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孩子们：我们都有一套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梦想， 都有自己特别想做

的事情，这里的孩子们也不例外。

一年级语训班的单世航在宿舍里跳起了迈克

尔·杰克逊的舞蹈，十分起劲；看到弟弟表演起了

“绝活”，哥哥单世涛也不甘示弱，在一旁扎起了马

步；郑晓慧背起骆宾王的《咏鹅》，“鹅，鹅，鹅……”

发音虽有些不清晰，但背得十分认真；靳尚峰唱起

了《外婆的澎湖湾》；罗家伟长大后想当个按摩师，

他在日记里写道，“愿世上的残疾人少些， 正常人

多些。 ”

核心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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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幼儿园里来了城里老师

“小朋友们，我们开始上课吧！ ”早上 9

点钟，中班的赵媛媛老师把孩子们聚到班

里， 可是孩子们还是在下面叽叽喳喳，说

笑个不停。 赵老师见状便拍了拍手， 说：

“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位新朋

友———记者叔叔， 大家跟叔叔问声好，好

吗？ ”小朋友们便争着说：“叔叔好。 ”

赵老师又说：“这位叔叔想看看谁最

听话，咱们好好表现，好吗？ ”“好！ ”小朋友

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接着，赵老师便带着

小朋友们一起唱了起来：“一不许哭，二不

许闹……坚持最后一分钟，谁不动谁就是

好孩子。 ”唱完，小朋友们一个个稳稳地坐

在那里，非常听话。

突然，一个小家伙喊道：“老师，我要

去尿尿！ ”大家顿时哄堂大笑。 赵老师笑着

说：“以后不许说‘去尿尿’，要说‘去上厕

所’。 ”班里又是笑声一片。 赵老师对记者

说：“这些孩子只有四岁左右，必须精心照

看，上厕所一定要跟着去 ，摔倒了就不好

了。 ”记者便带着小家伙去卫生间，上完厕

所后，记者又带着他去洗手。

赵老师今年 23 岁，家住淇滨区，是通

过招教考试分到这里的。“以前从没来过

这么偏僻的地方，刚到学校宿舍时 ，由于

长时间没人住，一进门 ，看见地上有虫子

在爬，吓得我叫了起来。 为此，校长还专门

给我们买了灭虫剂。 ”记者问：“这里条件

没有城里的好，会不会找机会转到城里去

教学？ ”“一开始的确有这样的想法，可是，

和孩子们相处久了，已经有感情了，现在

我打算留下来。 能把这里的孩子教好，对

于我来说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 ”

据了解，今年分到这所幼儿园的共有

4 位女老师，年龄都在 20 岁左右，“在这里

教学，晚上没有电视机和电脑，唯一的‘娱

乐’项目就是在被窝里聊天了。 ”卢怡老师

告诉记者，“马上要过冬了，听说学校里没

有暖气，要靠煤炉取暖，条件艰苦了点，也

算是对自己的锻炼吧。 ”

有那么一群孩子，他们听不见外界的

喧嚣，却感受得到内在的温暖；他们看不

见外面的色彩， 却在心中描绘五彩的画

卷；他们可能用了很长时间也学不会其他

同龄孩子早已知道的知识，但是他们从不

放弃……他们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身体

缺陷，却沐浴在爱的阳光里，慢慢展开羽

翼。 11 月 2 日，记者来到市特殊教育学校，

近距离观察孩子们和老师的生活。

老师：每天的早饭

都是匆匆吃上几口

早上 6 时 33 分， 宿舍里开始变得热

闹起来，穿衣、洗脸，有的开始打闹。“男孩

子调皮，说不定玩笑就变成了打架，老师

就得尽可能地多看着点。 ”值班的张淑云

老师说。

“王会言昨晚上发烧， 输完液都快 12

点了，多睡一会儿吧。 ”张老师摸了摸她的

额头，这才放了心。

帮孩子们梳头、 找皮筋、 穿衣服、洗

脸、 叫孩子去食堂吃饭……直到 7 时 53

分，食堂里的孩子渐渐吃完离开了，已经

值了一晚上夜班的张淑云老师和王秋海

老师才得以匆匆吃上几口馍， 喝几口粥，

这样的情形他们已经习以为常了。

9 时 10 分，记者走进聋哑班 6 年级的

教室， 看到 《海底两万里》 的课文和课

后思考题都已经抄在了黑板上， 板书占

据了黑板的三分之二。 方桂芝老师说，

为了不耽误上课进程， 她都是前一天晚

上写的板书 。 上课时 ， 除了用上手语，

还得字正腔圆地大声说出来。 她说，“班上

有些孩子是能听到些声音的，哪怕是只有

很微弱的一点，对于他们的听力恢复也很

有帮助。 ”

“跟孩子们在一起不会觉得累”

□

晨报见习记者 李蔚

鹤山区鹤壁集镇中心幼儿园是鹤山区第一所公办幼儿园， 从新区到这

里需要倒两次车，坐上近两个小时的车，再沿乡间小路步行约 20 分钟。 11

月 1 日，记者来到这里，当了一回农村幼儿园的“孩子王”。

多数孩子都得哄了又哄才肯睡觉

吃完午饭， 被老师们领着在校园内溜达了几

圈后，小家伙们的午休时间便正式开始了。进了教

室，老师已经把床铺提前铺好，小家伙们便按照编

号脱了鞋子上床躺下。他们有的玩手指，有的睁着

大而清澈的眼睛观察着陌生的记者。不一会儿，就

有几个孩子睡着了， 值班看孩子的李华老师和记

者过去给他们轻手轻脚地盖好被子。

记者轻声问李华老师：“午休时要一直看着他

们吗？ ”李华老师说，“等把他们全哄睡了，我就坐

在这里闭上眼睛休息一会，等他们睡醒时，还要给

小女孩们梳头。 ”这时候，有几个小孩不睡了，开始

听我们说话，李华老师便停下了和记者的聊天，上

前一边轻轻地拍着他们， 一边温柔地说：“快闭上

眼睛睡觉啦 ， 这样下午好有精神和大家一块儿

玩。 ”哄完一个又去哄下一个。 记者也有模有样地

学着李华老师哄小朋友们睡觉。

过了一会儿， 当记者以为他们都睡着了的时

候，几个小家伙却又悄悄睁开眼看着记者，还恶作

剧般地偷笑，记者只好再次过去一个一个地哄。有

的小家伙怎么也不肯入睡， 好奇地睁着眼睛打量

记者。为了不影响孩子们休息，记者只好选择了离

开，轻轻地关上门走了出去……

一口一口给孩子们喂饭

一眨眼就到了午饭时间， 老师们把孩子集中

到一个教室里。由于学校条件所限，她们都是把盛

满水的脸盆端进教室， 蹲下身子一个一个给孩子

洗手，再把脏水端出去倒掉，中间换了三四次水。

洗完手后， 记者又和老师把一大锅热腾腾的

米饭抬到教室，刚一进门，孩子们便欢呼起来。 记

者和老师们把米饭一碗碗盛好，加上菜，端到小朋

友面前。看着小朋友们开心地“埋头苦吃”，记者也

感觉午饭分外香甜。

“老师，我要喝汤儿。”“是喝汤，不是喝汤儿。”

刘玮老师笑着给孩子盛汤 ，“以后你们不管在哪

里，都要说普通话，好吗？ ”孩子们听话地点点头。

吃饭的时候记者发现，由于天气较冷，有些孩子的

鼻涕不知不觉流了下来，每每这时，几位老师便赶

紧掏出纸巾给他们擦干净。 中间有几个小家伙不

好好吃饭，她们便端着碗一口一口地喂孩子们吃。

“跟孩子们在一起很快乐，就不觉得累了”

在记者看来，20 多个孩子的吃喝拉撒睡全由

这几位老师照顾， 时刻需要打起十二分精神来应

对，一天下来肯定累得不行。可刘玮老师却笑容灿

烂地告诉记者：“我们这份工作是责任和义务的体

现，以前还真没和农村的小家伙们相处过，快乐还

来不及，怎么会累？ ”

“在这里当老师， 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爱

心，还要有不怕吃苦的恒心。 ”卢怡老师说。

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

晨报见习记者 孙艳

看到孩子们的进步很是欣慰

12 时 25 分， 生活辅导老师付青正在忙着处

理学生间的小矛盾， 原来是一个女生抢了另外一

个女生的袜子，被抢的小女孩坐在床上直哭。“说

实话，照顾这些孩子要比照看自家小孩还费劲，只

能多鼓励，多哄着。 ”

王秋海老师说，他从 1991 年毕业以来就从事

特殊教育工作，20 年来，酸甜苦辣都经历过，看到

孩子们一天天在起步，哪怕只是一点点，心里也觉

得非常欣慰。“家长把孩子交给咱了，咱们就得担

起这个责任， 对得起这份工资。 学校刚搬到新区

时，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食堂管理员，我、杨老师、

齐老师三个人就轮流给孩子们做饭， 每天晚上回

到家都快 8 点了，累得只想倒头就睡。可是睡着睡

着半夜就醒了，脑子里面想的全是孩子们的事。 ”

学生们把课桌摆成弧形听方桂芝老师讲课，这是特殊教育学校的特色教学方式之一。

晨报记者 张志嵩 摄

走进特殊

教育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