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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盲童童们们的的““梦梦想想实实验验课课””
周凯正练习拉二胡，孙玉雪在一旁聆听。两人学习二胡四年，他们的梦想都跟音乐有关。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教室走廊内有专门的扶手，可有的家长仍不放心刚
入学的孩子，在他们身边陪伴着。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下象棋时，要用手摸棋子上的钉子数来辨别棋子，并
记住下的每一步棋。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每周四节电脑课，鼠标成了摆设，七年级的王冠华正
用电脑打唐诗。 本报记者 李军 摄

缤纷的世界、斑斓的色彩与他们无缘，陪伴他们的只有无尽的黑暗……10月
15日是第31个“国际盲人节”，今年的主题是“走近盲人、服务盲人”。14日，聊城特
殊教育学校开了一堂特殊的“梦想实验课”，课堂上，孩子们大胆说出自己的梦想。

本报记者 王传胜

盲童的未来不应全做按摩师
14日下午，聊城特殊教育

学校视障班老师袁守波，把七、
八年级的学生召集到一起，让
他们畅想一下自己的梦想。

“不幸”的是，起初几个孩
子，不约而同地说自己的梦想
是长大后当一名按摩师。因为
绝大多数盲人从事的是推拿按
摩行业，在他们看来，这是唯一
的、也是最好的出路。

袁守波看上去不太满意，
打断孩子们说：“理想基于现
实，梦想可以再大胆一些。”在

袁守波看来，这些孩子们被现
实束缚，困住了想象的翅膀，他
鼓励孩子们大胆地说出内心真
实的梦想。

“我想当神医华佗那样的
医生。”在老师的提醒下，八年
级的李建功“放弃”了最初想做
按摩师的想法。他这么一说，得
到了老师的鼓励，其他孩子也
纷纷打开思路，勇敢说出自己
的梦想———

“我想开一家医院。”
“我想当兵，去保家卫国。”

“我想坐火箭去遨游太
空。”

“我想乘坐时光机穿越到
古代。”

……
“做人没有梦想，跟咸鱼有

什么区别！”听到学生们的梦
想，袁守波看上去非常满意。在
他看来，当按摩师并非孩子们
真正的梦想，也不应该是唯一
的出路。“然而，这个社会能接
纳他们的行业，实在是太少
了。”

两个孩子的梦想跟音乐有关
17岁的孙玉雪有一双明

亮的大眼睛，她不是全盲，有
残余视力。她和同学周凯一
起，跟一位叫王怀民的老师学
二胡，已经学了四年。

王怀民老师已经60多岁，
从 一 所 中 学 退 休 后 赋 闲 在
家。特教学校校长于忠民，曾
是他的学生，知道老师会拉
二胡，就请他“出山”来教孩
子们。四年来，跟王怀民老师
学二胡的孩子，已有十多个
走出校门。

可惜，今年 9月，王怀民
老师因心脏病去世。孙玉雪和
周凯心疼不已，非常怀念这位
既是老师、更像慈父的长者。

“王老师没来，周凯一天给他
打十个电话。”于忠民说，学生
还怪他为什么没有告诉大家。

说起王老师，孙玉雪默默
无言，眼圈开始发红。孙玉雪
梦想着有一天能走上央视春
晚的舞台拉二胡，她还想当一
名像赵薇那样的影视演员。

周凯的梦想是长大后当

一名音乐老师。他说：“王老师
对我们的好，不是用语言能表
达的。”他悄悄告诉记者，他们
几个约好了，过几天要去“看
望”王老师。

突然失去一个这么好的
老师，孩子们学了几年的二
胡，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于忠
民正在给孩子们联系新老师。
在他看来，让孩子们学一门乐
器，就是在他们的心灵深处播
下一颗梦想的种子，为他们打
开一片新的天地。

学会计算机可以做音频编辑师
给盲童打开新天地的，还

有刚开了一年多的计算机课。
去年9月，该校购进10台电

脑，安装了专门的盲听软件，为
初中年级的学生开设了计算机
课。这个举动，在袁守波看来，
是特殊教育一个“质的飞跃”。

“孩子们学会的计算机，就
能从网上学习，能听音乐，能

‘听’书。”袁守波说，一直以来
学生只能通过教材来学习，专
门针对盲人出版的书籍很少，
又特别难买，学生基本没有机

会接触教材之外的书籍。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袁守波希望孩子们学会上网
后，能“读”一些好书，这对他们
今后的成长非常有好处。

袁守波还说，据他了解，其
他地方有盲人通过电脑做生
意，甚至有人能做音频编辑师，
这极大地拓宽了盲人的出路，
让有文化的盲人可以告别按摩
师这个“体力活”。

袁守波还给孩子们开了盲
人象棋课。他刚刚从省残运会参

加盲人象棋比赛归来，获得了第
四名的好成绩。他说，最初教孩子
们下象棋，只是想丰富他们的课
余生活。但现在看来，象棋下得
好，也能成为盲人的一种出路。

据了解，全市有那么多盲
童，真正入学的是极少数，不管
因为什么来到这所学校的孩
子，都可以说是幸运儿。“有梦
想谁都了不起，有勇气就会有
奇迹！”袁守波听完孩子们的梦
想后，鼓励他们为了实现自己
的梦想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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