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特教教师这一群体面对的是身体或心智有缺陷的特殊儿童，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

的磨砺与辛酸，他们的贡献与知晓度有着极大反差。
有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特殊教育只有5.6万专任教师，随着入学人数不断提升、特殊

教育的不断发展，特教教师数量也在不断上升。2023年，我国共有7.7万特殊教育专任教师。
无论是静寂中为听障儿童打开无声世界的大门，还是黑暗中用歌声点亮视障孩子

的心灯，或是亦师亦友的陪伴，教给残疾儿童一项赖以生存的技能，他们都是为了让
“折翼天使”展翅高飞，竭尽全力追逐翅膀的人。

他们是一群
追逐翅膀的人

一眼结缘，青春奉献特教事业

来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工作前，张雪梅一直在普通
学校任教。作为一名音乐老师，业余时间她积极参与志
愿服务活动。8年前的一次支教途中，张雪梅接触到了一
名因意外不幸进入“无光世界”的视障儿童睿睿（化名）。

“张老师，我的梦想是可以登上舞台唱歌。”望着睿睿
稚嫩的脸蛋、期待的表情，张雪梅决定教她唱歌。

“孩子其实有唱歌的天赋，音准、声甜。”张雪梅说，凭
着对梦想的执着，睿睿坚持学习了一年多，她也把孩子当
成了自己的学生，期待着睿睿能有所成就。

“唱得再好又有什么用，不如学些手艺活儿，将来还
能养活自己。”睿睿父母的这一句话，打破了沉寂在孩子
心底的梦想，也让张雪梅感到无比惋惜、失落。

“其实，每个孩子都应该拥有自己的梦想。”那一次
经历，让张雪梅有了投身特教行业的想法，为“折翼天
使”插上翅膀，帮助她们实现梦想。

2016年9月，张雪梅放弃了原本的工作，通过公开
招考，进入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任教视障班音乐课，
并担任了一个低年级启智班的班主任。

用心用情，走进孩子内心深处

“孩子们，你们好！今天开始，我就是你们的班主任
老师了。”启智班里，想象中应该充满欢声笑语的教室
内，8名学龄前孩子，低埋着头。冷淡的回应，让张雪梅
有些尴尬。

“挫败感一下子涌上心头。”来之前，虽然在心里无
数次设想过与孩子们首次见面的场景， 现实是张雪梅
没有料到的。

张雪梅刚在黑板上写下自己的名字， 回过头来发
现教室里少了一名学生。 启智班的孩子， 有的有自闭
症，还有少数是唐宝。

“孩子要是偷跑出学校，那就不得了。”张雪梅马上沿
着教学楼寻找，找遍了楼道、厕所，硬是没发现学生人影。
张雪梅手足无措，在另一名学生的指引下，在办公楼后坪
的小花园里找到了偷跑的孩子。

那一刻，张雪梅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教好这些特

别的孩子，先要走进他们的内心。接下来一段时间，张
雪梅利用业余时间向其他老师“取经”，又查阅了相关
书籍给自己“充电”。

此后，班上时常会有学生突然“失踪”，但张雪梅总
能第一时间找到他们，“我了解班上的每一个孩子，他
们内心都会有一个自己的小空间。很高兴，能慢慢走进
他们小小的世界里。”

音乐旋律，点亮孩子眼里的光

从启智班到视障班， 又是一个新的领域。 视障教
育、交流和沟通的难度之大，让张雪梅始料未及。

“听说老师很漂亮，我可以摸一摸你的脸吗？”就是
这样一个温柔又小心翼翼的抚摸， 触动了张雪梅心中
最柔软的那根弦。

张雪梅发现，视障孩子除了学习上有困难，更大的
障碍其实是自卑。“孩子们看不见， 或许音乐能让他们
变得开朗、找到自信呢？”

为了让视障孩童重拾信心，她利用专业所长，组建
了视障合唱团，用音乐治愈伤痛，叩响黑暗世界里孩子
的心灵之门。

对于视障学生而言， 学习唱歌需要克服普通人难
以想象的困难，学会一首歌要分开背词、记曲再和声，
前前后后至少要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

一开始，孩子们都不敢放声高歌，只在无人的角落
里轻声哼唱。“我会把他们带到室外，站在操场上、跑道
上、走廊上大声歌唱，孩子们的胆子越来越大，越来越自
信！”从一开始的小声唱、躲着唱，到可以站在操场上放
声歌唱，再到镜头前自信地演唱，孩子们一点一滴的进
步，都离不开张雪梅的鼓励。

“你笑起来真好看！”这句话，是张雪梅的口头禅。合
唱团的曾露露，以前总是低着头，不敢说话，现在笑容多
了，也自信了，上课回答问题越来越积极，成绩也在上
升。在孩子心中，张雪梅就是他们眼中那道最明亮的光。

一次机缘巧合， 张雪梅在网上发布了视障班学生
合唱的《最美的瞬间》，登上了微博热搜。2023年2月13
日，张雪梅和视障班孩子们共同成长的故事，登上了央
视《24小时———遇见你》栏目。

她用音乐驱散黑暗，给孩子《最美的瞬间》 他曾是刘玲琍学生，在特教讲台上坚守近20年

与刘玲琍并肩，有一群追逐翅膀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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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特殊教育学校里的孩子们是
“折翼天使”，那他们身后默默付出的特教
老师就是一个个寻找翅膀的人，他们倾尽
所能，穷极一生，为特殊的孩子们找到展
翅高飞的翅膀。刘玲琍是这样，张雪梅也
是这样。

有些特教老师， 还有着双重身份。今
年44岁的刘涛，是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
数学老师。他有另一重身份，曾是刘玲琍
高年级班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他成了特教老师

由于入学较晚等原因， 刘涛没有学会
说话。但在刘玲琍的影响下，他通过努力
考上了大学。

1998年，刘涛从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毕
业后，进入武汉一所聋哑学校读高中。随后
又通过考试， 进入天津理工大学学习计算
机专业。

2005年， 大学毕业的刘涛回到衡阳特
殊教育学校，成了一名特教老师，担任高年
级听障班的计算机和数学老师。

学生们都亲切地叫他“涛哥”

高年级听障班的孩子，因为各种原因未
能学会开口说话，师生只能通过手语交流。要
把孩子们教好，不是仅凭一腔热血就行。刘涛
带的第一个班级，就让他尝到了苦头。

“他刚参加工作时，一脸腼腆。”同事蒋
旭峰说，学生们看刘涛也是个“毛头小子”，
有的会偷偷溜出去玩。怎么办？刘涛心想自
己也曾是听障学生，偶尔也会心生叛逆，做
出一些违反校规的事。

刘涛决心转变身份， 以朋友身份与学
生们沟通。渐渐地，师生间的距离拉近了，
学生们也慢慢开始喜欢这位大哥哥一样的
老师，都亲切地称呼他“涛哥”。

班里一名叫唐昱（化名）的学生，有拿
同学零食的习惯，刘涛发现后，并没有以
批评方式去教育。他知道，唐昱来自农村，
家里条件不好。发了工资之后，刘涛买了
一大堆零食塞到唐昱怀里。 从那以后，唐
昱再也没有拿过同学的东西。

“你轻轻地走过那，在
风雨花丛中……”空灵、清
澈、宛如天籁之音。这条火
遍网络的短视频， 是衡阳
市特殊教育学校四位视障
女孩合唱的 《最美的瞬

间》。她们的故事登上荧幕，被更多人知晓，也
激励更多的特殊孩子奋发图强，勇敢追梦。

衡阳特教老师刘玲琍登上“感动中国”的
舞台后， 让更多人再一次将目光聚焦到残疾
儿童身上，也看到了倾尽所能为“折翼天使”
寻找翅膀的特教老师们， 衡阳市特殊教育学
校的张雪梅、刘涛，就是这样平凡而伟大的存
在。 ■文/三湘都市报全媒体记者 张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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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师刘涛
曾是刘玲琍学生
坚守特教讲台近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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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教老师张雪梅 用音乐驱散黑暗，给孩子《最美的瞬间》

张雪梅在教孩子们学习唱歌。 刘涛用手语给孩子们上数学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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