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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听到了世上最动听的声音”
耕耘特教讲台33年，教会听障孩子开口说话、找到打开有声世界的“钥匙” 本报报道、推送的衡阳特教老师刘玲 感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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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能用自己的爱和学识， 让每一位
特殊的孩子从无知到掌握未来， 走向社会，
自食其力。” 时间回到2015年9月11日。当
天，荣获全国“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的刘
玲琍，手捧奖杯回到了学校，受到师生们的
夹道欢迎。

也正是这次机缘，湖南日报社开始重点
关注刘玲琍。多年来，湖南日报社及旗下三
湘都市报、科教新报等媒体，先后从同事、学
生和家人的角度，对刘玲琍这一先进典型进
行全方位报道。

今年2月25日，由湖南省委宣传部、省文
明办指导， 三湘都市报具体承办的2023年
度“感动中国之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活动揭
晓，刘玲琍当选“感动湖南”年度十佳人物前
三名。

根据“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活动规则，前
三名由本报推送至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参与

“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最终，刘玲琍代表
湖南，站在了央视“感动中国”的舞台上。

“师者如心灯”，这是刘玲琍当初报考
特教专业的誓言。刘玲琍说，当孩子们学会
开口说话那一刻，那是世上最动听的声音。

2002年首届“感动中国”启动以来，湖南日报社三湘都市报
就以地方媒体身份积极加入“感动人物”的推选联盟。22年来，

“感动湖南”年度人物评选活动以一如既往的执着姿态，以新闻
媒体的价值担当，挖掘湖湘大地上的道德榜样和典型标杆。

“感动湖南”人物评选活动自举办以来，共推出170余名
“感动湖南”人物，其中，包括刘玲琍在内共有14人（组）当选
“感动中国”人物。郑培民、衡阳公安消防官兵群体、袁隆平、
黄伯云、黄舸、李丽、沈克泉沈昌健父子、张超、秦玥飞、谢海
华、钟扬、江梦南、刘玲琍。他们先后代表湖南，站上了“感动
中国”的舞台。

“感动湖南”年度人物评选，经过一次次点击和关注，在三
湘四水之间泛起层层涟漪，在人群中传播。无论是坚守公益事
业、传递人间温暖的志愿者，还是扎根大山、庇护乡村孩子成
长的基层老师，他们都以最平凡、朴实的姿态感动着你我。

他们身上集合了为国为民、自强不息、忠于职守等优秀
品质，用美德义行诠释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湖南加快
发展新质生产力、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
提供精神动力。

刘玲琍与特教结缘， 缘于小时候的邻居。1973
年，刘玲琍出生于衡阳市一个普通工人家庭，邻居
王阿姨是一名聋哑人，不识字，也不能讲话。

一年冬天， 刘玲琍串门到王阿姨家玩。 一见
面，对方不停用手比划着。刘玲琍不明白阿姨的意
思， 王阿姨却急得涨红了脸。 王阿姨的丈夫解释
说，是王阿姨想织一条围巾送给她。

“那个冬天，让我感受到温暖。王阿姨对我好，
我想，要是她能说话就好了。”这件小事，深深地印
在年幼的刘玲琍脑海里。1987年，14岁的刘玲琍决
心报考聋教专业，被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录取。

转眼4年过去了， 刚满18岁的刘玲琍中专毕
业。在妈妈眼里还是小姑娘的她走上工作岗位，成
为衡阳市聋哑学校（今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老
师，担任一年级听障班班主任、语文老师。

如今，刘玲琍仍清楚地记得，班上一共14名听
障孩子，小的6岁，而大的已经12岁了，个别孩子还
有智力障碍。除了沟通问题，有的孩子连基本的生
活自理也成问题。

孩子们脸上挂着鼻涕， 有的直接尿裤裆……
第一次站在讲台上，刘玲琍手足无措，内心打起了

“退堂鼓”。
20世纪90年代的中专生还很“吃香”，就业选

择非常多。当时，刘玲琍也有更好的选择：有名校
上门邀请，有事业单位抛来橄榄枝。

选择这个专业，不就是我当时的初心吗？刘玲
琍想起了小时候王阿姨脸上常常挂着的微笑，和无
法表达意思时的窘迫。看着眼前的孩子们，她暗下
决心，“选择了特教这条路，就应该坚定地走下去。”

18岁的女孩从此多了一个身份， 自己还是个
大孩子的刘玲琍把14个孩子当成自己的宝贝。

刘玲琍每天站在宿舍镜子前， 对着镜子练习
手语。对着《中国手语》这本书，每天抽出1至2小时
练习手语。

除了教学，她还学着其他老师的模样，手把手
地教孩子们洗脸、洗衣服、剪指甲，一张张小花猫
般的脸蛋总是白白净净。爱的付出，也让她成为孩
子们心中的“刘妈妈”。

人生无常，2005年，是刘玲琍人生中最寒冷的
一年。

陪伴着一批批孩子长大离开，32岁的她终于
有了自己的孩子。然而，儿子7个多月时被诊断为
先天性神经性耳聋。

校长和同事都劝刘玲琍工作先放一放， 带孩
子去长沙做康复治疗。“治疗时间很长， 可能是一
年半载，也可能是三年五年。”当时，刘玲琍刚刚接
手一个听障班，望着懵懂的孩子们、满眼期盼的家
长，刘玲琍还是放心不下，“都是我的孩子，丢下他
们不管，我做不到。”前思后想，她决心把儿子留在
身边，一边带班教学，一边给孩子进行康复训练。

听障孩子由于听力缺陷，没有有声语言思维，学
习说话比常人学习外语还要困难。在此之前，刘玲琍
主要从事语文教学，让孩子们学习书本上的知识、提
高生活自理能力，能更好地适应社会，融入社会。

当了母亲后， 她更加懂得听障儿童家庭的辛
酸，“突然觉得自己以前做得不够多、不够好。没有
解决孩子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提前打好基础， 让孩子们能够开口说
话，他们的未来会拥有更多可能。”刘玲琍暗下决

心， 要在无声世界里让孩子们拥有打开有声之门
的钥匙。

白天，她上好每一节课、细心守护着每一个学
生；下班后对儿子进行听力和发音训练；夜深人静
时，翻阅专业书籍，自学听障语训方法。

为了让孩子们学会发声， 刘玲琍把嘴唇贴近
他们的手背，让孩子感受气流的有无与大小；示范
发声时， 把孩子们的小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鼻
旁，感受声带的振动，找准发音部位。

除了集体课， 她和每位学生每天至少有15至
20分钟的面对面单训时间。一天下来，她总是声音
嘶哑，咽喉肿痛。

功夫不负有心人。儿子在1岁多时能正常发音
了， 班上的孩子也有了很大进步。“当孩子们第一
次开口叫‘爸爸、妈妈’时，我听到了世上最动听的
声音。”刘玲琍的笑容盈满母爱。

“事实证明，天生听力障碍的孩子也是能够学
会说话的。但这个过程非常艰难，越早进行康复训
练越好。”2008年，学校开设了听障语训班，第一届
招收了7个孩子。基于刘玲琍听障语训教学的成功
经验，学校特意安排她带这个班。

今年43岁的邓亮， 是刘玲琍带的第一批学生。入
学时，邓亮已经年满10岁。虽然没有学会开口说话，但
在刘玲琍的影响下，他通过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大学。

“什么弯弯弯上天？月亮弯弯弯上天。什么弯弯在
水边？船儿弯弯在水边……”邓亮一笔一划，在纸上写
下了这首童谣，往事如昨。

心向阳光， 这是刘玲琍的微信名。 邓亮给出了自
己的理解：这个名字恰如刘老师的善良、乐观、努力追
求生活的美好。而正是这种向上、向善的精神品质，多
年来一直激励着邓亮。

1999年， 邓亮从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进
入一所聋哑学校读高中。通过自主招生考试，进入天
津理工大学就读。

大学毕业后，邓亮应聘到了一家国企工作。3月21
日下午， 三湘都市报记者来到了邓亮的工作单位。档
案整理、员工考勤、用车调度……在这里工作了17年，
邓亮身兼数职，应付自如。

邓亮的爱人姜燕，同样是刘玲琍的第一批学生。小
时候被父母送到学校， 姜燕扯着妈妈的衣角不松开。
刘老师温柔地把她抱起来， 像妈妈一样轻拍着她，安
抚她的情绪，直到她慢慢平静下来。

课堂上刘老师教同学们做手工、玩游戏，她也渐渐
喜欢上了学校。姜燕记得，刘老师把字母卡片贴在黑板上，
领着学生发音。光一个字母的发音，都要演示上百次。

起初，姜燕的发音并不标准。刘玲琍拿着字母卡片
走到她身边， 轻轻握住姜燕的左手靠近自己的喉咙，
示意姜燕感受声带的振动，在刘玲琍一遍又一遍地展
示下，姜燕在一个星期之后终于能发出“a、o、e”三个
字母的标准音。

从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毕业后， 姜燕进入一所高
中就读，最终考上了北京联合大学。毕业后，姜燕回到
郴州永兴老家，成为一名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

33年来，刘玲琍先后教过80多名残障学生。这些
孩子中，有的自己创业开店，有的成为设计师、舞蹈演
员……也有很多人像姜燕一样，重返特教课堂，成为
一名特教老师。

“孩子们的笑脸，让我拥有信心和动力”

教室里，游玩照片、班级荣誉、绘画手工作品、暖心便利
贴、益智玩具、彩色书架……3月21日下午，三湘都市报记者来
到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走进了刘玲琍与孩子们的“小世界”。

教儿歌时，刘玲琍发现学生童童在发“船儿”音时，“ch”
的声音难以发出。她走到童童身边，做示范发音。经过五六次
示范练习，孩子终于发出了较为标准的“ch”的发音。

刘玲琍为了让班里的8名孩子能够正确发音， 一遍遍耐
心地重复着同一音节的发音训练。 遇到个别特殊发音时，她
引导孩子们用手指触摸自己的鼻翼，感受鼻腔颤动。“有时候
一个字、一个词、一句话，可能要教上几天，甚至一个月。”刘
玲琍笑着说，言语中没有丝毫不耐烦。

4岁的康康只会叫“爸爸”，不会叫“妈妈”。因为康康妈妈
无意间的一句“好想听到孩子叫妈妈”，让刘玲琍暗下决心，
开始对康康进行强化训练。

经过一个月反复练习， 康康第一次清晰地喊出“妈
妈”，康康妈妈瞬间泪流满面。那一刻，刘玲琍觉得自己的
付出都是值得的。虽然过程很艰难，但孩子们的点滴进步
就能鼓舞人心。

“希望你可以像星星一样，有棱有角，熠熠生光。”刘玲琍
的微信朋友圈里，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既是送给班上的孩子
们，也与自己共勉。

在感动中国颁奖典礼播出过程中， 刘玲琍接到了同事、
朋友和亲人的祝福电话或信息，感谢之余她最挂心的还是亟
待完成的教程。

“除了教学方面， 精力也要放在两会建议的落实上。”
2024年全国两会期间，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的刘玲琍提交了
《关于促进特殊教育的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发展的建议》。

刘玲琍告诉三湘都市报记者， 此前她通过深入调研，发
现当前特殊教育在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阶段仍面临诸多挑
战，“比如教育资源不足、社会认可度不高等问题，这些都是
将来要去关注、去建议、去解决的。”

谈及获奖后的感受，刘玲琍说最想感谢的是家人的强力
支持、是师生的共同陪伴。“每当看到孩子们的笑脸，我的心
也跟着要融化了，他们让我拥有信心和动力。”

18岁的女孩，成为听障孩子的“刘妈妈”

自学听障语训法，见证“铁树开花”的奇迹
链接

22年感动传递，14人（组）走上“感动中国”舞台

向阳而生，向善而行。那些人性当中最闪耀的瞬间，无时无刻不在感动
着中国。4月8日晚，《〈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盛典》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

耕耘特教讲台33年， 教会听障孩子开口说话、 找到打开有声世界的
“钥匙”，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刘玲琍代表湖南当选“感动中国”2023年
度人物，再次走上人生高光时刻。当晚，同获“感动中国”2023年度人物殊
荣的还有：俞鸿儒、孟二梅、张雨霏、杨华德、牛犇、穆言灵、张连钢、萧凯恩，
蓝天卫士空军航空兵某团飞行二大队。

■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张浩 叶竹 图/视频 谢佳燊 项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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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课堂搬出教室，让教学更有趣味性。 通讯员供图

手写信件，让爱以另一种方式表达。

课堂互动，让孩子们感受正确发音。 通讯员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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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报推送
她登上感动中国舞台

4月8日晚，刘玲琍登上央视舞台，代表湖南感动中国。
图片来源：央视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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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的接力
学生也走上了特教讲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