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岁的蔡萌萌虽然年纪不大，但她已
在辽源市特殊教育学校工作近三年，成为
了学校的新生力量。

蔡萌萌来自辽宁营口，是个阳光开朗
的女孩儿。4岁学习舞蹈，8岁登台演出。
12岁那年，一次演出后台，她看到另一个节
目《感恩的心》在做演出前的最后排练，老
师就是用手语在指导小演员们演出。她问
妈妈，为什么这个节目会有一个打手势的
老师。妈妈告诉她，那是一群聋哑儿童，老
师是在用手语指导他们。此时，她对手语
老师心生敬畏，对聋哑儿童心生怜悯。

由于从小热爱文艺，初中毕业后，家人
决定直接让蔡萌萌读适合自己的专科院
校。当时，音师、幼师、特师等几个师范专
业，让她自选。最后，蔡萌萌决定学特师。
当家人表示不解时，她淡定地给出答案：

“音师和幼师比比皆是，不缺我一个，而特
师肯定相对要少些，我要学冷门。再者，老
师教过我们，人不能永远选择安逸，应该越
是艰难越向前。”

从营口职业技术学院（原辽宁省特殊
教育师范学校）毕业后，家人建议她考幼师
或普小，但蔡萌萌却想要从事对口工作，不
然，五年的特师就白学了。

2017年，蔡萌萌报考了辽源市特殊教
育学校，并以优异的成绩被录用。

在特师上学时，老师就讲过，特殊教育
学校的孩子大概的类型和易发生的状况。
但正式参加工作后，蔡萌萌才发现，和老师
口中说的还是有很大差别。特教老师需要
强大的内心和超凡的爱心。

起初给学生上课，蔡萌萌在前面手舞
足蹈，又唱又跳，不亦乐乎。但学生们在
下面我行我素，自顾自地。这让她骄傲的
内心遭受了强烈打击。课后，她从自身找
原因，又向自己的老师求教，进一步了解
这群特殊学生的内心。渐渐地，学生们认
识了她、接受了她、喜欢了她。现在，她可
以清晰地说出她所教的每个学生的名字、
性格特点及家庭情况。课堂上，学生会时
不时地注视着她，基本能听懂她的话，偶
尔还会还以天真地微笑。每当这时，蔡萌
萌就好像受到了高规格的嘉奖一般，开心
好几天。

蔡萌萌说，学特师、做特教她从没后悔
过。反而越来越能体验这份职业的获得
感、成就感和无上荣誉感。男朋友是和她
学同样专业的同学，现在，她鼓励男朋友也
备考辽源特教呢。

本版稿件由本报记者 王超 采写
本版策划 咸凯慧

在“国际残疾人日”来临之际，谨以此版献给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全体师生——

只为守护那折翼的天使

辽源市特殊教育学校始建于 1938年，原名辽源市聋哑学校。为了优化教育资源，2008
年，市政府对我市四所特殊教育学校进行实体合并，原来的聋哑学校正式更名为辽源市特殊
教育学校，成为我市唯一一所综合性特殊教育专门学校，面向辽源全域招收听力残疾、智
力残疾、言语残疾、肢体残疾、精神残疾等各类残障儿童。

学校现有学生 176人，15个教学班，其中 3个聋生班，8个培智班，1个学前
班，2个职教班，5个送教上门班，现有送教上门学生 34人。教学内容包括九年
学前教育、义务教育、高中教育、职业教育及职业培训。科学实施语文、数
学、生活、体育、音乐、美术等国家课程，打造沙盘游戏、蒙氏训练、注意力
训练、感统康复、运动（OT、PT）康复、言语治疗、音乐治疗等个性化康
复课程，创新软陶、手编、计算机、美术色彩等特色课程。学校占地面
积 20400平方米，建筑面积 7452平方米，包括教学楼、食堂宿舍、生
活楼、体育馆及在建的综合楼等。学校有声光电一体的广播系
统、多感官综合训练室以及奥尔夫乐器；每个班级配备触摸一体
机；全校无死角视频监控；为脑瘫学生配备了运动康复设备，
为聋生安装了唤醒系统……拥有全省乃至全国一流的教学
条件。

多年来，学校坚持“医教结合”原则，围绕“补偿学生身
心缺陷，发展学生个性潜能，培育学生自强精神”办学理
念，积极探索，勇于进取，在发展中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
益和丰硕的教育成果。先后获得“省助残先进集体”“残
疾人之家”“省特殊教育实验学校”“省残疾人体育训练
基地”，市教育局“规范管理奖”“教育科研单项奖”，省

“残疾人文艺汇演优秀组织奖”等荣誉称号。
多年来，市特教学校的教职工以父母般的爱，全

心投入在学生身上。而学生们更是身残志坚，在老
师们的呵护下，学做人、学做事、学文化，一天天快乐
地长大。

早年毕业生王亚琴，一曲《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使之闻名大江南北；以闫丽华、王艳华等学生为代
表的一批批优秀乒乓球运动员，1985至 2003年，18
年间，共夺得世界、亚洲及国家残疾人运动会聋人
女子乒乓球项目 9 枚奖牌，荣获 1 次世界双打第 3
名，连续五次获得全国残疾人运动会女子乒乓球单
打冠军；2005至 2010年，该校学生在东亚伤残人运动
会上，荣获乒乓球聋人组单打和双打冠军；在第 21届
世界聋奥会暨全国聋人锦标赛，取得了男子团体第
二名、女子团体第三名；在第五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上，
乒乓球荣获四金一银三铜的好成绩。2013年，全国特
奥乒乓球比赛中，该校获得两金两银的好成绩；2014
年，该校两名学生代表吉林省参加了第九届全国残运会
并获得团体第六名；其他体育项目方面，2010年在吉林
省第一届残疾人运动会，该校获飞镖女子组第一名，男子
组第三名；2013年全省首届聋人足球赛中，获得团体第六
名。后有两名学生代表吉林省聋人青少年足球队获得全国
冠军。

2011年，该校成立了聋人高中，2014年至今，已有多名学
生通过高考考入大学。

为了完成市教育局提出的“向两头延伸”，市特殊教育已全面
实施十五年义务教育。2018年 9月，开设学前班。今年 9月，职教
班也已正式开班。凡是辽源籍年满 6周岁的残障儿童即可进入特教
学校学前班学习，之后，小学、初中、高中、职业教育一条龙。

虽然这里的孩子是折翼的天使，但他们同样可亲、可爱。也许，这里
的老师每天要面对很多未知和不可预测的事情，但他们却乐此不疲，坚守
这份平凡的荣耀。

2016年以前，吴井玲一直是
市特教学校培智班主任。2016年
至 2019 年，她负责学校党务工
作。

2019年，校领导找吴井玲谈
话：“为了响应国家对特殊教育的
要求和市教育局的工作安排，咱
校准备开设两个职教班。之前毕
业的孩子通过考试择优录取，多
数都是你带过的。校领导班子通
过多方面考虑，觉得你适合做班
主任。所以，希望你能接一个班，
教孩子们学习一些技能，拓宽他
们的生存之路。”

曾经十几年如一日地做培智
班主任，热爱教育事业，将学生视
如己出的吴井玲即使被失控的学
生打骂，她也一直提醒自己，青年
教师应该努力上进有担当。“今非
昔比，即将步入中年行列，身体、
精力都不比从前，家务要做，女儿
学习要管，再接新开设的职教班，
我能行吗？”吴井玲先默问自己。
后来，经过了一天的考虑，她给校
领导回话：“既然学校信任我，这

个担子我就应该挑起来，职教二
班班主任，我接了。”

确定了班主任人选，学校着
手职教班的筹备工作。此时，吴
井玲一边承担着党务工作，一边

“勾勒”着职教班的模样。没有教
材、没有样板，也没有标准可循。
由于没有参照和借鉴，一切都是

“摸着石头过河”。
经学校研究决定，职教班前期

暂定烘焙和工艺美术两门课程。
确定了课程之后，吴井玲利

用半年时间把专业烘焙的基础教
程全部学会。

今年秋季开学，市特殊教育
学校的两个职教班正式开班。每
周学习一门课程，烘焙和工艺美
术循环轮换。

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现在，
职教班的孩子们已经可以独立做
出好吃的蛋糕了。

孩子们穿上“厨师服”有模有
样，第一次手捧自己做出的蛋糕，
给全校师生和家长分享时，吴井
玲无比幸福。

35 岁的陈叶是山东潍坊人。
本科毕业于山东大学，硕士毕业于
渤海大学美术学专业。

在南方工作时认识了丈夫，是
辽源人。

成家立业。两人结婚后，2017
年决定回辽源发展。当年，看到辽
源市特殊教育学校招聘教师，她果
断报名，参加了统一教师招聘考
试。同年12月正式入职，成为了辽
源特教中的一员。

起初，陈叶觉得，特教学校的
孩子可能就是理解能力等方面稍
差些，交流方面没问题，大不了多
说几遍，自己有耐心就足够了。可
当她第一次给聋部学生上课时，尴
尬了。陈叶微笑着说：“同学们好，
我是新来的美术老师，姓陈，大家
以后可以叫我陈老师。”接下来，没
有期待的掌声，也没有集体洪亮的

“陈老师好”。全班同学都以茫然
的眼神看着她，没有任何反应。忽
然，她明白了，这些都是聋哑孩子，
他们听不到声音，也无法开口说
话。这时，她急中生智，用笔在触

摸一体机上写字：“大家好，我叫陈
叶，是新来的美术老师……”之后，
学生才开始和她有了交流。

下课后，陈叶回到办公室浑身
是汗。这身汗，既是压力也是动
力。她暗下决心，要努力学习手
语，努力和这些孩子成为朋友，努
力教他们美术，努力让他们将来有
个更广阔的天空。

经过近三年的不懈努力，现在
的陈叶，可以无障碍地用手语和她
的学生们交流，并且和他们都成为
了朋友。孩子们也喜欢这个高学
历、高颜值、温柔、细心的美术老师。

陈叶说，她的目标是让孩子们
都参加高考，争取都能以美术特长
生考取各大专院校。

起初，亲戚朋友不理解，觉得
一个名牌大学的硕士研究生，发展
空间很大，为什么非要选择特殊教
育学校，做智障孩子的老师……现
在，大家明白了，陈叶从事了一项
伟大的事业，用心呵护着她的学
生。真正做到了以梦为马，不负韶
华。

山东硕士以梦为马 不负韶华

少年强则国强。孩子是世界的未来、祖国的希望。
有人说，一个地区的教育事业好不好，就到最“薄弱”的

学校去看看。我们辽源的孩子（包括残障儿童）是幸福的。因
为，他们有人爱、有学上、有书读、有良好的学习环境。

多年来，我市教育事业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健康的孩
子在不同年龄段接受着高起点、高质量的教育；适龄的残障
儿童同样可以进入市特殊教育学校学知识、练技能，享

受着十五年的义务教育。市特殊教育学校不负众
望，用爱、用心、用脑、用不懈地努力为我市的

残障儿童创造了现代化、多元化、温馨、
舒适的学习环境，赢得了全市各

界的一致认可和好评。

学校骨干不忘初心 勇于担当 辽宁特师扎根辽源 无悔青春

平凡的荣耀

①辽源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学楼
②学校教职员工团建
③陈叶给聋部学生上美术课
④吴井玲给学生上烘焙课，教学生做蛋糕

⑤青年教师文艺演出
⑥职教一班教室一瞥
⑦蔡萌萌给培智班学

生上律唱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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