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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六点半，天刚刚擦亮。一阵清脆有

力的起床铃在校园内准时响起。

年龄稍大的小花、林林和伟伟迅速起身，开

始洗漱穿衣，但总有几个像豪豪、阳阳这样的孩

子，迟迟不愿睁开眼。

铃声落下不久，已经起床的孩子开始穿梭于

各间寝室，挨个叫醒“赖床”的娃娃们。洗漱好

后，督班老师带着大家排队到食堂吃早饭。

一路上，孩子们和老师有说有笑，稚嫩的笑

脸如同春日的阳光，明媚又灿烂。

若非特别提及，或许很难察觉他们与常人之

间的细微差异——这些孩子，尽管存在智力障

碍，但他们由内而外散发的快乐和纯真，却与世

界相通。

随着我国全纳教育的发展与推广，“让所有

学生都得到平等教育”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在

浙江省江山市培智学校这所特殊的学校里，目前

共有 141 名学生，存在感知觉异常、言语语言异

常、情绪行为异常等问题的学生占 80%以上。

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能在这里接受九年义

务教育，老师们不仅关注着孩子们在校期间的学

习与康复，提供细致入微的康复训练与个性化培

养，更着眼于他们未来的长远发展，为学生们搭

建起通往工作岗位的桥梁，也向社会传递了尊重

差异、包容多元的积极信号。

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平等而有质量的

教育，一个个漫长而温暖的故事在这里展开。

超市“寻宝”，“我们都一样”

在群山环绕的浙江省江山市丰足村，一所学

校依山而建，掩映在初春抽芽的层林间。

教学楼走廊的墙壁上，自地面起约80厘米的

高度，一个坚固的钢制扶手沿着墙壁蜿蜒向前。

灵儿是一名脑瘫患儿，她小心地扶着墙壁上

的钢制扶手，一步一步朝前走去。类似于这样的

无障碍设施，如无障碍电梯、无障碍厕所、无障碍

通道等等，在灵儿所在的衢州江山市培智学校

中，随处可见。

在社区一家超市门口，熙熙攘攘的人流中，一

支由培智学校义务教育阶段的孩子和家长们组成

的特别小队，准备开始一堂特殊的实践课程。

六年级的贝贝和远远手持彩色任务卡，在带

队老师陈玉凤的组织下,和同学们排成一列。为

了传达“我们都一样”的理念，老师们并没有给孩

子们佩戴任何特殊或明显的区分标志。

走进超市，商品琳琅满目，五颜六色的包装

在灯光下反射出诱人的光芒，收银台的“嘀嗒”

声、顾客的交谈声、广播里的促销声与蔬果香气

交织在一起。

也许有人会觉得，这不是熟悉的超市场景

吗？然而，在这些孩子的心中，看似平常无奇的

超市里，却充满未知的感官刺激与社交挑战。

为了让活动顺利进行，学校的老师们提前做

了规划，设计出一系列与生活语文、生活数学、生

活适应课程相关的任务。孩子们有序进入超市

后，老师和家长开始引导他们“寻宝”。

“小西，我们现在在食品区，你能帮忙找到妈

妈最爱吃的果冻吗？”

尽管发音不太清晰，小西还是试着回应妈妈：

“没问题。”没一会儿，小西就在散称处向妈妈招

手，兴奋地举起一袋黄桃味果冻，断断续续地说：

“看，这是——你喜——喜欢的。”

接着，妈妈又俯下身指着食品标签，“小西，

你能找出学过的‘果’字吗？”小西一边用手指着，

一边并不流畅地挤出几个字，“这是‘果’”。

一起来到超市学习的，还有一个名叫小祝的

孩子。小祝出生在农村，妈妈、外婆和他一样，患

有先天残疾。由于家庭特殊，除了自己家，学校

就是他去过的最远的地方。

当其他同学都在乘坐超市里长长的扶梯时，

小祝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双脚不断向后挪，明

亮的眸子里满是抗拒。

班主任王倩倩很快发现了异常，她走上前去

安抚道，“小祝，这是电梯。”

为了打消小祝内心的恐惧，王倩倩带着后边

的几名学生，示范乘坐电梯。随后，他们重新回

到小祝身旁，一位同学拉住他的手，和他一起迈

上了电梯。王倩倩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小祝

第一次乘坐电梯。

真实的购物环境，让这些孩子逐渐锻炼了生

活和社交技能。慢慢地，他们学会了如何使用钱

币、理解价格概念，摸索着遵循公共场所的文明

礼仪。这样的一次集体活动，也让孩子们逐渐意

识到——

“原来，我们都一样。”

第一口蛋糕的滋味

对于寻常人来说，生日或许只是时间长河里

偶然荡起的涟漪，在生活的细碎中流转，平淡而

频繁。

然而，在那些被命运遗落于一角的家庭里，

孩子们的世界仿佛缺失了这个温暖的刻度。在

他们的童年画卷上，很多很多年，未曾被生日蜡

烛的微光轻轻点亮。

婷婷，智力残疾三级，家中还有一个患有孤

独症的弟弟，爸爸在一家工厂干些简单的工作，

妈妈在家照顾年幼的弟弟。对于这个收入微薄

的农村家庭来说，过生日显然是个奢侈的“甜蜜

负担”，一个百十元钱的蛋糕，花销几乎等同于一

家人一周的伙食费。

也是因此，在入学之前，婷婷从来没有过过

自己的生日。

一场集体生日，让这个在孩子们眼中陌生而

神秘的概念，变得具象化。

在明亮宽敞的活动室里，幕布上的彩色气球格

外亮眼，为这场集体生日会增添了几分生机与活

力。而桌上的主角——

一个硕大的蛋糕，更是牢

牢吸引着孩子们的目光。

蛋糕稳稳地立在白

色 的 底 座 上 ，“ 蛋 糕 好

大 ！”婷 婷 不 停 地 比 划

道，“这上面白色的就是

奶油吗？”

头戴小皇冠的孩子

们围在桌旁，目光不约

而同地聚焦在这座“甜

蜜城堡”上，眼神里满是

好奇和惊讶，甚至闪过

一丝丝敬畏。

孩子们紧握小手，

期待着即将到来的那一

刻。他们知道，象征祝

福的皇冠会被挨个传递

给下一个小伙伴，共享

这份特殊的喜悦。

“开始！”随着老师轻柔的声音，孩子们屏息

凝神，目不转睛地盯着被缓缓切开的蛋糕。第一

块蛋糕被分到乐乐手上，他小心翼翼地接过，然

后快步向旁边走去。

婷婷在后排踮起了脚尖，努力朝中间探出身

子。她的小手不自觉地摩挲着空荡荡的盘子边

缘，嘴里嘟囔着：“我要吃！我要吃！”

正在切蛋糕的老师费爱珍和钟昊天，敏锐地

捕捉到了孩子的情绪变化，他们默默地加快了手

中的动作。费爱珍一边忙碌，一边温和地安抚孩

子们：“别着急，每个人都有，马上就好啦！”

很快，婷婷也分到了一块。“好吃，好吃！”婷

婷稚嫩的小脸蛋因激动而微微泛红，手中的小勺

子还未来得及放下，便迫不及待地向大家分享她

的喜悦体验。

吃完蛋糕后，婷婷跑到费爱珍跟前，慢慢地

小声说：“老师，谢谢！”

从红色毛衣开始

2007年，一股温暖的力量汇入了江山培智学

校。国网江山市供电公司阿毛志愿服务中心牵

手该校及江山市建档的残障儿童，开启了长达十

数载的爱心接力。

叶琴第一次来到培智学校，瞬间被一阵孩子

的嬉笑声吸引了。

她刚想上前瞧瞧，衣角忽然被一双小手抓

住——

一个小女孩拽着她的红色毛衣，痴痴地笑了起

来。女孩的身上，是一件褪到看不出颜色的外套。

小小的手，抓住了叶琴的衣服，也抓住了叶

琴的心。

“给她织件毛衣，希望可以让她感受到妈妈般

的温暖。”叶琴心里这样想着。那年春天，担任国

网江山市供电公司女职委主任的她，带着几位女

职委成员，为孩子们送去了亲手织的毛衣和围巾。

温暖的陪伴，出现在之后的每一年。

2011年儿童节，叶琴的同事周慧芬和几位女

职工，像往年一样来到培智学校。结束活动后，

她们在校门口遇到一位抱着孩子的母亲。

孩子名叫冬冬，幼时就被诊断为脑瘫，只有

借助外力才能完成简单的挪腿动作。冬冬趴在

妈妈怀里，只露出一双明亮的眼睛，乐呵呵地冲

着她们笑。

天真的笑容，击中了周慧芬心中最柔软的地

方。她意识到，单纯地来看望这群孩子是远远不

够的，需要给予他们更多关怀和帮助。

一次偶然的机会，周慧芬在家随手翻阅旧

报纸时，一篇名为《母亲坚持 5 年为脑瘫女儿按

摩助康复》的报道让她有了主意。很快，周慧芬

和她江山电力公司的同事一起组建起了江山电

力爱心妈妈团队。

后来，她们带着冬冬妈妈前往季守兰理疗中

心，了解有效促进低年龄段特殊儿童体智康复的

方法，并邀请专家定期为学校里像冬冬这样的低

龄儿童进行专业治疗。

这之后的 3年，母亲带着冬冬往返于理疗中

心和培智学校，学校科学的康复教育再加上校外

的按摩治疗，让周慧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冬冬。

爱的接力没有终点，“爱心妈妈”们也未曾缺

席。朱雨薪是一位“00后爱心妈妈”，在加入团队

前，她从来没有接触过这群孩子。一开始，她很

害怕自己不能很好地和孩子沟通，也担心无法很

好地照看他们。

叮叮、当当是一对双胞胎兄弟，因为经常打

架，他们被分到了不同班级。“别看他们这么调皮，

要真遇到正事，他俩一定最先站出来。”费爱珍说。

第一次见到叮叮和当当时，朱雨薪觉得，他

们就像两只勤劳的小蜜蜂，围绕在她的身边，争

先恐后地展现自己的热心与能干。

这天，在清洗公共自行车时，兄弟俩像模像

样地拿起水瓶，模仿着大人的动作，为朱雨薪倒

水洗车。尽管他们的动作尚显笨拙，时不时会把

水溅到自己的衣服上、鞋子上，甚至脸上，但他们

毫不在意，反而笑得更加灿烂，仿佛这些小插曲

只是游戏的一部分。

第二次再去学校时，朱雨薪已经是孩子们的

“老熟人”了。叮叮从教室窗户望见她后，立马跑

出来迎接。“哎，姐姐，你又来了啊？”

“是啊，今天是来带你们了解雷锋叔叔的，你

们认识他吗？”为了在孩子们心中树立雷锋形象，

朱雨薪和同事们带着孩子观看和学习了雷锋的

故事。

期间，不少孩子在书写汉字时遇到了难题，

尤其是对于雷锋名字的结构与笔画顺序感到困

惑，频频出错或无法下笔。

“姐姐，‘雷’这个字怎么写啊？”俊俊抬头问

道。察觉到其他孩子也有这一情况，朱雨薪迅速

取来一张白纸，用笔画出一个特大版的“雷”字，

方便大家模仿。

学着画完“雷”字后，俊俊兴奋地挥舞着画纸，

跑到朱雨薪面前，高高举起那幅色彩斑斓的画，大

声地说：“姐姐！你看我画的，旁边还有我的船！”

等等“小蜗牛”

在教育智力障碍儿童的过程中，学校是主体，

但家长对孩子的积极引导也不可或缺。有了家校

互动与合作，孩子们往往能恢复地更快更好一些。

16岁的豆豆是 21-三体综合征患者，也就是

常说的唐氏综合征。在她三个月大时，身体就出

现了异常：拒绝母乳和频繁生病。

相较于其他唐氏患者，豆豆的并发症更严重

一些。“五官特征和听力都不太好。”豆豆的妈妈

姜女士回忆道，“六个月给她配戴了助听器，但后

期反复得中耳炎，只能继续治疗”。

比起助听器，豆豆更需要的是专业的康复训

练，从而尽量维持身体机能。然而，豆豆家乡在

偏远县城，并没有合适的专业机构。

豆豆 8 岁时，家人决定将她转入培智学校。

最开始，豆豆的状况似乎并未如预期般持续改

善，反而出现了倒退迹象，连基本的生活自理都

变得困难重重。

过去，豆豆掌握了使用勺子进食的基本技

巧，尽管动作略显稚嫩，食物偶尔会粘到头发或

餐桌，但这是幼儿在学习过程中的常态。然而，

后来她不仅在用餐时难以掌控勺子，常常将饭菜

撒得满桌满地，甚至会弄脏自己的衣服。

和家里人商量后，豆豆的奶奶决定陪她上

学。“我们之前也考虑过这种情况的出现。通常

来说，‘唐宝宝’的岁数越大，能力越差。好在，豆

豆是个勇敢的小姑娘。”

在老师和家长的陪同下，豆豆逐渐适应了校

园环境。现在读初一的她热衷模仿，无论是好的

言行还是偶尔的不当举止，她都能惟妙惟肖地再

现。这种模仿能力，有时成为她与外界沟通的独

特方式。

上台当“小老师”是豆豆在课堂上最期待的时

刻。每周的数学课，成为豆豆翘首以盼的课程。

在这堂课上，经验丰富的老师毛芳丽设计了

“小老师”环节，邀请同学们轮流走上讲台，解答

她准备的问题。每到这个时候，豆豆总是毫不犹

豫地高高举起手。

有一次，豆豆被点名后，兴奋地拿起小棒子

走向讲台。此时，黑板上清晰地写着一道加法

题：“5+3=？”，那是老师为检验同学们理解程度

设下的小考验。

待豆豆准确无误地用小棒子指出答案后，教

室里响起了同学们的掌声。放学时，她把这些事

一一转述给了奶奶。

“我们都相信豆豆有学习和生活的能力，只

是比其他人慢一点。”

在姜妈妈眼里，豆豆就像一只小蜗牛，妈妈

永远会停下来，等一等豆豆。

翻越自己这座山

对于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来说，未来离开学

校后会去往哪里，谁也无法确定。

“学校会在高三第二学期组织学生到企业跟

岗实习。”费爱珍表示，今年新学期伊始，学校的

一些孩子来到了浙江天际互感器有限公司实习，

企业根据孩子们的个人能力、学习目标和就业需

求，量身定制了工作岗位。

“实习不像在学校，有老师们督促，一切都要

靠自己主动去学去做。”实习指导教师陶月丰这

样叮嘱学生们，作为高三孩子实习的带队老师，

他需要帮助学生进行工作流程、操作规范、岗位

安全及日常生活的适应指导。

“对他们来说，要靠自己的双手自食其力是

件极其困难的事情，但是亿亿做到了。”

陶月丰口中的亿亿，今年 20 岁，是培智学校

职高部 2022 届的毕业生，目前在这家公司负责

包装螺丝的工作。

起初，从学校刚来到车间工作，即使是最简

单的配件包装，亿亿都完成得非常艰难，一下子

装漏了，一下子又忘记怎么封口了。

“亿亿无数次和我说，‘陶老师，我不知道怎

么做，我感觉完成不了’。”陶月丰回忆道，当时，

就连亿亿的父母都担心孩子不能胜任这份工作。

对于工厂里的岗位技术，陶月丰也不是专业

的。但每次学生上机操作时，他都因为放心不

下，跟在边上，保障他们的安全。久而久之，他也

学会了一些操作技巧。

在晨会时间，陶月丰将亿亿叫到跟前，向她

讲解操作步骤和安全规范，将动作放慢演示给她

看。亿亿做好后，陶月丰会把她做的合格成品挑

拣出来，通过一次次的展示，增加亿亿的自信。

实习期间，亿亿从最初一天只能装配两三百个

零件，到后来一天能做近千个零件。车间主任甚至

在实习期结束后，点名让亿亿留下来做正式工。

不久后，陶月丰接到了亿亿的电话。电话

那头的声音洪亮，语速也很快，亿亿兴奋地说：

“老师，我当车间组长了！主任说我这段时间表

现最好，工作认真，也能吃苦，我好高兴啊！老

师……”

“我现在上午 8 点上班，下午 5 点半下班，也

是个要打卡的员工呢！”亿亿骄傲地介绍着，智

力残疾三级的她，慢慢在工作中找到了自己的

独有价值，这也是她人生中真正意义上的第一

份工作。

“有她这个‘老师傅’在，我可是轻松了不

少！”每当有新的学生来公司实习，亿亿都会主动

帮忙。待陶月丰说完这话，亿亿开怀大笑，喜悦

之情溢于言表。

时间悄然流逝，午后一点，亿亿准备重新投

入工作。她朝大家挥了挥手，扭头跑回了自己的

工位。

机器声再次响起。时针滴滴哒哒，平凡而普

通的日子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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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不一样。
每个孩子都要发芽开花，我们都一样。
这些孩子，尽管存在智力障碍，但他们由内而外散发的快乐和纯真，却与世界相通。
随着我国全纳教育的发展与推广，“让所有学生都得到平等教育”的理念不断深入人心。为了让每个孩子都能享

有平等而有质量的教育，自由而充分地发展，在浙江一所培智学校里，一个个漫长而温暖的故事正在展开……

老师正带着孩子体验购物中的“支付”环节。 受访者供图

两个孩子正在挑选自己喜欢的学习用品。 受访者供图

爱心妈妈们在为孩子们过集体生日。 受访者供图 孩子们在学雷锋日上画出心目中的雷锋形象。 受访者供图 亿亿跟着师傅学习成品包装。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