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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年了，几乎每个新学期，袁
婷都会面临别人好奇的询问：还没
考去其他学校吗？

的确，身为辽宁师范大学教育
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却在市特殊
教育学校担任英语老师，让很多人
觉得“大材小用，可惜了”。

可惜吗？今年33岁的袁婷不
这么觉得。高三那年汶川大地震，
她在电视上看到失去父母和家园
的孩子，非常难过，想过将来盖所
孤儿院；大学时，她加入公益社团
照顾艾滋病家庭孤儿。这次通过
招教考试分到市特殊教育学校，她
想为残疾孩子做些事情。作为一
名老教师，她的父亲对此也很支
持。

袁婷遇到的第一个难题是如
何与听障学生沟通。第一天给五
年级学生上课，她完全听不懂大部
分学生“啊啊”在表达什么，学生也
一脸茫然地看着她，双方只能通过
板书、纸条进行交流。

袁婷泡在学校，跟老师、学生
学习手语，抱着厚厚的手语词典一
点点啃。第二周，她可以用手语和
学生简单沟通了。4册词典，每册
1800多个手势，对于教学却远远不
够。

英语对听障学生来说过于抽
象，理解困难，但又是大多数学校
高考单招必考科目。初学字母，孩
子们读的是拼音。袁婷用游戏的
方式让孩子们慢慢接受，不断重复
讲解。八年级开始学语法，听障孩
子普遍语文表达能力弱，不明白基
本语序，英语语法更难理解，只能
尽量简单化，一个知识点重复十几
遍是常事；寒暑假也不敢放松，每
周通过网络布置作业并批改，加强
记忆。有的孩子自豪地告诉老师，

出去玩看到英语单词“能看懂了”。
对听障孩子来说，耐心和爱心

很重要。执教第三年，袁婷就成为
班主任，先教五年级，又带毕业
班。班主任要操心的事儿很多，
累，但是也很容易满足。

“他们竟然记得我的生日。”让
袁婷意外的是，生日当天，已毕业
的学生齐齐给她发来祝福消息，让
她感动非常。一位感情细腻的女
生多次给她写数百字的“小纸条”，
说她是“像妈妈一样的姐姐”；也有
孩子发微信，表达对她的喜爱和依
恋。“对着这些孩子，你会觉得一切
都非常值得。”

去年高三毕业班的孩子参加
残疾学生单招，因疫情原因采用线
上考试的方式，需要两部手机，做
题的同时向招生学校直播现场情
况。多数残疾学生家庭经济条件
不好，只有一部手机或者网络不
佳，向老师求助，袁婷二话不说，赶
到学生家中帮忙调试。几名学生
选择在学校考试，袁婷全程陪考，
听从监考老师的指挥。最终，全班
10个孩子都考上了大学。

袁婷的想法很单纯：不管老师
的学历、能力如何，不管孩子的天
赋、条件怎样，每个学生都值得被
关爱，都要用心对待。“不管他们以
后能不能找到好工作，但至少在学
校这几年，他们能从老师身上学到
做人的道理，学会接受自己；以后
面向社会，就算遭遇低谷，也能积
极向上、努力生活。这也是我最想
教给他们的。”

如今，在市特殊教育学校里，
越来越多的年轻教师沉下心来，为
帮助这些特殊的孩子而努力，引导
他们在人生之路上沿着正确的方
向前进，再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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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师生成同事 父女接力站讲台

特教老师：用传承的爱浇灌晚开的花
□本报记者 李科学 文/图

23岁时，用了大半天时间辗转找到周边一片荒凉的市聋哑学校，闫小红本想当一回“过客”，看看就
走，没想到一“看”就是28年。9月6日上午，在市特殊教育学校办公室，闫小红说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决
定：一批又一批听障学生考上大学、融入社会，就是对特教老师最好的赞赏。

1995年夏天，作为平顶山师专
首批美术大专生，即将毕业的闫小
红已联系好接收单位。

当时，长春大学面向全国招收
美术专业聋哑学生，但市聋哑学校
没有专业老师。校长前后到平顶
山师专考察了3次，希望挖到一名
专业过硬又有耐心的毕业生，辅导
员推荐了闫小红。

“既然老师说了，就去看看
吧。”闫小红骑着自行车一路打听，
从现在建设路西段的学校位置摸
到东工人镇，又找到城市南边。辗
转大半天，她到学校时满脸煤灰。
校长特别高兴，闫小红还在踌躇，
校长干脆利落地把她的档案调来
了，“毕业就上班，一天都没耽误”。

虽然听不见，但学生们很努
力。为了让大家理解绘画、色彩、
感觉，闫小红绞尽脑汁。听障孩子
接触社会少，一些常见的词语他们
可能从没听说过。闫小红学习手
语的同时，不得不自创一些手语表
达方式。她指出孩子的画面很

“闷”，但孩子误以为说自己“闷”，
不爱说话；提到“明快”，打一个明
亮的手势加一个快的手势，孩子们
又纳闷了：明亮和快有什么关系，
是让自己画画速度快一点吗？涉
及专业词汇就更难了。

闫小红耐心示范。看到阳光，
是不是特别开心，有种亮的感觉？
这叫明亮，在画面上表现出明亮的
感觉。一遍一遍地，孩子们慢慢接
受、逐渐理解并学会呈现，甚至可
以在老师分析名画时进行互动，

“特别有成就感”。
这样教出来的学生，感情怎能

不深厚？很多学生一直和闫小红
保持联系。有个学生把儿女都送
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六一幼儿
园。“他也是30多岁的人了，前几
天送孩子入园看见我，老远就跑过
来拥抱。”闫小红说，学生们很简
单，“你对他们好，他们能感觉到并
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偷偷地给你拿
这个拿那个、叠小星星，悄悄放在
你的桌子里。”

前几年一次教师节，闫小红来
上课，教室里空无一人。她正想发

火，躲在楼梯边的孩子们蹦出来进
行了一场“快闪”，每人举着一个
字，组成“闫老师你辛苦了，我们爱
你”。这一刻如此珍贵，她拍下照
片，给每个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

今年8月，七八名学生开车从
各地赶来，组织毕业25周年同学
会并邀请老师们参加。闫小红正
在上海，学生把现场照片、视频发
给她。“这么多年，当年的小事孩子
们还记得非常清楚，很感动。”

马艳丽、李旭彬、何瀑等几位
美术老师都曾是闫小红的听障学
生，大学毕业后回校任教，又跟着
她实习。从学生到同事，闫小红看
着他们成长，深感欣慰。

李旭彬打着手语表示，从听障
学生到老师，成为有用的人，他很
自豪。

在闫小红眼中，不管毕业多少
年，学生永远是孩子。“孩子们”大
多生活在本市，远的在河北、新疆
等地。有的考上大学，求知若渴；
有的结婚生子，家庭幸福；有的在
郑州开了奶茶店，自己设计装修，
生意不错……“孩子们通过努力过
上普通人的生活，就是最大的成
就，也让我对这份工作更加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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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袁婷为孩子们上英语课

市特殊教育学校画室里，闫小红在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