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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台

关注 C15
开学总动员

盲盲人人学学生生上上了了指指尖尖上上的的英英语语课课
老师通过敲键盘授课，学生戴着耳麦学习

本报记者 李楠楠

“Good morning! eve-
ryone(早上好！同学们)……”
9月4日，刚来烟台不到一周
的盲人英语教授王家勇就迫
不及待地投入到教学工作
中。当天滨州医学院烟台校
区的29名盲人本科生陆续报
到。报到结束后，王家勇就召
集盲人新生，进行了一场小
型的英语交流课。与普通的
英语授课不同，盲人教授教
盲人学生，老师不板书，靠手
指敲击键盘，学生不记笔记，
靠耳朵获取知识……

听说都已报完到

老师急着见学生

9月4日上午，王家勇听说盲
人新生都差不多报到完了，他有
点 坐 不 住 了 ，“ 他 们 中 的 不 少
人，我们在网上都交流过，没想
到现在成了师生。我真想很快见
到他们。”说话间，不少新生已
经来到王老师周围，还有不少湖
南的新生特意来看望这位来自
湖南的老师。

王老师看到新生很高兴，“那
我们临时上一堂英语交流课吧。”
与普通的教室不同，盲人学生的
教室一人一座，每人都配有电脑，
电脑里都装着专门的读屏软件，
学生可以通过声音来听课和学
习。

老师敲键盘授课

学生用耳朵学习

同学们坐好后，王老师也自
己摸索着准备上课的工具：笔记
本电脑、无线发射器、扩音器。

课堂上，只听见敲击键盘的
声音和扩音器播放的英语课文，

同学们一动不动，耳朵就像雷达
一样，获取着声音里的信息。王老
师不板书，他在键盘上盲打拼写
的单词和句子会转化为声音，传
递到学生的耳麦里。

“思想有多远就能走多远，同
学们不要因为自己有缺陷，就自
惭形秽，我们要学会独立自强。”
临近下课，王老师对同学们说。

成立英语实验班

开展讨论式教学

课下还有不少同学聚集在王
老师周围，和老师交流。“通过简
单的交流，我大体了解了新生们
的水平。”王家勇说，“他们基础还
行，不少同学还通过了雅思考试，
开学这几天我会跟他们每一个人
面谈，帮他们制定具体的学习计
划。”

“我打算把学生分成两个小
组，基础一般的同学是普通组，基
础不错的是实验组。”王家勇说，

“普通组就按部就班进行教学，实
验组可以开展讨论式教学，不用
固定教材，可以通过英语新闻广
播来现场授课。”

“现在不少盲人同学学英语，

摆脱不了对盲文的依赖，只会盲
文英语不会写英语单词，这样不
好，我要教会他们盲打。”王家勇
说。

学习靠听觉触觉

生活有专人照顾

“给视障学生授课时借助计
算机技术，实施以听觉、触觉为主
要传播媒介的教学。为了方便授
课，学校还成立了学习资源转化
中心，及时实现普通文字和盲文
的转换。全盲的同学戴上耳机就
可以上网‘看书’了。”滨州医学院
特教学院办公室主任王友磊说。

据介绍，滨州医学院的盲生
宿舍为两人一间，配备热水器、单
独卫生间、木地板等。学校的第一
餐厅也开设了视障学生专用窗
口。专用窗口旁有两个喇叭，连续
播放当日的菜谱和价格。“家长可
以放心，视障同学在这里受‘三重
保护’，生活老师、辅导员还有志
愿者。”辅导员李敏老师说。生活
老师李晓兰安排学生领完饭后，
最后一个吃饭，“年龄上我是学生
们的姐姐，但生活中我会像关心
孩子一样关心他们。”

靠盲文通过雅思

全国比赛拿名次
“2011年参加全国残疾人

运动会时我获得了门球项目
第四名，当时国家队让我去，
我想继续学习就没去。”9月4

日，在滨州医学院烟台校区视
障生的宿舍里，来自四川成都
的大一新生赵达明正忙着收
拾行李，原本可以入选国家盲
人门球队的他，今年考入了滨
州医学院。记者采访发现，20

多名视障新生很多都是多才
多艺，有的靠盲文通过了雅思
考试，不少已取得盲人按摩师
证书。

赵达明从小就是一个运
动达人，在2011年的全国残疾
人运动会中被国家队看中，

“当了运动员肯定就没办法上
学了，今天进了大学校园后就
觉得当初的选择没有错。”赵
达明对记者说。他的妈妈也告

诉记者，除了运动，唱歌也是
赵达明的强项，曾经还在当地
的歌唱比赛中得过奖。

同样是视障生的王彦龙
则是一位英语达人。“虽然没
有出国的打算，但我觉得这是
对自己的一种挑战，当时我跟
雅思考试中心联系，进行了盲
人雅思考试。”经过努力，王彦
龙一次就通过了雅思考试。除
了他们，20多名视障生中有不
少人都已经取得了盲人按摩
师的证书。

还有很多视障新生都多
才多艺。比如来自云南的范钟
元，她不但会吹葫芦丝，还是
体育健将；来自山西的王爱玲
获得过童谣征集大赛三等奖、
太原市少年文化艺术节讲故
事比赛一等奖……
本报记者 林宏岩 李楠楠

盲盲人人大大学学生生的的烟烟台台初初体体验验
来自全国各地的盲人新生触摸到烟台的清新与亲切

文/本报记者 李楠楠 林宏岩
片/本报记者 韩逸

9月4日，作为全省首
个招收盲人本科生的滨州
医学院迎来了第二届29名
盲人新生，他们从全国各
地赶到烟台报到。虽然他
们的眼睛看不到，但他们
可以用耳朵听，用鼻子闻，
用指尖去感受烟台这座美
丽的海滨城市。通过听觉、
嗅觉和触觉，在他们的心
中有一个不一样的烟台印
象。有新生对记者说出了
他对烟台的第一印象：一
座清新亲切的海滨城市。

学生风采

李勇(山西)

听到海浪拍岸

顿时感到力量

“烟台市是一座美丽的城
市，我一下火车就能感受到。”
来自山西的李勇说，一出火车
站他就感受到迎面扑来的清
新空气。

李勇提前两天来学校报
到，特意在烟台转了转，“我去
了月亮湾、栈桥……烟台的海
边很好，我喜欢那种淡淡的海
腥味，更喜欢听海浪拍击岸边
的声音，我觉这种声音能给我
力量。”

赵达明(四川成都)

到处是海带味

感觉像在海里

“我到烟台就可以在大海
里游泳了，我们那里没有大
海，也没有沙滩。”虽然从小就
看不见，但是来自四川成都的
赵达明对游泳情有独钟，因为
成都没有大海，他只能到游泳
馆里学习。“这下好了，可以天
天到海边游泳了。”赵达明喜
欢海滨城市，一到烟台他就感
觉空气里到处都是海带和紫
菜的味道，“感觉就像在海里
一样”。

李梦轶(四川资阳)

烟台的路很宽

就是饭菜不辣

“烟台的路特别宽，我们
走在路上感觉很放心。”来自
四川资阳的李梦轶说，她对烟
台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路很宽，
而且空气非常清爽。“就是饮
食有点不太适应，太清淡了，
我们喜欢麻辣的感觉。”李梦
轶对记者说。

虽然学了医学专业，但李
梦轶的梦想是从事播音主持
工作，“我先要把医学学好，再
努力去实现自己的梦想。”

范钟元(云南)

白茫茫的大海

就像天空一样

“自从知道要到烟台上
学，每次电视上播出关于烟台
的新闻我都要仔细听。”为了
上大学，来自云南的范钟元放
弃了职高学历，重新读了两年
高中。虽然视力很弱，但是她
还是能看清物体的大体轮廓，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感
觉白茫茫的一片，就像是天空
一样。”范钟元甚至能感觉到
路边有好多花，五颜六色，非
常漂亮。

报到结束后，王老师就召
集盲人本科班新生上了一堂英
语交流课。 本报记者 韩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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