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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朱旭东

　　有这样一群孩子，因为重度残
疾，无法走出家门沐浴阳光，也走不
出自己的心门，感知外面的世界。
　　有这样一群人，走进这些孩子的
家门，不仅关注孩子的身体，还努力让
他们到不了学校也能上学。
　　在江苏南通市海门区，有这样一
句暖心话温暖了不少人———
  即使你是不受上苍眷顾的重度残
疾孩子，请相信你并不是一粒尘埃，而
是一颗会发光的星；哪怕星光微弱如
萤火，也会有一群人寻着你的萤光而
来，给你送上更温暖的一道光。
　　这道光，就是“康教上门”；这群
人，就是送“康教上门”的老师。

“她多想飞啊”

  海永镇的晶晶（化名）是脆骨症
患者，俗称“玻璃人”。小学入学才一
个月，晶晶就因为摔跤，大腿折成两
段 ，从 此 辍 学 在 家 ，再 也 见 不 着 老
师了。随着年龄的增长，体重的增加，
她的双腿越来越无法承受自身重量，
被迫躺在床上，或坐在轮椅里。
  16 岁那年，有一天，晶晶又见到
老师了——— 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敲
开了她家的门。
　　这位老师叫陈建美，海门区启动

“康教上门”，给无法上学的重度残疾
孩子送教，陈老师送教的第一个学生
就是晶晶。
  晶晶的父亲常年在外打工，母亲
有智力障碍，全靠爷爷奶奶照看。
　　通过初步观察和交流，陈建美发
现晶晶的智力基本正常，还自学了电
脑，能用拼音打简单的字，有自己的
QQ 。晶晶与外界交流唯一的工具就
是这电脑。
　　“她的床头放着书，抽屉里有几
本练习本，封面的姓名栏端端正正写
着自己的名字，但在‘学校’一栏，则
写着‘没有’，让人看了很心酸。”孩子
对校园和学习的渴望，陈建美感受
到了。
　　“仔细想想，毕竟她只上了一个月
的小学，最多学会了拼音。家里没人教
她，她靠一个月的知识自学了那么多，
多么不容易！”孩子与命运抗争、积极
进取的精神，让陈建美感动。
　　陈建美加了晶晶的 QQ。“我是你
的老师，你有话，尽管跟老师说。”
　　当天下午，陈建美就发现晶晶在
QQ 空间里晒出一幅画——— 一只展翅
翱翔的鸟。
  这是晶晶在电脑上用鼠标画的，

“她多想成为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
啊！”鼠标画再次触动陈建美，“虽然
对她的病痛我无能为力，但我可以在
学习上、心理上进行辅导，在 QQ 上
与她多沟通，帮她在思想、心灵上自
由飞翔。”她立即为晶晶制定了送教
计划和内容。
  晶晶会用拼音打字，会书写简单
字词，陈建美首先教她查字典。晶晶通
过字典认读了更多字词，进而学会看
书阅读。陈建美还要求她每天读一个
故事，找出 10 个生字词抄写、认读。
在数学知识方面，陈建美从认识人民
币和简单计算入手，教晶晶正确使用
人民币。
　　除了上门，通过 QQ 和微信，陈
建美每天了解晶晶的学习情况，与
她谈心。晶晶会告诉她每天做了什
么，有什么开心或不开心的事。
　　多年来，不仅送教，陈建美在生活
上也不断给晶晶帮助，包括自费买一
些慰问品，把女儿穿不了的衣服送给
晶晶。
　　随着“康教上门”工作的不断推
进，海永学校的资源老师倪振浩也参
与进来，每月两次上门送教。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的几名学生，每周一、二、五
晚上 7 点到 8 点，会通过视频给晶晶
上课。“每次他们聊得都很开心，晶晶
不 再 是 一 个 封 闭 的 孩 子 了。”陈 建
美说。
　　慢慢地，晶晶不但学会了简单
阅读，还学会了写日记。“她记录下
日 常 生 活 中 的 点 点 滴 滴 和 喜 怒 哀

乐，尽管多是流水账，但她学会了用
文字表达，这进步多么了不起！”陈
建美说。
　　如今，22 岁的晶晶已经过了送教
年龄，陈建美还经常去看望她。“每次
见到我，她都是笑容满面。更有好消
息，通过康复训练，她已经能站起来走
路了！”

“我们的孩子”

  海门区的“康教上门”工作，是落
实教育部等七部门出台的《特殊教育
提升计划（2014-2016 年）》。海门区
特殊教育学校校长仇中辉说，这份计
划第一次提出“送教上门”的概念，要
求“为确实不能到校就读的重度残疾
儿童少年提供送教上门或远程教育等
服务，并将其纳入学籍管理”。
　　 2014 年 9 月，海门市（现海门
区）特殊教育学校 38 名老师根据中
国残联提供的数据，通过逐一电话沟
通并实地调查摸排，发现还有 87 位
重度残疾孩子未能入学。
　　仇中辉家访后发现，这些孩子不仅
身有残疾，很多又生活在破碎的家庭，
可谓雪上加霜。“我毕业于南京特殊教
育师范学校，一般称呼残疾儿童为‘我
们的孩子’。我们要努力给他们带来希
望，这是特殊教育的使命。”
　　然而仇中辉没料到，摸底排查过程
中，不少老师曾被这些孩子的家长当
成骗子而拒之门外。
  悦来镇一名家长的电话连打 3 天
都没人接，时任海门市特殊教育学校
德育处主任郁强特地改在晚上拨打。

“您好，您的孩子去年 9 月就应该入学
了，还没有入学，什么情况？”电话一接
通，郁强赶紧表明来意，对方却说：“我
家孩子是残疾，不需要上学，你们这样
的骗子我见多了！”
　　无奈之下，郁强只得联系镇残联
专委，请村支书上门澄清。
　　老师们还发现，未能入学的残障
孩子大多生活在农村，家庭条件不好。
为防走失或跌倒受伤，不少孩子长期
待在家里，孤独、怕生。有的家长甚至
对孩子失去信心，14 岁的楠楠（化名）
智力残疾、听力障碍、视力微弱，他的
家人见到老师就说：“他什么都学不
会，你们不要白费力气了。”
　　面对不解和质疑，仇中辉的决心
更加坚定———“让这些孩子都有自己
的老师，一个也不能少。”
　　“给残疾孩子送教，光靠热情不
行，还得讲方法。”仇中辉说，海门要求

“康教上门”的老师精准了解每名学生

的家庭和身心发展状况，围绕精细动
作、语言与沟通、认知能力等进行康复
评估和结果分析，在此基础上为孩子
量身定制教学计划，并在训练中依据
学生的表现，不断修正和调整。
　　 2015 年“全国助残日”，仇中辉
邀请 10 名重度残疾孩子到学校表演
才艺。
  “这事你们做得好，政府当然要支
持。”海门市政府有关领导明确表示。
　　当年 5 月，海门市成立“康教上
门”团队，由巡回指导老师、康复师和
爱心志愿者组成，对这 87 名重度残
疾孩子逐一开展送教活动。
　　 2016 年，海门市市长办公会通
过决定，每年由财政拨付 52 万元专项
经费用于“康教上门”。
  在党和政府的有力支持下，“康教
上门”服务团队逐步完善，由特教学校
的老师担任指导老师，生源所在地学校
参与“康教上门”的老师被称为“资源老
师”，形成了由特教学校巡回指导老师、
普通学校资源老师、残联康复师和社会
爱心志愿者多方联合运作的团队模式。
  目前，海门“康教上门”服务团队有
巡回指导老师 38 人、资源老师 35 人、
残联康复师 8 人、志愿者 300 多人，累
计送教 4200 人次，行程 62 万公里，惠
及学生 143 人。

直到不用再上门送教

　　 57 岁的谈菊美原来是长乐小学
的老师，3 年前开始“康教上门”，目前
是 自 闭 症 姑 娘 婷 婷（化 名）的 资 源
老师。
　　 9 岁的婷婷，父母都患有精神疾
病。婷婷的爷爷说，孩子出生后，一直
不开口说话。爷爷不敢把孩子放出去
玩 耍 ，因 为 她 不 知 道 害 怕、不 知 道
回家。
　　“刚开始以为婷婷是听力问题，
后来发现是自闭症。”谈菊美说，那时
的婷婷就像一张白纸，什么都不会，
什么都不懂。她从生活技能入手，培
养婷婷的自理能力，教她洗脸、洗手、
梳头，并努力寻找她的兴趣点。她发
现，婷婷对拼图比较感兴趣，于是，每
次都带不同的拼图，让婷婷拆开，再
拼上。
　　 6 月 14 日，记者随谈菊美一道
登门，婷婷在她的引导下，可以跟我
们打招呼，并说出简单的几个字了。

“以前她是不开口的，现在能开口说
话，就是很大进步了。”谈菊美觉得自
己跟婷婷有缘。
　　婷婷依然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

她迫不及待地打开每幅拼图，直到所
有拼图全部被拆散，她才愿意在老师
的指导下，手忙脚乱地拼。
　　在谈菊美的帮助下，婷婷不仅开
口说话了，懂点个人卫生了，还会“画”
简单的阿拉伯数字。“在普通人眼里，
婷婷这三年几乎没什么变化。但可能
只有她自己知道，这一切多么不容
易。”谈菊美说，“我不知道能帮她到什
么时候，但只要有需要，我会一直帮下
去。”
　　万年小学的樊香香是多动症男孩
刘宝（化名）的资源老师。刘宝的父母
离异，父亲有严重抑郁症，只有多病的
奶奶陪伴。
　　“刘宝的感觉不灵敏，却非常喜欢
爬高，经常会从房顶、羊棚上跳下来，
是个很不安分的孩子。”初步了解情况
后，樊香香着手为刘宝制定个别化教
学计划。“他喜欢动，我就和他一起丢
沙包，一起拍皮球，一起跳绳，感受运
动带来的幸福；他对绘本感兴趣，我就
为他准备阅读的绘本。通过绘本阅读，
他开始学着刷牙穿衣，认识各种各样
的 颜 色 、形 状 ，学 会 了 简 单 的 数
数……”
　　刚开始，刘宝的注意力只能坚持
几分钟，且他的破坏性极强，几乎没有
完整的学习材料和用品。而如今，他已
顺利成为特教学校的一名学生，不用
再上门送教了。
　　海门区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
主任郁强介绍，指导老师、资源教师会
根据送教对象生理、心理特点和残疾
类别的实际需要，选择适当的教学内
容和康复训练内容，并制定切实可行
的送教服务康复训练目标计划书。

一个篱笆三个桩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
帮。每个需要“康教上门”的孩子，通常
有一个由一位指导老师、一位资源老
师以及康复老师和志愿者组成的团
队，提供上门服务。
　　“第一次看到瘫痪在床的重度残
障孩子，还有轮椅上不能动弹的脑瘫
孩子，我非常震撼，从此立下誓言，要
尽自己所能去帮助他们。”海门区馨爱
志愿者协会志愿者黄华至今已坚持 8
年，“当看到一个孩子开口和自己打招
呼，看到他们靠在门边翘首等待老师
时，都会触动我的内心”。
　　海门残联康复师秦霞主要负责 0
至 6 岁儿童的送教上门工作，进行听
力、肢体、智力和孤独症儿童的教学评
估，并配合老师做好个别化教育计划，

教会家长康复训练的方法。“虽然这样
的相遇并不美，但大家众志成城，让这
样的相知变得美好。时间让家长看到
了老师和志愿者的真诚，我们也看到
了家长的纯朴与孩子们的可爱。”
　　秦霞觉得，“康教上门”活动给
了 很 多 人 希 望。“如 果 没 有 这 个 活
动，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孩子被遗忘。
这个活动给孩子和家庭以希望，让
孩子站起来，走出心门，走入社会的
希望！”
　　也有家长希望能像别的孩子一
样，进入普通学校就读，但严峻的现实
横亘在老师和重残孩子面前，他们需
要付出更多、更多。
　　张宝（化名）是海门区“康教上门”
活动开展以来，唯一进入普通小学读
书的孩子。但仇中辉提起张宝，显得有
些无奈。“孩子的母亲坚决要让张宝就
读普通学校，还要跟其他孩子一起比
成绩……”
　　张宝是位脑积水患儿，腿上无力，
走路易摔跤，必须有人陪读。张宝的爷
爷三年前因为车祸成了植物人，由张
宝的父亲照顾；张宝的母亲刚刚生了
个弟弟，同样无法照顾张宝，只能由
55 岁的外婆陈雪娣陪读。
　　一聊起来，陈雪娣就落泪了。白天
在学校照看张宝，晚上回家还得挑灯
干农活，一人种五六亩地，每天只能睡
三四个小时……陈雪娣一边流泪，一
边语无伦次地唠叨。
　　“孩子很敏感，只要有一点进步，
我们都会表扬他，给他鼓励。”心理老
师黄慧说。“我们都在努力。让张宝到
我们学校就读，就是一个突破。”张宝
的班主任施宏健说。

“巨大”的小变化

　　“自从有了‘康教上门’，孩子的生
命就像有了一束光亮，变得自信、勇敢
和坚强。”王宝（化名）的妈妈说。
　　悦来镇安庄村的王宝是位脑瘫患
儿，下肢肌肉特别无力。因为无法离开
轮椅，他的求学之路十分艰难。“康教
上门”活动给他带来了希望，他现在能
慢慢尝试着从轮椅上站起来，还喜欢
和普通孩子相处。
　　 6 月 14 日，王宝在妈妈陪同下，
来到特殊教育学校的音乐治疗室进行
康复训练。王宝喜欢唱歌，有一副好嗓
子，《贝加尔湖畔》和《孤勇者》是他特
别喜欢的两首歌。
　　当着众人的面，王宝在高音部分
总是唱不上去，妈妈有点着急：“这孩
子，在家唱得好好的……”特殊教育学

校的副校长顾鸣娟则在一旁安慰：
“没事，喜欢怎么唱就怎么唱。”
　　王宝说，他最喜欢《孤勇者》，因
为歌曲唱出了他的心声，特别是高
音部分的旋律和歌词。仔细聆听，仿
佛能听到王宝内心的呐喊，那是“谁
说污泥满身的不算英雄……致那黑
夜中的呜咽与怒吼，谁说站在光里
的才算英雄……”
　　王宝要从二楼去一楼学习糕点
制作。妈妈搬着轮椅下楼了，王宝拽
着楼梯扶手，一级一级往下挪。老师
隔着几个台阶护着，让王宝锻炼走
路，并不急于上前搀扶。
　　王宝艰难地挪动不听使唤的双
腿，脸上却是平和且倔强的表情。
　　外人很难觉察这些孩子发生的
变化。但即便再微小的变化，在仇中
辉眼里，都是“巨大”的。“有的孩子
多动、破坏力很强，训练几年后，可
以暂时安静地坐下来了；有的孩子，
从不开口说话，到简单地说一个字、
几个字；有的孩子，有了一定的动手
能力，生活逐渐可以自理了……虽
然帮助他们解决的问题在常人看来
都不算什么，但对他们来说，这些都
是大事。”
　　“更重要的是，通过我们的努
力，让社会增加了对这些孩子的

‘悦纳度’。”仇中辉说，以前这些孩
子走上社会，不少时候是不受待见
甚至是被排斥的，只有引起更大范
围的关注，社会才可能理解并包容
他们。
　　对于特殊教育和目前的“康教
上门”，仇中辉说：“我们注定无法桃
李满天下，但我们会努力让爱满人
间。”

  从“送教上门”到“融合

教育”

　　根据中国残联最新统计数据，
我国各类残疾人总数是 8500 万，
其中重度残疾 2500 万人。
　　开展“送教上门”几年后，教
育部等七部门印发的《第二期特
殊 教 育 提 升 计 划 ( 2 0 1 7 - 2 0 2 0
年)》提出了“融合教育”理念，要求
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为主体、以
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送教上
门和远程教育为补充，全面推进
融合教育。普通学校和特殊教育
学校责任共担、资源共享、相互支
撑，促进残疾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为他们适应社会、融入社会奠定
坚实基础。
　　“每个残障孩子都有令人意
想不到的困难。我们能做的，就是
尽最大努力，给他们一点帮助，让
孩子和家人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
怀，以及社会的温暖。”仇中辉说，

“康教上门”8 年来，最初的 87 个
孩子中，已有 9 个孩子进入特殊
教育学校上学，其他孩子将继续
通过这种方式完成义务教育。这
就是“融合教育”的成效——— 通过
普通学校、特教学校的共同努力，
让更多重度残疾儿童少年进入学
校就读。
　　针对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现状，
为 解 决 特 殊 教 育 发 展 的 瓶 颈 问
题，2022 年 1 月，国家出台《“十
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
划》，确定到 2025 年，适龄残疾儿
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比例达到
97% ，初步建立高质量的特殊教
育体系。
　　行动计划为特殊教育进一步指
明了方向，但过程会很艰难。仇中辉
深有体会：“我们当然希望应收尽
收，但目前条件不允许。比如智障孩
子，不能住宿，不能全托——— 他们需
要有专业的保育员，有专业的校医，
而我们的保育员，目前并不专业，校
医则是兼职的。目前的师资力量跟
基础设施，都跟不上要求。”
　　行动计划让更多出不了家门的
重残儿童少年看到了希望。不管他
们的生命之路有多长，不管他们的
生命之花如何开放，国家与社会在
行动，他们就有希望。

“康教上门”：给出不了家门的孩子送上一束光

▲ 6 月 14 日，婷婷（化名）在指导老师和资源老师的陪伴下玩拼图游戏。    本报记者朱旭东摄

 ●“让这些孩子都有自己

的老师，一个也不能少”

 ●“一般称呼残疾儿童为

‘我们的孩子’。我们要努力

给他们带来希望，这是特殊

教育的使命”

 ●“看到一个孩子开口和

自己打招呼，看到他们靠在

门边翘首等待老师时，都会

触动我的内心”

 ●“自 从 有 了‘ 康 教 上

门’，孩子的生命就像有了

一束光亮，变得自信、勇敢

和坚强”

 ●“我们注定无法桃李满

天下，但我们会努力让爱满

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