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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工作很辛苦，但淄博仅有的8名聋儿康复特教老师仍在坚守

孩子们正常说话是最大梦想
本报记者 罗静

在教师行业里，有这样
一个特殊人群，他们每天的
工 作 是 陪 着 聋 儿 们 练 习

“a——— ，a——— ”的发声，除了
老师的角色，他们还担当者

“保姆”的工作，孩子们能够
正常说话、融入社会，则是他
们最大的梦想。然而，因为工
作辛苦、专业要求较高等原
因，淄博听力语言康复训练
方面的特教老师面临很大的
缺口。

8名特教老师

教50个学生

位于张店柳泉路上的淄博
市听力语言康复中心是淄博唯
一一家国家聋儿康复救助项目
定点单位。淄博市大部分做了听
力恢复手术或佩戴了助听器的
聋儿都被送到这里来进行康复
训练。据了解，目前该康复中心
有50个学生，8名老师。而整个淄
博市给聋儿做语言听力康复训
练的特教老师也仅有这8名。

据了解，全国拥有特教专业
的高校仅三四家，分别在北京、
南京和济南三地。淄博市听力语
言康复中心的8名特教老师们则
主要是来自南京和济南两地的
特教专业毕业学生。8人全部都
是30岁左右的女性，“太年轻的
干不了，责任心稍差一点，也吃
不了这个苦。而且，这个行业对
老师的专业要求比较高，必须是
学过这个专业的人，才能从事这
项工作。”听力语言康复中心的
孙老师说。

一天6小时需要不停说话
每天早上7：50，听力语言康

复中心的老师们准时开始了一天
的教学工作。从7:50—8:30是所有
孩子们一起参加常规训练的时
间。老师们会将孩子领到一间大
教室里练习拼音字母的发声，

“a——— ，a——— ”一边领着孩子们
张大嘴练习发声，老师们一边还
要伸出大拇指从左到右在空中划
弧线。“因孩子们做手术或戴助听

器前没有接触过声音，用手划弧
线可以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发声的
长短。”孙老师说。

常规训练之后，每个老师带
领各自班里的孩子回去开始进行
每天一对一的发声训练，包括语
言基础训练、孩子对声音的反馈
训练等。

据了解，这里的每个老师一
天工作8个小时，除了中午两个小

时照顾孩子们吃饭、午休外，另外
6个小时都在不停地跟孩子说话。
除了教孩子发音、学习课程，还需
要陪孩子聊天、做游戏，以锻炼他
们对语言的反馈能力。8个老师，
基本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程度的咽
炎。

除了教孩子学习外，这里
的 老 师 们 还 承 担 着 保 育 的 工
作。因为来这里学习的孩子大

多都是5岁以下的聋儿，最小的
才2岁半，只能由老师们照顾衣
食起居。采访中，记者碰到一名
老师正把一条孩子尿湿的裤子
挂 在 庭 院 里 晾 晒 。“ 孩 子 太 小
了，上厕所还不知道告诉老师。
我发现了就赶紧给她换了条裤
子。”据这名老师介绍，有的老
师一天能给孩子换三四次尿湿
的衣裤。

“身体并不累而是心累”
帮助孩子恢复语言听力并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据孙老师介绍，
他们这有一对双胞胎，刚来的时
候怎么都不肯开口，“头三个月她
们就是一句话也不说，我用尽了
各种办法，她们都对我爱答不理，
我心里那个着急啊。其中一个孩
子还刚做了昂贵的耳蜗植入手
术，家长对她们恢复听力语言的

期望比较大。”后来，孙老师了解
到两个孩子性格比较内向、执拗
的特点后，就跟家长商量让两个
孩子分开训练，当其中一个孩子
开口说话后，再让俩人在一块学
习。后来，分开的俩孩子在零食的

“引诱”下终于开口说了话。“当时
我真是特别激动，赶紧抱抱孩子，
给她一个奖励，鼓励她继续开口

说话，就怕她第二天又不开口
了。”孙老师说道。

学校另一名教师张老师介
绍，其实干他们这行，最累的不是
身体而是内心。“除了日复一日的
语言训练，主要还是担心孩子的
安全问题。来这里学习的基本都
是学前儿童，年龄比较小，活泼好
动，我们必须时刻注意他们的安

全。特别是那些做了耳蜗植入手

术后佩戴接收器的孩子，设备那
么昂贵，一但不小心给摔了，家庭
很难再买一个。而且，植入电子耳
蜗的部位，磕碰后头部里面的电
子耳蜗很容易发生移位。一旦移
位，就必须得做二次手术，孩子不
但受罪，说不定还影响以后的听
力。”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
特 教 专 业 的 师 资 情 况 不 容 乐
观。不少在此实习的特教专业
学生在实习期结束后大多都走
了，留下的很少。“每年来这里
实习的应届毕业生都不少，但
能留下或者是继续干这行的仅

占30%左右。大部分人都在实习
期结束后离开了，从事了别的
职业。有一年有6个实习生来我
们这里，结果实习结束后，这 6
个人都走了，没一个留下。”康
复中心的负责人说。

因为福利待遇低、专业要求

高、工作辛苦等原因，造成了语言
康复特教老师行业人手紧缺，据
该康复中心的负责人介绍，即使
在北京市语言康复中心，福利待
遇比较好的情况下，也是非常缺
人手。

目前，淄博市听力语言康复

中心，平均一个老师要负责带六
七个孩子，而按照标准，一个老师
最好只带四个孩子。因矫正训练
是一对一的，现在听力语言康复
中心的孩子每天平均仅一个小时
的训练时间，这对孩子听力语言
的恢复发展不是很有利。

特教专业毕业生仅三成留教

孙老师在教学生发音。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老师不但要对学生做康
复练习，还要照顾学生的生活。

本报记者 姜文洁 摄

照顾了学生愧对了家庭
因大部分精力都给了语言

康复中心的孩子们，特教老师们
回到家里身心疲惫，对家庭都疏
于照顾。“每天晚上回到家，3岁
的闺女总是缠着我玩，问不完的
问题。可我已经累得啥话都不想

说，只好‘嗯，嗯’的应付女儿，总
觉得愧对孩子太多了。”孙老师
说。

因为女儿没有人照顾，孙老
师在孩子才2岁的时候就把她送
到了幼儿园。这一年多来，都是孩

子的父亲接送孩子。
像孙老师这样的情况在语言

康复中心很普遍。耿老师的孩子4

岁多了，上学放学和日常的照料
也主要靠孩子的父亲和爷爷奶
奶。“平时能陪家人的时间太少

了，让学校的孩子们恢复语言听
力是个费时间的活，总是没办法
两者兼得。”

为了能帮孩子们恢复语言听
力，特教的老师们放弃了很多、奉
献了很多。

淄博每年平均

新增百个聋儿

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淄博市一年大约有4万个新生儿。正常家庭中，聋儿的发病率是千分之一到千
分之三。高危家庭的聋儿发病率是千分之二到千分之四。据统计，2011年淄博市有3万9千个新生儿，其中确
诊听力有问题的聋儿有130个。而新生聋儿在以每年100个左右的速度增长。

而整个淄博市从事聋儿语言听力康复教育的教师却寥寥无几，“特教这一块我们非常缺老师，人手太少
了。据我所知，我们学校与我一同毕业的100名特教毕业生，到现在还在从事这个行业的一半都不到。老师数
量完全跟不上聋儿增长的速度，希望有关部门能更加关注这个行业，让咱们的特教老师队伍壮大起来。”康
复中心的负责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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