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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126岁聋哑学校昨第8次更名》追踪

“我的梦想是能考上大学”
八成学生有个大学梦，但教育资源不足成为瓶颈

格特殊高等教育现状

全国仅有18所

高等特殊教育学院

记者从中国残联了解到，目
前全国专门招收盲、聋哑残疾学
生的基础教育学校至少1705所，
而高等特殊教育学校机构却只
有18所。也就是说，近100所基础
教育学校的盲、聋哑学生要争抢
着考1所大学。

山东省残联的张先生介绍，
目前山东共建有特殊教育学校
132所，在校残疾学生15000多
人。而特殊教育高等学校却只有
滨州医学院特殊教育学院1所，
且截至目前只招收肢残和视障
学生。

“这个情况我们早就想到
了，目前也是在极力改善，但是
一些客观条件很难满足高校开
设残疾。”张先生说。

只有4所本科学校

可招烟台特殊学生

于永伟老师介绍，目前，可
以招收他们的本科学校只有4

所：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北
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南京
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天津理
工学院聋人工学院。专业基本只
有两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以及
艺术设计。

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的职
专部专业设置也是根据这两个
专业设置的，学生们到了职专会
分成计算机与工艺美术两个方
向学习。

“能考上大学，也的确是很
多学生的梦想，也是学生们到达
另一个城市生活学习的渠道。”
于老师说。

软硬条件不足

限制学校招生范围

平行志愿不代表绝对保险
高校招生办老师建议考生，报考时要准确定位服从调剂

考生和家长可通过多种
方式向本报提出咨询问题，
具体参与方式如下：
热线电话：6610123、967066

短信平台：15063815716

本报新浪微博：@今日烟台
QQ：2875600914

电子邮箱：qlwbjryt@163 .com

欢迎广大考生、家长、学校关注
参与。

隔记者 李楠楠 报道

本报5月20日讯 今年山东
高考填报志愿将实行平行志愿，
不少家长还没有搞清平行志愿是
啥。20日，牟平区一位高三学生家
长就打来电话咨询。对此，记者联
系了山东工商学院招生办的老师
进行了解答。

20日，牟平区一位高三学生
家长通过热线平台咨询，今年山
东高考录取实行平行志愿，想知
道什么是平行志愿？“我孩子在牟
平一中读高三，学理科，成绩不错
考一本没有问题。听说今年高考
录取改革，实行平行志愿，我想问
平行志愿是什么，按照平行志愿
录取是不是就会保证不出问题
了？”

此前我省一直实行的是“阶
梯志愿”，在各批次一志愿中，考
生只能填报一所院校，并按照志
愿优先的原则录取。这种录取模

式，很容易造成考生滑档和学校
录取生人数的大小年。

今年，由于普通文理类一志
愿推行平行志愿，考生可以填报6

所院校，无形之中使被录取的机
会变大。

“所谓平行志愿，是指采用平
行志愿录取投档，考生在一志愿
中所选的6所学校之间是平行关
系。改以往的‘志愿优先’为‘分数
优先’，将达到批次录取最低控制
分数线的考生，按成绩从高分到
低分的顺序，由计算机对每个考
生所填报的平行院校志愿，依次

检索。”山东工商学院招生办的一
位老师解释。

该老师介绍，“依次投档，这
里面第一个学校的选择就仍然很
重要。所以虽然实行了平行志愿，
考生依然要对6个学校做好梯度
分配，否则投档成功率会下降。因
为都是同时投档，比如第一学校
没选好，未被录取，转入下一个学
校投档，但其他学校已经投满，这
样就会出现‘死档’的情况，一个
都没有录取。”

这位老师建议考生，除了准
确定位外，最好能服从调剂。

隔记者 王晏坤 报道
qlwbwyk@vip. 163 .com

本报5月20日讯 20日，本报
A10版刊发了烟台市特殊教育学
校更名的新闻，目前该校在校生
近300人，80%的学生都有个大学
梦。遗憾的是，并非每个人都能实
现这个梦想。

“我的……梦想……是……
能考上大学。”从小学到职专，在
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读了9年的
职专一年级学生林腾，一直都怀

揣着一个梦，梦想能和正常孩子
一样坐在大学的课堂里，上着自
己自己喜欢的课。

和林腾一样，尹斌克、张津
恺、金禹彤等烟台市特殊教育学
校80%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
梦想：考上自己理想中的大学。

据中国残联2011年发布的
《2010年中国残疾人事业发展统
计公报》显示，全国为盲、聋、智残
少年儿童兴办的特殊教育学校发
展到1705所，义务教育普通学校
附设特教班有2775个。在过去的

两年里，这组数据并未发生明显
变化。

有变化的是，截至 2 0 1 2年
底，全国已开办特殊教育普通
高中班 (部 ) 1 8 6个，在校生7 0 4 3

人；其中聋高中 1 2 1个，在校生
5 5 5 5 人；盲高中 2 2 个，在校生
1488人。可是，高等教育学校机
构却只有18所。

“按照目前特殊教育学校数
和建设条件来看，对残疾学生的
义务基础教育已经基本普及，但
高等教育的确欠火候，下一步要

让普通高校要创造条件扩大招收
残疾学生规模。”山东省残联的一
名工作人员张先生说。

据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职专
一年级的班主任于永伟介绍，虽
然目前盲生、聋哑生考大学不用
经过全国普通高考，但学校招生
都要参加全国联考和入校考试，
除了大学数量少，这也是一道坎。

“我……不知。”当记者问到
若考不上大学要怎么办时，该校
学生尹斌克茫然地摇着头，口中
挤出了三个字。

一个学生的梦想———

能像正常人一样

坐到大学课堂里
正在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读

职专一年级的学生林腾，8年前就
来到了该校。他此前曾和正常孩子
一样，能说能笑，但因一次发高烧
导致了一场意外，最终因药物性中
毒致聋，这也影响了他的一生。

“我……家是牟平区……的，
离学校……算近的。”林腾说，在
过去的8年里，他为了能够找回失
去的“听说”，不断地练习口型、发
音，现在带着助听器的他，听说起
来要比其他学生顺畅一些。

最初听力丧失时，他一度不
愿见到别人，开始变得自闭，甚至
连自己的父母都要躲避。当然，最
终也是父母将他送到了烟台市特
殊教育学校。

据他现在的班主任于永伟介
绍，在来到学校的这些年里，林腾
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性格也比
较积极开朗，而且现在还是学校
庆典活动中的男礼仪。

现在，这个男孩的唯一的一
个梦想就是能够考上大学。

“我真的想……像正常人一
样坐到……大学课堂里，回到以
前。”谈到他的梦想，这个大男孩
眼睛湿润了，他解释称，“回到以
前”的意思是想要回到小时候，因
为那时候他的听说能力正常。

在烟台市特殊教育学校四楼
的美术班装饰画特色组里，6年级
聋哑学生金禹彤正在努力画着沥
粉画。她的梦想也是能考上大学，
未来当个漫画家。

在该校5楼的美术班素描组
中，和林腾同属一个班级的尹斌
克拥有着同样的一个大学梦，他
希望能考上北京联合大学。

据该校办公室副主任吕建华
介绍，在该校的近300名学生当
中，有80%的学生梦想考上大学，
进入一个全新的平台。

本报记者 王晏坤

隔记者 王晏坤 报道

本报5月20日讯 20日上午，
据滨州医学院党委宣传部副科长
刘芳介绍，目前该校正在从硬件
条件和软件条件上筹备针对聋哑
学生的专业。

“我们的特殊教育学院，之前
主要是招收肢残学生，2012年才
开始招收视障学生。”滨州医学院
党委宣传部副科长刘芳说。

据她介绍，自滨州医学院特
殊教育学院1987年成立以来，主
要招收的是肢残学生。为了2012

年能够招收视障学生，学院花费
上百万元经费整修了盲生宿舍、
楼道，修建了盲道等。

“现在我们的硬件条件还达
不到招收聋哑学生的条件。”刘芳
说，但是现在正在积极筹备，争取
能够早日招收聋哑学生。“具体的

开办时间现在还不能确定，从筹
备的效果来看，学校能够招收聋
哑学生已经为时不远。”

刘芳称，等到滨州医学院特
殊教育学院可以招收聋哑学生
时，烟台本地的聋哑学生就可以
在家门口上大学。

据滨州医学院党委宣传部
副科长刘芳介绍，目前全国大多
数高校不愿开办特殊教育学院
原因，多是因为学校硬件条件不
足和教师资源有限。

作为国内高等特殊教育学院
的名校，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算是肢残、聋哑、盲生全招的学
校，但每年的招生名额都在180人
左右。 本报记者 王晏坤

滨州医学院将招聋哑学生

尹斌克平时很喜欢打篮球。 记者 李泊静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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