情尝试着做，
没有因为孩子残疾给予特殊呵护， 也
不让学校老师特别关照他。 同时， 家
里注重培养锐锐的艺术、 运动、 心理
等方面素养， 从他4岁开始就报了绘画
班、 篮球课等课外班， 只要有机会就
带他参加社会活动、 比赛， 积极与外
界接触。 如今， 锐锐学会洗衣服、 做
饭， 掌握了多项技能， 成为一个自信、
积极、 乐观的孩子。

今年两岁的沐沐因为基因突变导
致重度听力障碍， 但沐沐妈妈杨女士
很快从悲伤情绪中走出来， 决定早干
预、 早康复， 在为沐沐线下报班进行
康复的同时， 家庭同频开展有效训练。

在职妈妈无法全天候陪伴孩子 ，
在专业老师的支持和老人的配合下 ，
杨女士摸索出 “线下课全程录制+每周
视频点评” 的学习模式， 并利用晚上
和周末时间， 带领孩子在家中复习本
周主题 ， 形成视频作业交老师点评 。

全家人还学会将课堂内容迁移到生活
中， 形成良性的康复环境。

沐沐学会中文输出短句后， 杨女
士又启动对孩子的英语启蒙， 每天至
少半小时只用英语与孩子交流。 双语
学习没有阻碍沐沐的母语发展， 她13
月龄开始仿说， 16月龄能说短句， 22
月龄就能切换中英文进行日常交流 。
杨女士感慨， 对于像沐沐这样没有畸
形问题且干预较早的孩子， 在专业老
师的带领下， 家长不必担心错过孩子
语言发育中的关键节点， 只管配合老
师输入与引导， 当孩子的能力发育到
相应阶段后一定会有反馈。

专业机构的针对性康复训练
收效显著

良好的家庭支持是残疾儿童康复
的基础， 当然， 他们还需要专业机构
的介入， 接受针对性康复训练。

三年级学生浚浚患有孤独症， 曾
经多次扰乱课堂秩序， 引起同学的反
感， 占用老师过多精力。 海淀区一家
康复中心介入后， 专业教师先通过观
察记录、 向家长和学校老师了解孩子
情况 ， 然后带浚浚去了一间新教室 ，
陪他做游戏、 聊天， 采用专业方法引
导浚浚完成课堂任务， 并及时给予夸
奖。

当浚浚身体不适或心情烦躁时 ，
康复教师会为浚浚量身定制解决方法，
通过恰当的沟通交流与游戏互动， 让
孩子对老师产生信赖与亲近； 采取收
集代币、 盖小印章、 涂进度条 、 出示
视觉提示卡等孩子喜欢且习惯的方式
建立课堂活动规则， 让浚浚逐渐适应
并理解； 根据浚浚的能力调整课堂任
务难度， 避免他产生畏难情绪或随意
溜达； 安排噪音训练帮助浚浚进行环
境 “脱敏” 练习， 或佩戴海绵耳塞暂
时阻断一些声音， 再逐步去掉耳塞。

通过多种支持方式， 浚浚的不当
行为一点点被纠正， 学会安坐、 等待，
用正确方式回答老师提问， 用合适音
量讲话， 不再用手敲击小朋友……

孤独症儿童阳阳刚入园时坐不住

椅子， 理解不了指令， 没有语言与认
知能力， 沉迷在自己的世界里。 密云
区的一家儿童行为矫正中心派出康
复教师 ， 先和阳阳找机会拉近关系 ，
得到孩子的信任后开始模仿练习， 等
孩子逐渐具备模仿能力后， 老师又加
入简单指令， 继而迈向语言关。 一年
后， 阳阳有了基础认知能力， 能够执
行简单指令， 学习进入快车道。 如今
他可以走进幼儿园融合， 与小朋友一
起玩耍。

球球是昌平区一家康复中心服务
近10年的自闭症孩子， 2022年疫情期
间 ， 处于青春期的他出现多种问题 。
中心得知后为他组建多专业支持小组，
开始深入实践个别化家庭支持计划 ，
为家长提供育养技能指导， 为球球提
供情绪疏导 、 行为管理 、 规则建立 、
机构化的视觉提示等服务。 经过专业
团队和家长的通力合作 ， 三个月后 ，
球球终于回到疫情前的良好状态， 一
家人发出久违的欢笑。

患有孤独症的浩浩曾接受过短期
康复训练， 但两年后病情复发， 被家
长送到平谷区一家儿童行为矫正中心。
专业教师给浩浩设定了贴近生活的小
组课教学计划， 把课堂常规、 轮流等
待、 听从集体指令等设为主要训练目
标和内容， 重点改善浩浩的刻板行为；
老师还为浩浩设计了个性化训练方式，
提升他的专注力。 浩浩将上小学前夕，
老师又将小组课的上课方式转换成幼
小衔接场景， 帮助浩浩适应小学课堂
氛围， 效果非常明显。

该中心的秦秀娜老师表示， 在孤
独症孩子的教学训练中， 一定要多加
观察， 根据孩子的特点开展针对性教
学。 “没有刻板的孩子， 只有刻板的
教学， 我们最有成就感的事， 就是能
看到孩子每天有着不一样的变化。”

家园共育为残疾儿童插上
“隐形翅膀”

康复训练无法一蹴而就， 在漫长
的治疗过程中， 家长的信心以及与专
业机构的配合度是康复取得进展必不

可少的要素。
肢体残疾女孩慧慧2岁初进入顺义

区一家康复中心时， 她的母亲非常焦
虑， 在慧慧不配合、 大哭时情绪近于
崩溃。 老师知道家长的情绪对孩子有
很大影响， 于是每天和家长分享很多
康复经验， 手把手指导慧慧家长对孩
子进行训练。 每天下班后， 老师们会
针对慧慧的情况分析总结， 制定第二
天训练内容， 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

同时， 病友家长经常和慧慧妈妈
聊天， 讲述自己的康复经历， 让她感
受到大家的关爱。 慢慢地， 慧慧妈妈
不再那么焦虑， 认真地把每天的上课
内容记在本上， 坚持每天给慧慧做训
练， 自己操作时也经常请教老师。

经过一年多的康复， 慧慧的进步
超出预期， 接近正常发育水平。 送慧
慧回家的那天 ， 慧慧妈妈眼含热泪 ，
和每位老师拥抱告别。

2021年底， 因为发育迟缓， 四岁
半的虫虫被父母送到顺义区一家自闭
症儿童康复中心。 中心对孩子进行专
业评估后制定了专门的训练计划， 并
且经常举行家长会， 让家长了解孩子
在校的学习情况和近期康复计划， 指
导家长在家里有效配合老师； 建议照
顾者抽空参加学校组织的家长培训 ；
老师也会经常给家长推荐一些相关专
业书籍， 以便家长深入了解相关知识，
更好地和孩子互动。 康复一段时间后，
虫虫的进步给了父母很大信心 ， 对今
后充满期待。

记者从市残联了解到， 经过多年
努力， 北京市在残疾预防和儿童康复
服务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其中残疾儿
童每年最高可享受3.6万元康复补贴 ，
非持证残疾儿童纳入康复保障范围 ，
在京外接受康复服务残疾儿童按在京
政策同等享受康复补贴， 实现0-15周
岁残疾儿童康复服务全覆盖。 全市共
有176家残疾儿童定点康复机构， 基本
形成 “横到边、 纵到底” 的康复服务
网络， 能够满足全市残疾儿童基本康
复服务需求 。 近五年来 ， 全市共有
6854名残疾儿童接受康复服务 ， 财政
补贴资金3.3亿元。

儿童阶段是残疾康复的黄金时期，
抓住这个关键期开展残疾儿童康复 ，
对儿童全面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市残
联表示， 将继续以仁爱之心、 关爱之
情做好残疾预防和残疾儿童康复工作，
推动残疾儿童康复事业不断走向规范
化 、 专业化 、 精细化 ， 以首善标准 ，
用心、 用情、 用力守护孩子们的康复
和生活 ， 为残疾儿童构筑健康成长 、
阳光灿烂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