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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名视障学生来烟读本科
这是省内首个盲人本科班，学生来自全国各地

本报9月12日讯 (通讯员 刘
芳 记者 李楠楠) 12日，省内
首个盲人本科班正式开学，来自全
国的11名视障学生来到滨州医学
院烟台校区报到，他们将在烟台校
区中医学本科专业 (针灸推拿方
向)开始五年制学习，毕业后将成
为省内首批具有本科学历的视障
针灸推拿高级人才。

他们虽然眼睛看不见，却都以
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大学。今年4月7

至8日，滨州医学院与北京联合大
学一起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
举行了2012年残疾人高等教育单
考单招录取考试，来自全国29个省
市自治区直辖市的考生参加了此
次考试，最终滨医中医学(针灸推
拿方向)共录取11名全盲或低视力
学生，他们主要来自山东、重庆、云
南、安徽、陕西等省，最远的学生来
自云南省玉溪市。

记者在花名册上看到，新生中
年龄最大的出生于1990年，是来自
陕西宝鸡的赵银利。年龄最小的出
生于1995年，是来自河北省张家口
市的赵辰岳。

“孩子是全盲，没想到能考上
大学，这次真的很高兴。”赵辰岳的
父亲告诉记者。“孩子来到学校，家
长可以放心，我们学校一定会将他
们培养成才。”特意到现场查看报
到情况的滨州医学院党委书记袁
俊平说道。

据滨州医学院特教学院办公
室主任王友磊介绍，这是目前省内
首次面向视障考生招收中医学(针
灸推拿方向)本科专业，同时学校
也成为继北京联合大学、长春大学
之后的第三个有招收视障学生资
格的本科学校。

“现在社会上残疾人学历普遍
偏低，从事针灸推拿的盲人一般为
中专学历，大专都少有，很多优秀
的盲人推拿师往往由于没有本科
文凭，也没机会深造，评职称受限
制。”王友磊说，对于首次报到的视
障新生，学校做了精心准备。视障
新生单独设立班级，衣食住行都有
安排，他们将在烟台感受到家一样
的温暖。

对于这些视障学生的未来发
展，学校一负责人说：“这11名视障
学生毕业后，学院将授予其中医学
学士学位，成为省内首批具有本科
学历的视障针灸推拿高级人才，他
们大部分就业方向是各大医院针
推科、理疗科、按摩医院、个体经营
或者升学深造等。”

11名视障生如何适应新环境？

有生活老师、辅导员，还有110名志愿者

12日上午8点45分，来自重
庆的赵明和来自济宁兖州的张
凯被接站人员从火车站接到学
校门口，早已等候在此的老师和
志愿者忙上前接过他们的行李。

“我这一路上，接到学院老
师的电话不下十几个，每到一个
站点老师都会详细询问。”独自
一人来烟台报到的重庆小伙赵
明说。

滨州医学院特教学院办公
室主任王友磊说，为了保证视障

新生尽快适应新环境，学校专门
配备了生活老师，照顾他们的衣
食住行；还专门从香港大学引进
硕士生盖彤担任辅导员，还挑选
了110名志愿者，成立学生志愿
服务队，在开学初期照顾这11名
视障学生的基本生活和出行。

虽然不是志愿者，但腿部
有残疾的马小松还是帮着忙前
忙后。马小松说，自己是特教学
院2004级学生，2009年毕业后
工作了三年，今年考上了本校

研究生，“我们特教学院是个大
家庭，他们会在这里很好地成
长。”

“视障同学在学校里有‘三
重保护’，他们有生活老师、辅
导员还有志愿者。”辅导员盖彤
告诉记者，如果这些学生在校
内遇到问题，可以第一时间联
系生活老师和辅导员；如果校
外有集体活动，这11名学生一
般都有两名志愿者陪伴，安全
问题可以完全放心。

在学校里怎样学习生活？

学习、生活在同一栋楼，配置是最好的

新生和家长简单办理了入
学手续后，就可以正式入住公
寓了。考虑到视障学生的实际
情况，学校启用了专门的特教
培训中心。

经过改造后的特教培训中
心里设置了盲道，并且有盲文标
识牌等无障碍设施。视障学生的

宿舍两人一间，配备了热水器、
单独卫生间、木地板等高标准设
施。目前，视障生在校学习生活
环境是全校最好的配置。

“学生生活和学习都在这
个楼上。培训中心一共三层，一
楼为实验室，包括功法训练室、
解剖实验室等；二楼为教室，每

个学生都专门配备了电脑，三
楼是学生宿舍。”王友磊说，各
科都是学校经验丰富的教研室
主任亲自授课。

为了方便授课，学校还成
立了学习资源转化中心，及时
实现了普通文字和盲文的转
换。

格相关新闻

设备很先进

戴上耳机就能“看书”

记者在学习资源转化中
心看到，这里有各种最先进的
仪器。“这是台式助视机，功
能很强大，弱视的同学甚至都
可以在这绣十字绣；这是多功
能助视机，可以270度旋转，放
大79倍，当镜子照可以放大到
每个毛孔。”中心主任马慧莹
介绍，中心还有盲文打字机和
刻 印 机 ，学 生 可 以 用 它 做 作
业。

盲人阅读存在一定难度，
但在这里上网阅读都不成问
题。“这是点显器，全盲的同
学戴上耳机，就可以上网‘看
书’了。”马慧莹说，只要鼠标
点到哪里，耳机就会立马读出
声音，使盲人阅读更加方便。

这11名来自全国各地的视障生，其中有5名全盲，剩下的6人弱视，
视力最好的一个只能看到模糊的人影，他们来到烟台求学，学习生活
中遇到的困难肯定比常人要多，学校在这方面做了哪些细致地准备
工作呢？12日，记者来到学校现场探访。

吃住条件最好，出门还有人陪
学校为视障学生做了“三重保护”，家长们尽可以放心
本报记者 李楠楠

志愿者热情地帮助视障生铺被褥。 有点光感的学生可以用手摸式助视器来阅读。

刚安顿
好宿舍，
同样来自
重庆的两
位女生就
来到赵明
宿舍看望
他。 本
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在学校怎样就餐？

专门区域就餐

喇叭播报菜谱

临近中午，生活老师
李晓兰和志愿者带着视
障学生来到第一餐厅就
餐。

记者看到，第一餐厅
距离视障新生公寓不到
5 0 0米，都设有盲道。餐厅
一进门左边就是视障学
生专用窗口。虽然中午食
堂人很多，但是其他军训
完来就餐的学生都主动
让视障同学先打饭。

“ 鱼 香 肉 丝 4 元 一
份。”与其他窗口不同，视
障学生专用窗口安放了
两个喇叭，连续播放当日
的菜谱和价格。“这里饭
菜很好，我很喜欢。”来自
重庆的学生赵明笑着说。

“学校想得周到，饭
菜可口，比孩子高中盲校
的饭好很多。我和他妈这
下很放心。”张凯的爸爸
说，中午吃完饭，就准备
回家了，“都看了，很好，
该放手的时候就要放手。
孩子已经读了三年盲校，
我对他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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