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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傅纪元

9月8日上午9点，市特殊教育学校
聋儿语言康复楼二楼一间教室内，坐着
5个四五岁、佩戴着助听器的孩子。“王
恒（化名）、叶含（化名）……”侯凤娟用
手掩嘴，一一点名。之所以这样做，是
防止孩子看口型，侯凤娟要让他们通过
听声音来熟悉自己名字的发音。

听障孩子是不幸的，康复更是一个
艰辛而漫长的过程。侯凤娟说，在语言
训练中，教师必须要以顽强的毅力和极
大的耐心对孩子进行听觉语言康复训
练。有时为了教会孩子们发一个音、说
一个词，需要用手势、口型和表情，一点
点地帮助孩子定口型、摆舌位、正音调，
再引导孩子们去理解运用。

陪护孩子守护梦想

教会聋儿一个发音，需要几十次
乃至上百次的重复发音，过程虽然繁
琐枯燥，但它能祛除听障孩子的阴
影，给他们张嘴说话的能力。而这，
不仅仅是一个个听障儿童和家庭的梦
想，也是侯凤娟的追求。2002 年从河
南省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侯凤娟来
到市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一名专业聋
儿康复教师。

侯凤娟的手机里保存了拍摄于 8
月11日的两段视频。视频中，两个男生
在侯凤娟的办公室里向恩师表达真诚
的谢意。这两个大男孩两三岁时来到
康复中心接受训练，后来顺利进入小
学、初中就读。今年中招考试，两人分
别考入了市八中和市工业学校。

十多年来，侯凤娟看着 40 多个孩
子一天天成长，一天天进步；听着他们
从牙牙学语到流利地朗诵儿歌，直到背
着书包走进小学、初中、高中、大学，这
成为她心灵的寄托和幸福的源泉。

小灵（化名），先天性重度耳聋，家
人辗转各地求医无果，将3岁的小姑娘
送到市特殊教育学校聋儿语言康复中
心。一个月后，小姑娘开口说话了：“妈
妈好，爸爸好，我叫小灵。”听到女儿的

话，小灵的爸爸妈妈瞬时泪奔……
晴晴（化名），在聋儿语言康复中心

训练多年，2018年考入被业界誉为特殊
教育领域清华北大的长春大学。

“当时，晴晴的家长激动地说，我就
是孩子第二个妈妈。”抽屉里一张张发黄
的信纸写满了一个个家庭的感激之言。
侯凤娟说，教孩子张口说话不难，最重要
的是教他们要乐观面对困难，终有一日，
他们也能倾听这个世界，融入这个社会。

为爱付出终待花开

市特殊教育学校聋儿语言康复中
心教研组组长付会娟讲述了一件事：一
天晚上10点多，侯凤娟接到辅导员的电
话，说有个孩子发烧且呼吸困难。她立
刻打车去学校，将李浩（化名）送往医
院。孩子被确诊为急性哮喘，医生说幸
亏送医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孩子
的父母常年在外打工，姑姑家又离得
远，侯凤娟与另外一位老师在医院守了
一夜，直到第二天上午孩子家人赶到。

因为工作繁忙，有位家长顾不上接
孩子，侯凤娟每天放学后骑电动车将孩
子送到家长的工作单位，这一送就是两
三年。

一个 4 岁的小姑娘父母长期在外
务工，她只好住在学校。侯凤娟把孩子
领回家过周末，换衣服、洗澡，照顾得无
微不至。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8年来，侯凤
娟在教学和科研方面勇于尝试，不断探
索。市中小学德育先进个人、市教师教
育先进个人、市教科研先进个人、市“十
一五”残疾人工作先进个人、多项课题
和论文荣获市优质课一等奖、省市教科
研优秀成果奖一等奖……每一份荣誉
背后，都饱含着她默默无闻的努力和付
出，她让社会各界对特教事业多了一分
理解和尊重，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了听障
群体的不幸和特教工作者的艰辛。

“我只是名普普通通的康复老师，
做着每一位老师都应该做的事情，我希
望自己的点滴行动能点燃无声世界里
的希望！”侯凤娟说。

侯凤娟：

叩响无声的世界

编者按：
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在第36个教师节到来之际，本报推出2020年度鹰城最美教师系列专访。从一篇篇专访中，

我们看到，正是他们每一个人的教育情怀、教育理念、教育故事，汇聚成了我市7万名教师的集体画像；也正是他们，关系
着全市2955所学校、101万余名学生的命运走向，关系着我市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升教育现代化水平目标的实
现，让我市成为全省教育强市，为我市综合实力高质量重返全省第一方阵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昨天，侯凤娟在辅导听障孩子识字发音。 本报记者 李英平 摄

□本报记者 胡耀华 文/图

9月 7日，鲁山县库区乡境内的鲁
山县第十三初级中学院内，绿意盎然，
桂花飘香。三楼九（2）班教室内，王启
航正给学生们讲解《岳阳楼记》。

“同学们，刚才我们解读了上面的
文言文部分，下面我们一起诵读这篇文
章。”教室内随之响起朗朗的读书声。

从小立志执教圆梦

今年38岁的王启航出生在南阳市
方城县，因父母在鲁山工作，她从小在
鲁山长大。说起当老师，她想起了老
家的一个婶子。

“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那个婶子
被评上了全国特级教师，不知道有多
自豪。”王启航说，父亲也曾是一名教
师，她从小就有长大当老师的愿望。

为实现梦想，王启航学习十分努
力。但中招考试时的莫名头疼让她放
弃了读高中，到汝州一家师范学校学
习。

2000年，王启航从师范学校毕业，
被分配到鲁山县熊背乡南子营小学，
从此开始追求自己的教学梦。

用爱交流教书育人

南子营小学位于鲁山县西南部，
学校只有3名男老师和一位50多岁的
女校长。到岗位报到后，看着破烂的
校舍，想想离家那么远，王启航后悔得
直想哭。但当听到学生喊她老师时，
所有的委屈和情绪全没了。看到一些
年龄较大的孩子还在上三年级，王启
航深深感受到农村教育的落后和自己
肩上的责任。

调整好情绪，王启航对工作充满
了激情。每天清晨入校，她会给学生
们一个甜甜的微笑，拉近与学生心理
上的距离；对于留守儿童，她努力以一
个母亲的角色实施心理疏导。

2005年 10月，王启航被调至鲁山
县第十三初级中学任教。

到了新的环境，王启航仍用心去
教育，用爱去交流。学生罗某的父母
常年在外打工，罗某玩游戏成瘾。王
启航私下和罗某谈话，劝导他。起初
罗某很听话，但不久又打起了游戏。
有一天，罗某突然闯进王启航办公室，
问老师为什么不关心他了。王启航打
开电脑，指着一篇汇报材料让罗某
看。汇报材料中，写着罗某在校的良
好表现以及她对罗某的期望。

罗某看了之后哭了。从那以后，
罗某像换了个人，不仅改掉了玩游戏
的毛病，学习成绩也明显提高。王启
航说，越是有错的学生，越得加倍去关
爱，还得顾及孩子的自尊心。

学生杨某在校偷着抽烟，王启航
发现后监督着他，慢慢控制着，不到两
个月，杨某的烟瘾彻底戒掉了。

成绩斐然励志前行

“亲其师，信其道，只有走近学生，
让学生喜欢上老师，学生才会愿意学
习。”王启航说，一名 12岁的女生不想
上学，于是每次包饺子或改善生活时，
她就会喊这名学生一起包饺子、一起
吃饺子，有时还让该女生和她一起住
在学校，慢慢消除她的厌学情绪。

“她就像家长，对我们特别关心；
又像是朋友，与我们无话不谈……”采
访中，一名学生说，和王启航老师在一
起，从没有感到过任何压力。

从教以来，王启航获得了不少荣
誉，2009 年 1 月被市教育部门评为市
级骨干教师；2015 年 9 月和 2016 年 8
月被省教育厅评为省级优秀教师和
省级骨干教师；2019 年 3 月被鲁山县
教育体育局评为该县第五届名师，
她所教班级的语文成绩在全县更是
名列前茅。

“若不撇开终是苦，各自捺住即成
名。”这是王启航的座右铭。她说，凡
世间之事，撇开虚名、幻想、得失，捺住
方寸，才能有颗坚守的心。教师是个
技术活儿，更是个良心活儿，必须对得
起学生和家长。

王启航：

爱心织就成才路

9月7日，王启航在教室里给学生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