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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特殊孩子
前进路上的微光

“王老师，我爱你，天天放在口袋里
……”每天趴在京口区特殊教育中心王
娟老师办公桌边，对她哼着这首儿歌的
叫强强，看着他现在这副可爱的模样，
很难想象 5年前的他是多么的固执、暴
躁。

当时的强强经常对王娟挥舞拳头、
大吵大闹。她尝试各种办法，强强依旧
不为所动，甚至愈演愈烈。直到有一
次，强强上厕所，弄得身上污秽不堪。
王娟打来水给他擦洗身体，强强竟然看
着她笑了，还从喉咙里发出了那
句模糊的“谢谢”。瞬间，她觉
得世界明亮了，这是她听到
的最动听的语言！

小潘同学，患有重
度自闭症并伴随严重的
情绪行为障碍，不听指
令、不愿参加任何集体
活动，妈妈寸步不离。
一次公开课上，他突然
大声哭闹，双手不停地拍
打自己的脑袋。原来，对于
他来说，拿出两张雪花片，太
难了。

王娟突然意识到，面对越来越多的
中、重度的特殊学生，需要更多的专业
知识和技能。在那之后，她在专家的指
引下，学习使用评估量表，制定个别化
教育计划。在专业的干预教学下，渐渐
地，小潘学会了拍球、学会了写字，学会
发出他人生的第一个音；第一次，能离
开陪伴他多年的妈妈……

这些年来，让孩子融入社会是每位
特教人坚持不懈的追求。在社会各界
的支持下，学校顺利开设“烘焙、串珠、
菌菇种植”等劳动课程。孩子们凭借着
自强和自立，在社会上找到了自己的位
置。“老师，我在‘相遇’工作，记得常
来吃饭呀。”“老师，我现在是一名杂工，
装货、卸货、记账，哪里需要哪就有我！”

当王娟收到这样的
短信时，为孩
子们的成长进
步 欢 欣 雀
跃。

倾情育人 润物无声
——来自我市庆祝第39个教师节报告会的故事

■ 本报特约记者 唐守伦

9月7日，我市召开庆祝第39个教师节报告会。来自全市教育系统的4名教师代表讲述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教育故事，既有身体力行
崇尚师德的深情诠释，又有扎根乡村、默默耕耘的执着坚守，还有奉献特教、职教岗位的教育教学心得体会和无微不至关爱学生的故事。

“一个故事就是一份感动，一个故事就是一份温暖，一个故事就会带来一份力量。”报告会现场掌声雷动，人们通过掌声向教师表达敬意。

“喜报”成为
孩子爱看的“励志书”

“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都是
一颗颗闪闪发光的星星。”句容市实验
小学的华育桢老师面对性格迥异的孩
子们，总是提醒自己要带着欣赏的眼光
面对学生，既要欣赏早开的花朵，也要
欣赏迟开的花苞。

从上学期起，华育桢开始带着放大
镜捕捉孩子的闪光点，一有发现，及时
写成红字电子喜报，发在班级QQ群
里。喜报中真诚而又热情的话语，
如同孩子成长的雨露甘霖，使孩
子们学习劲头倍增。

班里的婷婷同学，作业书写
一向马虎，可是她的同桌君君的
作业书写却十分漂亮。一次，婷
婷放学时，不小心把君君的数学
作业本带回家了。婷婷妈妈是个
有心人，带着婷婷一同欣赏了君君
的好作业。第二天，婷婷交给老师的
每一科作业书写都很工整，且持续保持
了一周，华育桢为婷婷发了这样一份喜
报：“婷婷同学的作业书写本周越来越
漂亮了，特此表扬！希望婷婷继续努
力，争取更大进步！”

有意思的是，这份喜报在QQ群里
发出后，许多家长主动与华育桢联系，
要求借同学的优秀作业本回家，有的借
数学本，有的借作文本，她都一一满足
需求。带着心目中优秀作业本回家的
孩子们，逐渐呈现给她一份份惊喜。

在华育桢的眼里，每一个孩子都值
得被期待，与其要求一个人没有缺点，
不如将他的长处发扬光大。

班里的男孩小志，不太服从班级管
理，做眼保健操经常睁着眼，多次劝说
无效。后来，华育桢让小志担任值日班
长，负责监督班里其他同学做眼保健
操。让人没想到的是，小志对老师安排
的特别上心，只要发现同学做眼保健操
时心不在焉，他总能及时发现并指出问
题。

华育桢看在眼里喜在心上，把表扬
小志的喜报发到班级群里。他越来越
关心班级的活动，自我要求也更加严格
了。

华育桢给孩子发喜报，孩子和家长
也不时地给她发“喜报”，诉说着孩子的
新进步。

迄今为止，华育桢已向孩子们发
了 130多份喜报。在哲哲
妈妈的帮助下，由100
多份喜报汇编成的

《成长的足迹》，
成为孩子们十
分 爱 看 的“ 励
志书”，一有空
就翻看，数着
自己出现在喜
报里的次数，脸
上 洋 溢 着 幸 福
的微笑。

“让每个孩子
都能学好英语！”

“让每个孩子都能学好英语！”这是
镇江实验学校官塘分校施娟老师的梦
想。

2008年，施娟老师以总分第一的成
绩考进市官塘中学

工作。很多人认
为 ，她 不 会

在 城 郊 接
合 处 的
农 村 初
中待多
长 时
间 ，过
两 年 ，
也 许 就

到了各方
面条件更好

的城市中学。
如今，南山的

杜鹃红了14回，施娟老师和官塘分校孩
子也相伴了14个春秋，被师生家长誉为

“校园最美老师”。
每天6点多，施娟就赶往学校，一直

忙得晚上 7点才离开，回到家中还要电
话家访，整天忙得团团转。这样的节奏
是施娟生活的常态，她像“永不疲倦的
骆驼”始终步伐坚定有力。

“你这样是不是过度消耗了自己的
生命？活得好像不值得。”闺蜜不解地问
施娟。

“我们学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占
比60%以上，很多家长忙于生计，管不到
也不会管孩子，我只是尽我所能。”施娟
淡然一笑，“你知道吗？这些孩子，英语
往往是他们的‘拖后腿学科’，如果上几
分，能改变他们命运。”

为此，施娟积极探寻农村学校英语
教学方式，做到培养学习兴趣、因材施
教，给每一位学生提供展示的舞台。她
连年获得“优秀教学质量奖”“生态教学
质量奖”，并被破格评选为“镇江市骨
干教师”。

这些年来，施娟对学生的关
爱总是无微不至。家访中，张同
学房间破旧昏暗的台灯引起
了她的注意，两天后一盏崭新
的护眼灯就放在了张同学的

写字桌上。秋冬季节，李同
学唇炎又犯了，施娟把

润唇膏送过去，并教
他使用方法……这
样的温情举动，每个
孩子都能说上几桩。

今年教师节前夕，一
位刚毕业的同学更是送
来了贺卡，其中写道：“您
帮我添饭的那天，天空格
外明媚；您送我回家的那

晚，路灯格外明亮。请让我唤
您一声‘施妈妈’”。

用成绩消除社会偏见

一天放学后，镇江高等职业技术学
校张媛媛老师上小学的儿子对她说：

“妈妈，班上的同学说将来无论如何都
不能上你的学校读书！”

儿子的话让张媛媛感到特别委屈，
她脑中浮现的都是那些为了职业教育
而努力拼搏的身影。于是，她向儿子讲
起了职教人的动人故事。

被称为“拼命三娘”的李丽老师曾
经在孕期反应最强烈的几个月里还带

着化工班的学生们备战国赛，不
规律的生活和巨大的压

力，让她内分泌失调，
身 体 状 况 极 度 不

好 。但 她 仍 然 坚
持，加班加点，带
着学生苦练，小
小专业，却为学
校荣获多枚国
赛的金牌。

整 个 暑 假 ，
李丽带着学生备

赛。10 岁女儿无人
照顾，睡眼惺忪地便

被妈妈急匆匆地拖到学校
实验室，假期里起得比平时上学还

早，晚上瞌睡得不行，妈妈却还不能离
开，只能直接睡在实验室的椅子上。而
李老师为了尽快摸索出训练方案，她就
跟着学生一起做实验，一站就是十几个
小时，对比实验做了上千次。

然而，当今社会仍有一些人认为读
职业学校的孩子都是被“淘汰”的“差等
生”。面对这种偏见怎么办？要改变的不
是学生，而是教书的先生。于是，以
STEAM教育为核心的雏鹰工作室在镇
江高职校落地生根。起初，这个团队只
有 3名女老师，为了帮助学生树立职业
认知，她们到处找企业，找项目，一改传
统授课形式，就连枯燥乏味的机械制图
课，变成了师生共同设计真实的产品，
这让念职业学校以来一直很迷茫的小
孔同学，一下子找到了兴趣。他的妈妈
告诉老师：“我以为儿子在家用电脑玩
游戏，谁知道他是整夜在画机械图纸。”

在 FRC 机器人世锦赛中，小孔同
学设计的“中国红”机器人在澳洲赛区
大放异彩，使学校参赛队伍成为我国第
一支以联盟队长身份在国际赛区夺冠
的队伍。他动情地说：“雏鹰的培养让我
重拾自信，助我快速成长。当我设计的
机器人驰骋在国际赛场上时，我只想大
声地说，职校生一样可以很优秀！”

时至今日，从雏鹰毕业的优秀学生
不计其数，张媛媛骄傲地带着学生们走
进儿子的学校，为他的同学们送上科技
盛宴，她听到的都是孩子们“哇，好厉
害”的赞叹。

躬耕教坛，强国有我。坚守岗位的
镇江教育人，一定会讲好更多的精彩故
事，传递更多的镇江教育好声音，为教
育强市、教育强国事业提供充分的智力
支撑和人才保障！

张媛媛老师张媛媛老师
指导学生实验指导学生实验

华育桢老师华育桢老师
和孩子们在一起和孩子们在一起

施娟老师施娟老师（（右右））答疑答疑

王娟老师和孩子互动王娟老师和孩子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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