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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中区特教学校数学老师李更生———

1133年年坚坚持持守守护护智智障障孩孩子子
一个数字要重复教无数遍，课堂上还要不厌其烦地

纠正学生们的错误和坏习惯，对于市中区特教学校的数
学老师李更生来说，他的学生们虽然没有其他孩子那么
聪明、听话，但他却用13年的坚持，守护着他们。

9点10分，下课铃响了，
但李更生没有离开教室，视
线也一直没有离开学生。他
的办工桌就放在教室西南角
靠窗的位置，教师办公室基
本不怎么去。“有时候忙的连
口水都喝不上，不管孩子们
在上什么课，我都得在教室
里看着。”李更生话音刚落，
就发现了学生小亮将教室的
长尺拿出去玩了起来，他连
忙追上小亮，让小亮将长尺

拿回教室。
“这些孩子们的自控力

很差，特别是多动症的孩子，
看到什么东西都会觉得好
奇，想去摆弄一下。”李更生
说，办公桌放在靠窗的位
置，就是为了能时不时通
过窗户看一下外面的学生
们，防止他们玩耍时发生
意外，同时还要照看着教
室内的学生，不时纠正一
些学生的错误行为，教他

们养成好习惯。
“孩子们上厕所的时间

都得计算，如果超过5分钟，
就得赶紧去厕所看看，是不
是出现了摔倒、忘带手纸的
情况。”李更生说，从早上7点
半到学校，除了中午休息一
会儿，一直到下午4点他的视
线一直不会离开学生。“别的
老师不了解他们，我不放
心。” 李更生每天都如此，
一坚持就是13年。

在李更生的班里，自闭症的孩
子有4个，多动症的孩子有3个，脑瘫
的有4个，智障的有2个，唐氏综合症
的有2个，一种教学模式很难让所有
的孩子适应，于是针对不同情况的
孩子，李更生采取不同的教学方式。

李更生说，唐氏综合症和脑瘫
的孩子比较好管一些，多动症的孩
子最难管，他们智力并不差，但随意
性太强，而且特别任性，需要上课时
多注意他们的动作，多在他们身边
转转。“对于自闭症的孩子来说，接
触陌生人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先通

过与他们找到共同的爱好，然后让
他们慢慢接受我、相信我，再教给他
们知识。”

对于班上的孩子，李更新都非
常了解，细致到能观察出孩子们接
下来会有什么样的动作。“这些孩
子与普通孩子不同，需要投入更多
的耐心和感情。”李更生说，不停重
复着同样的教学内容，他却并不厌
烦，反而通过学习让学生们能有一
些 认 知 能 力 ，那 就 是 他 最 大 的 欣
慰。“这不仅是一份职业，更是良心
活。”

办公桌放在教室，视线不离学生

6个阿拉伯数字，重复教了一年

因材施教，让孩子们学到东西

5日早上8点40分，记者
走进市中区特教学校二年级
教室，13个孩子正在上数学
课。课堂的气氛有些散乱，孩
子们总是不自觉地发出响
声，晃动着桌椅，黑板上写着
5、6两个数字，数字后面还贴
上了小狗小猫来表示数量。

“5、5、5……”班主任李
更生正在上课，一遍遍地
重复着这个数字，还一边
用手比划着。小良是一名
多动症儿童，整节课下来

一直不看黑板，还随意走
动，而小武也老是不看黑
板，不停摆弄自己手中的
铅笔。李更生只能一遍遍
地提醒注意力不集中的孩
子，不时地拍拍巴掌，将孩
子们的注意力吸引过来，
有时还要得将乱跑的孩子
哄到座位上。

提问中，学生小舒将1-
6全部认了出来，李更生脸上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大声地
夸奖着小舒。离下课还有十

分钟，李更生将作业本发下
去，让孩子们练习数字的写
法。有些孩子不理会作业本，
李更生又耐心地将本子帮他
们打开，手把手地教他们写。

“数学对于智障、脑瘫的
孩子来说是最难的，他们没
有数字的概念，只能重复灌
输。”李更生说，去年一年的
时间里，每次数学课他都在
教这6个数字，不知道重复了
多少遍，现在还有几个孩子
没有完全学会。

文/片 本报记者 庄子帆

李更生手把手教学生们写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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