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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9年对于一个民办培训机构来说，
挺长的发展历程了，为什么学校现在规模还
是一般化？

王发兰：去年我这里有一个老师辞职的
时候，这样对我说的。“9年的时间，还是这么
小的一个学校，感觉在这里工作特别没有前
途。”我就反省自己，当初一入这个行业的时
候还有一个初步的规划，自己要几年内达到
营业额多少，校舍规模多少，老师多少。可是
接触这一行业久了，我就放下那些功利心了，
我想的就是让这些孩子慢慢康复，减轻点家
长们的负担，也算自己对这个社会有用。

不过目前，针对的自闭症儿童只在学前
和义务教育，义务教育不是他们的重点和终
点，这只是他的一个成长经历，最终他要生活
生存，摆脱困境。他们大了之后，父母不能陪
伴他们一辈子，他们该到哪里去？

记者：孤独症康复特别是学前阶段是一
个相对高收费的机构，这么多年有人对你的
初衷质疑过么？

王发兰：有啊，来自哪个部门的质疑都
有，都觉得我这收费高，怎么可能不赚钱还天
天哭穷。这个事情家长最有发言权，有很多家
长都是从北京、青岛等地回来的，他们知道外
地的“标准”，对照这个，潍坊虽然是三线城
市，但价格真心不贵。比如做做一次听觉统，
10天时间，每天上午、下午各一小时，扣除家
长交通费和住宿费，基本上一次要1000元，而
之前这边只收500元。很多家长也会质疑我，
我记得很清楚，曾经有一个家长面对面给我
算了三次账，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你也赚不了
多少啊，不赔算好的。

记者：之前2005年有媒体报到说经营遇
到困难，你都想放弃这个事了，是什么让你坚
持下来了？

王发兰：这九年的时间很多时候很想撂
挑子。2005年冬天，当时因为经营的困难，我
把房子和车子都抵押了贷款还不够。时任潍
坊市教育局局长的李希贵开始重视这个事
情，他帮助我们解决了一部分费用问题，而后
续的教育负责人都把我们这个担子接了下
来，帮助我们解决了场地的问题，我这边的负
担就稍微轻一点了。

这个行业很难，你越是了解越是觉得自
己肤浅，至今，每年我们都要出去到北京、广
州等地学习。很多学前的孩子康复完之后没
有地方去读义务教育，2008年，我就开始涉及
自闭症儿童的义务教育。之前潍坊也有很多
康复机构，但最后倒闭了，就是因为知道不容
易做，家长们为了孩子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
才，你没有俩把刷子家长是不会认可你的。而
家长们会来我这里，是因为我们是在认认真
真的做事情，说实话，如何让他们逐步学会自
理，逐步康复，很难，靠的是日积月累的训练，
靠得还是我们的责任心。

记者：从改变生命倒尊重生命，也很难
吧？

王发兰：和自闭症孩子们的交流，需要
老师内心的纯洁，毫无杂念。从我们的老师
一入这个门，我就告诉他们，要微笑尊重他
们，我们的理念就是“接纳比什么都重
要”，“微笑和接纳更有力量”。因为特殊
性，自闭症孩子的教育要适应每个孩子，而
不是普通学校一样，要每个人都适应教育。
每一个课程的设置，即使课程一样，但也要
适应每一个孩子。

我们的老师每个人都是内心强大的，从
接人待物到穿衣打扮到上课，我们所有的老
师都接受心理学的培训。自闭症家长天天面
对高压的一个状态，他们很容易烦躁，而我
们的微笑就是安抚他们，让他们平静，对孩
子充满信心。老师们要改变这些孩子的命
运，就要自己日积月累得学习和训练，其中
最大的一门课就是心理学，这是必须的，在
自闭症家长中间，我们是康复的老师，更是
家长心理的指导师，是他们的指明灯。

记者：你的梦想是什么？
王发兰：希望有人管我们，所有的孩子

不需要家庭花一分钱，国家把他们的教育康
复负担起来。希望我们的团队更成熟，这些
人离了我照样可以把学校管理运转起来。现
在最需要的是上级部门的管理，给我们指
导，规范它，让我们知道应该前进的方向。
现在除了安全和资金项目的去处之外，没有
相应的部门监管考核我们，这些服务和教育
模式到底适不适合这些孩子，我们现在还是
一个没有家的感觉。

对话王发兰

有这样一个梦想
本报记者 秦国玲

9年的时间过去了，王发兰放弃了很
多机会，痴心做起了自闭症孩子们的妈
妈。作为一家民间自闭症治疗机构，潍坊
前展教育培训学校几经搬迁和易址，几
度想关停，如今，它成为了潍坊市试点自
闭症义务教育免费的服务机构。9年心
路，王发兰梦想着有一天，更多“星星的
孩子”能够享受到普惠的阳光照耀。

只要有能力，

一定把孩子们带到底

在2004年，潍坊并没有自闭症培训
机构。这一年，王发兰还是一个数学老
师，她从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专
业方向是“边缘儿童”问题研究与教育对
策，而这个科目恰恰也是孤独症孩子需
要康复的科目之一。

“当时有6个自闭症孩子过来做感统
训练，其中有一个孩子是外公带着的，老
人身体不是很好，每次到我们那去，都拿
着一个马扎，拄着个拐杖。后来他就把所
有的家长领到一起，走到我办公室说，姑
娘啊，你做的是一个善事啊。就是这个大
爷的一句话，对我触动挺大的，因为他的
年龄和我父亲的年龄差不多，我就特别
心疼这些家长们。”

2005年9月，王发兰开始全身心致力
于自闭症儿童的康复训练工作，成立了
潍坊前展教育培训学校，当时她只收了7

个孩子，每个孩子每月只有300元钱的培
训费用，而每月的房租需要7000元钱，再
加上水电费用、购买康复设备，老师外出
学习培训等费用，王发兰难以为继。

当年冬天，王发兰的补习学校只供
了10天暖就没有钱继续了。而每月300元
的培训费完全不能支撑学校度过难关，

“我把房子都抵押了，从银行贷款了8万
块钱，车子也卖了，但还是不行，我当时
就想关了这个学校吧。”

当时整个潍坊市就他们自己一家民
办自闭症学校，而由于整个社会缺乏专业
的教师，如何给孩子们进行系统的训练，
家长们的课如何培训，只能是她一边从外
地培训学习，一边教给老师和孩子们。

难道学校就这样关门，孩子怎么办？
王发兰焦虑万分，她决定把孩子家长们
集中起来，听听他们的意见。一位家长
说，王老师，我们家孩子就可以作为一个
试验，作为你这个学校成长的一个试验。

家长的话让王发兰不知说什么好。后来
王发兰说，我不知道学校能够发展到多
久，但是只要我有能力，我一定把孩子们
带到底。

可以让更多的

老师“走出去”

“2008年自己开始做自闭症孩子义
务教育阶段的康复，至今已经有5年的时
间，而今实现了。我想下一步，国家重视
起来，让学前阶段的自闭症孩子也享受
这个义务教育，家长的负担就可以减轻
了”，王发兰说。

3月11日，潍坊盲校试点的城区自闭
症义务教育开学至今，王发兰每天都会
接到不少家长的咨询电话。但由于受地
域限制，大多数家长只能“望校兴叹”。

“因为是试点，招收条件在那里，我们也
有压力，看着很多家长那么远的地方过
来，却只能等9月全市推开后再享受义务
教育免费”，王发兰无奈地说，“市区的孩
子只要有条件，家长有车接送，都能来校
就读。还有部分家长直接在盲校附近租
的房子，舍弃工作陪着孩子。”

由于师资紧缺，王发兰既是前展教
育培训学校的经营者又是上课老师，每
日与这些自闭症孩子们在一起。正值午
饭时间，王发兰和同学们一起就餐，有学
生挑食，她就将馒头掰开，把菜夹进去送
到孩子嘴边。独立就餐是孩子们自理能
力的一个重要考核内容，在餐厅，基本上
老师都是与学生一起坐，每个老师都要
照顾两个孩子。

自闭症孩子的康复费用又是一个天
文数字。王发兰介绍，2004年最初刚开设
前展培训学校时，每个月学生收费在300

元，后来逐步调价格，500元、800元、1000

元、1200、到1800元，费用特别高。班上有
一个15岁的女孩，已经在培训班7年多
了，前前后后花费了近20万。“高额的费
用让85%的家长都没有能力让孩子参加

康复培训，目前，在校接受康复训练的孩
子也仅占了咨询数的15%左右。”

义务教育试点之后，一年级的学生
家长一分钱都不用交，包括午餐费用都
由财政解决。“这样我觉得我们的办公压
力就轻松点了，我们的办公费用由市教
育局帮助解决。老师的工资分两部分，盲
校的老师都有自己的编制，工资不归我
们负责，民办培训机构我们聘了6个人，
教育部门给他们发工资。这样，支出在这
部分少了，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老师走
出去学习培训，带回新的理念来。”

一切都在

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春暖花开，前展培训学校在4月会搬
到一处“新家”，面积在1000平方米左右，
上下两层。学校的老师史晓芳开心地说：

“地方宽裕了，很多封存的设备都宽裕拿
出来用了，孩子们上课就会更开心，康复
训练也有益处。”

9年的时间里，王发兰的学校接受了
380人次的自闭症孩子，其中，有40个孩子
进入普通小学和幼儿园就读。9年的时
间，王发兰的学校搬了一次又一次的家，
2011年的时候学校是用三排活动板房制
作的小院子。而现在，潍坊市试点自闭症
孩子义务教育，让自闭症孩子的家长们
看到了曙光。

对于试点自闭症儿童义务教育，王
发兰认为是任重道远。“我国针对自闭
症儿童的特殊教育投入也是空白，老师
也都处于摸索经验阶段。从事这一职业
的老师都是‘半路出家’。潍坊的自闭症
康复中心比较少，还有部分规模比较小
的康复机构，由于资金、人手和场地等
因素，无法帮助更多的患儿；有些只是
托管性质，无法对患儿的康复起到积极
作用。”

“现在很多从事这一行业的省内外
朋友都会给我打电话，问我为什么潍坊
会有这样好的条件，他们都羡慕得不
行。潍坊教育部门做了一件大事，他们
走在了全国前列。但我们的担子更重
了，自闭症义务教育现在是教育部门购
买服务的方式出现的，他们是有要求
的，我们就要朝他们要求的目标和方向
努力，慢慢地规范起来。我们要不断的
提升自己，用更先进的理念来帮助潍坊
的孩子们，现在试点的过程中，我们也
希望积累更好的经验，为九月在全市推
行奉献自己的力量。”

“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发展，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关注这些孩子们，在未来希
望政府能逐步落实自闭症患者免费康复
政策，构建自闭症社区康复网络，使越来
越多的自闭症患者能够就近接受专业服
务，同时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王发兰认
为，只要社会不拒绝这些孩子，他们总有
一天能回归社会，会成为一个对社会有
用的人，而不是社会的包袱。

曾有人这样描述自闭症儿童：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孤独
地闪烁在自己的世界里，人们无从解释病因，便把他们叫做“星星
的孩子”。

据权威机构统计，全球新生儿中每88个就有一个为自闭症。按
照这个发病率数据统计，目前，山东潍坊自闭症儿童约有8000人，而
且这个数量还一直在增长。从今年3月份开始，自闭症儿童义务教育
免费在潍坊市区率先试点。今年9月，有望在全市范围内推行。

文/片 本报记者 秦国玲

今今年年33月月，，潍潍坊坊试试点点自自闭闭症症儿儿童童义义务务教教育育免免费费，，

这这让让88000000多多““小小世世界界””里里的的孩孩子子看看到到了了外外面面世世界界的的光光亮亮

让让让每每每颗颗颗星星星都都都不不不孤孤孤独独独

在在潍潍坊坊前前展展培培训训学学校校，，王王发发兰兰和和老老师师都都经经常常到到全全
国国各各地地参参加加各各种种培培训训，，学学习习更更先先进进的的康康复复训训练练能能力力。。

王王发发兰兰在在一一
年年级级教教室室给给孩孩子子
们们整整理理课课程程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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