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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孩子做游戏、教孩子喊妈妈……

她们是自闭症儿童的导师
文/片 本报记者 岳茵茵

想尽一切办法教孩子

4日14时许，济宁市妇幼保健
院康复中心二楼的走廊上有些吵
嚷，几位家长坐在小方凳上，每人
怀中揽着一个孩子，这些孩子看
上去不太听话，总会不自觉地从
他们的怀抱中冲出来，执拗地摆
弄座椅，或是面对墙壁站立，只言
不发。

这些孩子大都三四岁，其中
一位刚刚被送来的女孩，坐在最
前面的“蘑菇椅”上不停的哭。一
位老师把她抱到角落里玩耍，她
奋力挣脱又回到位子上继续哭。
小朋友们并没把这一幕看在眼
里，而是视而不见的各自玩耍。孩
子们都坐在椅子上，一个塑料套
圈把他们和椅子套在一起。“因为
他们随时会乱跑，怕他们摔着只
能这样。”赵淑珍说。

集体课结束后是个训课。“一
个学生一个教室，一个学生一个
老师，一个学生一套训练方案”。
这就是自闭症训练中心个训课的
情况。由于自闭症儿童存在多方

面的障碍，而且行为异常，所以授
课难度很大。为了上好课，治疗师
充分利用图片、模型、实物、甚至
音乐来激发这些儿童，引导他们
说话、动手、模仿、开口唱歌，并且
不断纠正他们的行为。对授课的
老师来说，不仅需要极大的耐心、
毅力，还要时时鼓励他们。

自闭症无情地把孩子与我们
分隔开来，语言、亲情、关爱……
对他们来说，恍若遥远的大海彼
岸盛开的花朵。“最痛苦的其实是
这些孩子的父母，他们万念俱灰，
却又心有不甘，祈望哪怕是一丝
照进心田的光亮。”赵淑珍说。

一声“妈妈”让她泪满面

语言障碍是大多自闭症儿童
共有的特点，从鱼台县专程来这
治疗的小虎就是其中一位，他的
母亲刘女士曾几次要放弃治疗，
但康复师们总是给她信心。这些
孩子，在某一方面却有着过人的
天赋，护士们就会注意发掘孩子
的这些天赋。小虎对音乐就异常
的敏感，喜欢唱歌，这歌声给所有

关爱他的人带来希望。在赵淑珍
和同事的努力下，几个月后小虎
已经会叫妈妈了，并见人就打招
呼。

普通孩子叫一声“妈妈”或许
几十遍就能学会，但对于自闭症
儿童来说，要教上万遍甚至更多。
赵淑珍清楚地记得，2005年底康复
中心刚成立时，一对从兖州来的
夫妇抱着他们患有中度智障的3

岁儿子找到她。“孩子父母十分沮
丧，对孩子一点信心都没有。当时
我从他们手中接过孩子，拍着胸
脯说，‘你们放心，孩子两个月内
还不能说话责任由我来负’。”

但接触到新新后，赵淑珍才
真正意识到兑现自己的承诺有多
么艰巨。不管赵淑珍怎样引导，怎

样拿玩具逗他玩，新新都不为所
动，只是默不作声地低着头。为了
能让小新新开口说话，赵淑珍把
更多的时间花在翻阅各种语言康
复书籍，查阅大量资料上。并且每
天坚持和新新在一起的时间不少
于4个小时。

一天，赵淑珍像往常一样耐
心地教新新读词语，当她读到“妈
妈”一词时，新新突然抬起头不停
地叫着“妈妈，妈妈”。赵淑珍愣了
足足有半分钟，眼中涌出了喜悦
的泪水。在语训室外新新的妈妈
激动得冲进来，和赵淑珍相拥而
泣。“看到孩子的进步，看到家长
的兴奋和感激，我意识到在语训
工作中自己的价值，那种成就感
是难以言表的。”

济宁市妇幼保健院康复中心有25个自闭症儿童，他们

的童年都离不开康复师。今年31岁的赵淑珍，已经在该院康

复中心工作了7年，她每天的工作就是对孩子们进行语言和

认知康复，教他们叫“爸爸”、“妈妈”。她把太多的爱给了自

闭症儿童。

护士们正在和自闭症儿童做游戏。

赵淑珍把自闭症儿童当

成了自己的孩子。

一位护士正在教孩子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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