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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师的新学期辛苦并幸福着

““““看看看看不不不不见见见见””””的的的的课课课课堂堂堂堂，，，，点点点点滴滴滴滴都都都都是是是是爱爱爱爱

金金乡乡““五五大大艺艺术术教教育育品品牌牌””享享誉誉鲁鲁西西南南

本报记者 田成成

新学期伊始，记者走进济宁市特殊教育学校聆听特教老师们的心声。即使是中秋小长假期
间，学校的老师们也没闲着。一样的讲台、一样的黑板、一样的课桌椅，却是不一样的课堂。没有文
字、图片，只有布满小点凹凸不平页面的教材；能听能说能写，却看不见的老师。在这特殊的课堂
上，我们见证了更多的爱。

是老师也是亲人

"左下第一点，右下第二
点。”视障一年级新生班的班
主任丁爱萍正在给视障新生
班的孩子上课。与普通老师站
在讲台上授课不同，丁爱萍总
是穿梭于课桌之间，时而低头
俯身指引学生摸读，时而高声
提问，反复强调知识重点。

“作为特教老师，除了在
课堂上的接触，更多的是生活
中的陪伴。和活泼好动内心又
有点小敏感的儿童打交道更
是家常便饭.”丁爱萍说，作为
特教老师，身上肩负着多重责
任，既是老师要引导孩子的成
长，又是家长要守护孩子的心
灵。

“视障一年级新生班共有
14个孩子，有部分是低视力
的，还有一部分是全盲的，最
小的孩子只有5岁10个月。刚
入学的孩子，非常想家，在这
个新的环境中会感到害怕，我
会经常陪他们聊天、散步。”丁
爱萍介绍，虽然一个视障班只
有14名学生，但是安排起来一
点都不轻松。开学第一个月，
首先摆在孩子面前的便是熟

悉校园的环境，包括熟悉教
室，寝室，厕所等地，单是让孩
子熟悉路线每天都要花费3个
小时。除了视觉有障碍，有的
孩子有多动症，严重缺乏自理
能力，上课有时候更像是一个

“体力活”，一节课下来就疲惫
不堪。

“面对不同情况的孩子，
工作中要使出浑身解数。虽然
每天都这样重复地忙碌着，但
看到孩子们的变化，我们其实
也幸福着。”一天工作完毕，看
到孩子们休息了，紧绷的神经
才可以放松下来，疲惫的脸上
释放出踏实的笑容。“学生们
来自各个县市，学校位置相对
偏僻，有的孩子回家不方便，
也为了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适
应环境，中秋节我没有回家。
虽然也很想和家人一起，可是
相比较起来，这些孩子更需要
我们的照顾。”丁爱萍说。

与盲童一同成长

一头乌黑的长发，浓眉大
眼，笑声爽朗的徐亚荣，是一
个爱美的“90后”姑娘。2年前
毕业于中医针灸推拿专业的
她，现在是特殊教育学校职业

教育老师。记者见到徐亚荣
时，她正在引导孩子们做眼保
健操。

“刚毕业的时候我对盲人
没什么概念，到了这里之后才
发现，特殊教育跟自己想象的
普通教育完全不一样。因为热
爱老师这个职业，就一直坚持
了下来。”徐亚荣说。她手中的
盲文教材和书写工具引起了
记者的兴趣。这种用牛皮纸制
成的盲文纸张比A4打印纸要
宽大些许，书本比普通书本要
厚重得多，从封面到内页，纸
张上满是密密麻麻的凸点，除
了封面上印有《医古文》以及
出版社的中文之外，全书无一
字可看。

回想起去年自己初学盲
文时的情景，徐亚荣坦言这是
不小的考验。如今为了帮助孩
子学习专业知识，在教授医学
理论和实践课的同时，也会帮
助孩子们培养医德。她会在晨
读时间让孩子们朗诵孙思邈
的《大医精诚》。考虑到班上的
孩子中有全盲和低视力的，她
自行整理了大字版和盲文版
的《大医精诚》，经过一番努
力，现在班上的11位同学都能
够全篇背诵。

“特教老师这个职业，有
点像医生中的‘全科大夫’，一
个人要扮演老师、保育员、妈
妈、康复训练师、心理咨询师
等几个角色，要求具备很高的
专业素养。孩子们给我的信
任感，还有那种精神上的回
报，让我为自己的工作而感
到自豪。正像很多老师说的
一样，我们现在做的这些，并

不仅仅为了让孩子去应付某
一次考试，而是有可能改变
孩子的一生。”徐亚荣说，特
教经历让她改变很多。现在，
这里的孩子已经把他当成了
亲人。陪孩子们一起过中秋，
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团圆。
她最大的愿望，那就是通过
专业的帮助使每个孩子能掌
握独立生活的本领。

盲童开学第一课，用指尖触摸了解校园。 本报记者 田成成 摄

京剧进校园，卓有成效

2011年，金乡县教体局下
发了《关于开展“京剧进校园”
活动实施方案》，在全县开展
京剧进课堂试点工作。金乡县
实验小学率先开展工作，出台
了《京剧进课堂实施方案》，绘
制了京剧墙、编排了京剧韵律
操、制作了京剧曲牌铃声，创
编了京剧校歌，营造了浓厚的
校园京剧氛围。2014年“山阳
京剧院、山东艺术学院戏曲学

院教学实践基地”揭牌仪式在
金乡奥体中心隆重举行，山东
艺术学院戏曲学院院长王文
清先生亲任院长。省戏曲学院
京剧专家、教授和专业演员多
次亲临学校公益培训，提高了
学校的京剧教学水平。

金乡县实验小学，已连续
六次承办市、县两级大型京剧
表演活动；2015年，该校8位小
选手包揽了“全国校园才艺大
赛鲁西南赛区”戏曲组一、二
等奖并全部晋级全国总决赛，
学生周天一荣获全国总决赛

铜奖；同年，该校京剧
社团40余名学生参加
了由中央电视台主办
的“中国戏曲学院”杯
全国戏曲大赛，并参
与演出。

传承非遗经典
唱响梨花满园

金乡县教体局在
“京剧进校园”的同
时，着力开展了以“地
方戏曲进校园”为特
色的艺术教育活动，
倡导戏曲百花齐放。
以济宁教育学院附属

小学、金乡县中心教育集团
为引领，开发了《梨园百花》
校本课程，成立了“曲艺艺术
社团”，让经典戏曲走进课
堂，形成了鲜明的戏曲教育
特色。济宁教育学院附属小
学被金乡县教体局确立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地方戏曲)传
承学校，相继参加了济宁市
第二届“梨园春”戏剧曲艺邀
请赛、山东省第五届少儿文
化艺术节才艺大赛、团中央
主办的“第一届中华学子青
春国学荟”汇报成果展演出，
受到了一致好评。金乡县中
心教育集团成立了“博雅曲
艺社团”，学生达到300多人。
今年8月份，“博雅艺术团”的
40名演员参加了山东省少儿
曲艺大赛颁奖晚会，赢得了
好评。通过非遗曲艺进校园，
培养学生的艺术素养，拓宽
了孩子艺术空间，打造了校
园艺术特色教育。

山阳陶坊，陶艺人生

山阳陶坊成立于2015年
5月，是继承我国传统文化，
培养学生动手和创新能力的
活动基地。金乡武警希望小
学将陶艺融入教学，并编写
相应的校本教材，通过对陶
瓷艺术的体验，挖掘和培养
师生的审美水平。为调动学
生的积极性，让更多的人知
道山阳陶艺，学校还定期举

办陶艺展览及陶艺作品展
卖，在展览和展卖中让学生
体验自己动手的成就感。如
今，山阳陶艺的丰富教学模
式已相继在马庙邵庄小学、
高河中心小学等学校陆续开
展，发扬了这种浓厚的国粹
艺术，让这种凝固的艺术，成
为学生的生活体验。

翰墨书画，香飘校园

金乡县教育系统有国家
级书画协会会员9人，省级会
员48人，为书画教育提供了充
足的师资。金乡县教体局积极
开展书画艺术教育活动，已连
续举办了三届“山阳书院杯”
中小学生硬笔书法大赛，大大
提高了全县学生的书写水平；
以镇街中心校、县直学校为单
位，举办师生书画作品展，受
到了广大群众好评；同时，积
极组织参加“山东省书画艺术
等级考试”，被作为全省先进
艺术考试典型推广。2016年5
月，在第三届全市廉政文化进
校园评选活动中，金乡县选送
60幅师生作品参加展览，并获
得五名特等奖，五名一等奖，
十名二等奖，三等奖若干名的
好成绩，彰显了该县书画艺术
教育的成果。

在每年的高考中，金乡县
有近五百余名学生考入高等
艺术院校，每年都有十余人考
入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学

院等顶级艺术院校。在全省评
选的六十名“齐鲁小书画家”，
我县有十二名小书画家榜上
有名。以金乡二中为龙头，成
立山阳书院艺术教育中心，辐
射各乡镇中小学，提升了学生
的审美素养，形成人人参与，
人人喜爱的艺术活动氛围。
近年来，金乡县师生创作的书
画精品走进“山东大学”、“北
京师范大学”等高校，受到高
校师生及领导的一致赞扬；
2013年金乡县师生书画艺术
作品走出国门，与韩国忠清北
道进行了书画交流活动，受到
了广泛好评。

围棋进校园，深受青睐

以山阳书院和金乡县围
棋协会为依托，教育局大力开
展“围棋进校园”活动。每年暑
假期间举办 “围棋教师培训
班”，累计培训围棋教师100多
人，为全县各学校开展围棋活
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扎实开展围棋进校园
活动，金乡县中小学以开设围
棋课、成立围棋兴趣班、在青少
宫开设围棋班等多种形式普
及围棋知识。现在，县直学校小
学一年级全部开设了围棋课，
镇街中心小学全部成立了围
棋兴趣班。为了不断提高围棋
教学水平，金乡围棋协会定期
为学校送课，有效提高了全县
围棋教师棋艺和授课水平。

为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帮助广大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金
乡县大力开展艺术教育，逐步形成了校园京剧、戏曲、陶艺、书
画、围棋五大教育品牌，在鲁西南地区享有极高的声誉。

杜庆龙 山东金乡人

中国书协会员 山阳书院特聘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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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超 刘长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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