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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爱陪伴学生成长
拯救一个家庭的绝望

20多年前，刘好军怀着初
为人师的满腔激情走进商河县
特殊教育学校，成为一名特教
教师，初试作为一名国家工作
人员的喜悦和荣耀，感觉一切
都是美好的，然而醉酒方知酒
味浓，为师方知为师难。他的学
生是智商还不及三四岁孩子的
特殊儿童，他们有的目光呆滞；
有的流着口水淌着鼻涕；有的
手舞足蹈惊声尖叫；有的在课
堂上不听指令随意乱走；有的
连最起码的生活自理都成问
题……教育孩子成长的步伐举
步维艰。

张小亮（化名）同学是一名
伴随着肢体障碍的多重残疾儿
童，在家里不敢见陌生人，更不
与人交流，整天躺在床上，慢慢
丧失了行动能力。家长几乎有
些绝望，不知道该怎么办。刚入
学时孩子正常行走都很困难，
来学校以后不敢出教室，不敢
上厕所，不会自己吃饭。

刘好军和同事们轮流帮助
他，中午和值班老师一起教他
用勺子吃饭，下课有老师扶着
他上厕所，上课时刘好军就一
直坐在他的旁边负责照顾，他
的腰腿部力量不足，只能趴在
桌子上，刘好军专门在教室放
置了体操垫，空闲就辅助他做
仰卧起坐和推拿按摩，扶着他
上下楼梯，锻炼他的腿部力量
和灵活性。

孩子的大小便没有规律，
稍微感觉到紧张就会大小便失
禁。一天上午，刘好军正在一旁
陪着他上课，一股刺鼻的恶臭
涌来，看着小亮涨红的脸，他赶
紧把小亮扶到宿舍的卫生间，
帮他脱掉裤子后，发现小亮的
下半身已经糊满了粪便，刘好
军调好太阳能热水器的水温，
帮他冲洗，一边跟他开着玩笑，
好让他松弛下来。就在这时候，
小亮的妈妈也已经赶了过来，
看到这一幕，小亮妈妈一下子

哭了，哽咽着不停地说着：“刘
老师，给您添麻烦了，谢谢，谢
谢！”

面对孩子的各种突发情
况，刘好军有条不紊，始终跟着
孩子的节奏，陪伴他成长。教
室、操场、餐厅、康复室、宿舍还
有厕所，都留下了陪伴他们训
练的身影。刘好军的付出换来
了小亮同学顽强地成长。如今
的他，虽然动作还不是很协调，
姿势也不美观，但是能在课上
认真地听讲，课间操自由地和
同学们一起跑步、做操；在家里
都能帮妈妈擦桌子、扫地了。眼
看着孩子不断地成长，小亮妈
妈也变得开朗热情，重新燃起
了生活的希望，脸上绽放出灿
烂的光彩。“特殊孩子的家长们
承受了我们想不到的压力，尽
最大的压力帮助每一个孩子，
让他们不再绝望。”刘好军说
道。

将鼓子秧歌引入课堂
让智障孩子学会生存

“智能发展、社会适应、生
活自理”是培智学校课程发展
的三大目标，如何让智障儿童
最大限度获得发展是刘好军经
常思考的问题，在校长的鼓励
下，他率先对智障儿童的生存

教育进行了思考和探索，成为
学校此项工作的践行者。他大
胆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探索生
存教育的内容，把商河鼓子秧
歌这一地方舞蹈引入课堂。

在课堂中运用孩子喜闻乐
见的秧歌对学生进行肢体缺陷
的康复、进行肢体力量和精细
动作的训练，锻炼孩子的乐感、
平衡觉，在感受艺术美的同时
得到生存技能的提高。“很多孩
子平衡感特别差，现在慢慢地
听着音乐，平衡感明显好了很
多。”刘好军说。

日常教学中他为学生每个
阶段的成长负责，科学、客观评
估学生个体差异，制定学生个
别教育计划，建立学生成长档
案，记录学生一点一滴的进步。
他探索信息技术在教学中的作
用，充分挖掘多媒体功能，实现
学生，老师、电脑的互动教学，
创设了直观、有趣、高效的课
堂，把一门门课程知识，转化为
学生实实在在的能力，教会孩
子乘车、购物、存储、买卖、说
写、遵守交通规则、自我安全保
护、寻求帮助等等。“每年我都
会带着孩子出去乘坐公交车，
模拟超市购物等等，对于特殊
孩子来说，我希望尽最大可能
让他们学会生存。”刘好军说。

看到一个个学生取得的一

点一滴变化和进步，刘好军的
内心充满成就感，他上的每一
门课都得到学生的喜爱，进而
受到全校学生的爱戴和依恋，
如果外出参加会议或学习培
训，回到校园，迎来的将是全校
学生的沸腾和欢呼。老师们都
说，刘老师可别去开会，一见不
到刘老师，学生就念叨没完。

送教上门献爱心
不放弃一个孩子

“特殊儿童及家庭是不幸
的，不离弃、不放弃每一个特殊
儿童，把每一个特殊儿童看作
自己的孩子，始终存着期望，让
特殊儿童及家庭重燃生活的信
心和梦想”是商河县特殊教育
学校所有老师的共识。针对很
多需要家长时刻监护、不能到
校教育训练的重度、极重度智
残儿童，学校在全省实施了一
种全新的教育安置形式——— 送
教上门。

按照学校工作的部署，利
用周六周日和其他节假日的时
间送教上门。在刚刚开始送教
的时候，他就想到要使送教工
作得到家长的认可，必须让家
长看到孩子实实在在的康复效
果。他认真搜集各方面的资料，
认真分析研究每一个送教对象

的身心特点和教育需求。
当他了解到中医推拿对肢

体障碍和脑瘫儿童的肌体康复
具有显著疗效后，开始学习按
摩推拿技术，向书本学、向网络
学，利用休假时间拜访北京、上
海、济南等各地中医推拿名师，
悉心求教，不断实践和探索。为
了保证技法的科学安全有效，
先期他从自己的身上练习找感
觉，然后在家人朋友身上练，在
同事身上练，让他们反馈我按
摩时的感觉和效果，经过长时
间的试用和研究，逐渐掌握了
这项中医学的瑰宝，从此开始
奔走于各个残疾孩子家庭。

怀仁镇的雪雪，是一个脑
瘫的孩子，起初只能缓慢并小
心翼翼地、蹒跚着走几步路，并
且家长还要时刻防备她的身体
往后栽倒。刘好军的工作小组
谨慎地进行了评估，鉴于雪雪
肌张力增高，大腿外展困难，膝
部屈曲不易伸直，两腿交又呈
剪刀状，行走时呈痉挛性瘫痪
步态等症状，制定了通过推拿
解决肌张力过高，促进肌体改
善，通过按摩头部、上肢、下肢
等穴位矫正肢体畸形的方法，
着手进行有针对性的推拿按
摩，同时把相应的操作手法手
把手地教给了家长，并嘱咐他
们给孩子做温敷、调整饮食。

当第二次上门时，刚进门，
孩子奶奶就迫不及待地说：“现
在孩子竟然能自己平稳地站
着，挥动双臂，有节奏地舞动
了。”寒来暑往5个春秋，刘好军
带领送教小组坚持利用节假日
和周六、周日送教上门，他所送
教的孩子从不会走路，到蹒跚
前行，再到能踏踏实实迈出每
一步，康复效果得到了家长的
高度认可和评价。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
“教育一个智力低下的儿童要比
教育正常儿童多付出百倍的细
心、爱心和耐心”。“面对这些折
翼的天使、失语的精灵、星星的
孩子，我深深懂得，只有用爱心
才能去抚慰一颗颗封闭、孤僻的
心灵，才能成就孩子的未来，也
只有爱心才能成就教育，创造奇
迹，我希望让更多的孩子享受爱
的教育。”刘好军如是说道。

““用用爱爱缝缝补补好好他他们们残残缺缺的的翅翅膀膀””
刘好军：不放弃一个孩子，拯救绝望的家庭

刘好军的学生们是
一群特殊的孩子，他们
多数患有智障、脑瘫、自
闭症和多重残疾，其中
近半数的孩子还伴有癫
痫、心脏病或其他遗传
性疾病。他们是不幸的，
老天让他们从出生就折
断了翅膀；他们也是幸
运的，因为孩子们有刘
好军这群特教人，用爱
缝补好他们残缺的翅
膀。

刘好军和家长一起

帮助孩子做康复训练。

特教学校的孩子快乐生活学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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