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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与听都无法有效沟
通交流时，如何叩开彼此的心
门，成为朋友？双手竖起大拇
指，拳心相碰两次，这是很多
特教老师在与听障儿童交流
时常用的手势之一。这个手势
在手语里是“朋友”的意思，就
像两个人在叩开彼此的心门，
为对方送上鼓励。

对听障儿童而言，世界为
他们关上了“声音”这扇窗，但
特教老师努力用爱和温暖，为
他们敲碎了“静音键”，帮助他
们早日回归主流社会。今年 9
月23日是第六届国际手语日，
记者走近特教教师这个群体，
倾听他们的心声。

9月 10日，是全中国每一位教师的节日。每年到教师
节这天，李珊总会早早从睡梦中醒来，认真地回复微信聊
天列表里学生们发来的祝福，在她看来，这是对学生们的
一种尊重，也是对其懂得感恩的一种肯定。

“相比普校‘桃李满天’的成就，我更希望能够帮助这
些特殊孩子突破自己的障碍，能够坚强自信，融入社会，有
尊严地生活。”今年41岁的李珊是漳州市阳光学校的一名
特教老师，从事特殊教育已有17年。

“为什么选择成为一名特教教师？”经常有人这么问李
珊。她总是笑着说：“手语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我要用它叩
开‘无声世界’的大门。”

“手语就是听障人士的‘耳朵’和‘嘴巴’，在无声的世
界里，它是听障人士和有声世界沟通的桥梁。”之所以报考
特殊教育专业，是受了“发小”的影响。“手语是一门特殊语

言，不仅有趣，掌握后也能有一技傍身。”高考填报志愿时，
李珊从就读特殊专业的好友刘莉莉那里了解到手语的魅
力，虽然对手语的表达一知半解，却为之着迷。带着似懂非
懂的兴趣爱好，李珊最终填报了泉州师范学院特殊教育专
业。

“上帝为他们关上了一扇窗户，但并没有阻断他们感
知世界的大门。通过手语，我可以拉近与聋哑人的距离，倾
听他们心中的小欢喜、小悲伤、小盼望。”在大学期间，李珊
通过老师的授课，以及见习期间与这群特殊孩子的交流和
沟通，她慢慢地喜欢上了这群特殊的孩子，沟通也从最初
的懵懂，到他们能够为其打开心扉。“只有学好学通手语，
才能更好地跟他们进行沟通交流，这也更加坚定了我想成
为一名特教教师的决心。”李珊说。

在阳光学校里，手语是每一位老师必备的技能。由
于孩子的特殊性，班级里往往只有十来个学生，然而它
的教学难度并不比教授四五十个正常孩子来得轻松，有
时教会一个孩子，一个简单的手语需要重复不下三四十
遍。哪怕是谢谢、再见、劳动、早上好等简单的手语，17年
的执教生涯中，每一个动作李珊也做了不下上万次。

“相较正常人，聋哑学生对周围的一切十分敏感，但他
们同样渴望接触这个世界。”在李珊的印象里，阳光学校的
孩子们十分乖巧懂事，也更加懂得感恩，互帮互助行为在
校园里早已蔚然成风。提及班级里的孩子，李珊时不时会
将笑容挂在脸上，这份快乐来自教书育人的成就感，也来
自学生们天真无邪的笑颜。

李珊坦言，陪伴着孩子们一同成长，便是她生活中快
乐的源泉。能够看着身边的“无声天使”从学习独立生活，
到逐步融入社会，以健全的人格去看待这个世界，是她最
欣慰的事情。

⊙本报记者 许文彬 文/图

李珊李珊：：

用手用手““说话说话””点亮点亮““无声无声””的梦想的梦想

“社会上有很多职业，大家以后最想从事什么职业
呢？”在高三年的教室中，语文老师林婧正用手语流畅地向
同学们讲述“敬业与乐业”课题。18名学生跟随老师的节
奏不断变换手部动作，偌大的教室里，除了林婧与手语相
伴的口语讲解，几乎只剩下手掌摩擦和翻动课本时发出的
窸窸窣窣声，无言的课堂，沉默而有力量。

亲和、热情，是林婧给人的第一印象。出生于 1990年
的她，刚走出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的校门，就来到了
阳光学校，接手了一批一年级的小朋友。虽然是科班出
身，但面对一群初次接受教育的特殊学生，初入教坛的
她还是感到了无措。由于孩子们没有学过手语，要想教
课，得先教会他们“说话”，为了让孩子们明白自己在表
达什么意思，林婧常常“手舞足蹈”，用夸张的动作去诠
释每一个词、句。“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像个演员。”林
婧回忆道。

好在，在特教的环境下，孩子的手语进步得很快。另一
问题接踵而来，学校里教的是通用手语，但孩子们之间有
自己交流用的自然手语，而且打得非常快，快到看不清。为

了更好地掌握自然手语，消除与孩子们的沟通障碍，林婧
不耻下问，向学生们请教。此外，为了适应通用手语，一套
4本的《国家通用手语》不知被林婧翻了多少遍，一遍一遍
地比划校正，直到烂熟于心。

与普校不同，在一贯制的体系下，林婧一带班就是12
年。如今，这批孩子们已经步入高三。12年的携手相伴，在
林婧眼中，她和孩子们之间的关系早已超越了师生，情似
家人。

四年级时，有一个孩子半夜发烧，哭着闹着要林婧
带他去医院。接到电话后，害怕走夜路的林婧强压着忐
忑的心，从北环城路一路骑车赶到学校，带孩子去看急
诊；孩子们进入发育期，林婧为孩子们科普生理知识，
购买卫生用品；孩子们想买生活用品和零食，林婧就
每周统计，大包小包地帮孩子们采买物资，连电动车
后视镜上都要挂上两个袋子。在腾飞路改造通车前，
林婧依然骑着自行车，沿着凤高路一路上坡下坡，为
孩子们当“采购员”，一折腾就是大半天……细数点
滴，不知不觉间，林婧已经陪着孩子们从懵懂到成年，
走过了成长的每一步。孩子们也见证着林婧从初出茅
庐到独当一面的成长蜕变，依赖、喜欢着这位和蔼可亲
的“大姐姐”老师。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我的每一分付出，他们都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用贴心和温暖回馈着我。”林婧告诉记
者，每年孩子们都会为她庆祝生日。今年，几个孩子在课
间突然冲进办公室，将林婧往教室拉。一进教室，林婧就
看到一块“女神生日快乐”的大牌子，黑板上画着板报，
屏幕中播放着 PPT，孩子们飞撒着碎纸片，“唱”着生日
歌。那一刻，林婧的泪水再也忍不住：“孩子们爱我，我也
爱他们。”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这是林婧最常
勉励孩子们的一句话。在林婧看来，特殊孩子们只不过是
一朵晚开的花，他们求知上进的劲头和普校的学生并无分
别。林婧的想法很单纯：“只要他们能圆了大学梦，找到未
来的人生方向，以健康、积极的心态融入社会、幸福生活，
这就是我最大的欣慰。”

⊙本报记者 肖颖婧 文/图

林婧林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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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阳光学校敞亮的教室里，正播放着一段教学视频。
学生们跟随视频，不断变换着手部动作。偌大的教室里，只
有手肘摩擦发出的窸窸窣窣声。陈瓦娜站在讲台旁，不时
做出口型，示范准确的手语动作。

今年 45 岁的陈瓦娜毕业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
校，毕业后，她一直就职于漳州市阳光学校，是特殊教
育系统里的一名手语教师。从事手语教学 25 年来，陈瓦
娜始终致力于为听障人士“发声”，2018 年她被评为高
级教师。2001 年，陈瓦娜被聘为漳州电视台第一位一周
要闻手语主播。

16 岁懵懂的年纪，陈瓦娜机缘巧合、误打误撞选择
了特殊学校的手语翻译专业，主攻音乐舞蹈。20岁那年，
毕业后的她被分配到阳光学校（原名：漳州市聋哑学
校），开始了和听障孩子们朝夕相处的时光。“他们虽然
听不到，也说不了，但内心丰富且单纯。他们跟我们健全
人一样，热爱生活，渴望学习。”在相处中，陈瓦娜渐渐被
他们纯真的笑容和执着的信念所感染。她暗暗给自己定
下目标：一定要努力为他们做一些事，陪伴帮助他们成

就精彩的人生。
“我还清晰记得，2001 年，那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三

年，学校安排我带领 12 名听障学生远赴合肥，参加一场
全国大型汇演。”陈瓦娜回忆，那时候她还只是一个 23
岁的年轻姑娘，坐着绿皮火车，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跋
涉，途中还要和同事一起照顾 12 名听障孩子，一路艰
辛。在比赛前的排练中，陈瓦娜发现，其中一个转身动
作，孩子们都集体面向舞台后方，她无法第一时间绕到
后场为他们比划，这极有可能致使大家动作不一，跟不
上节奏，从而导致整个舞蹈演砸了。就在她焦头烂额的
时候，恰好随行的领导会手语，及时给予她帮助，顺利
化解难题。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陈瓦娜带着孩
子们，取得了她职业生涯的第一个全国奖项：全国残疾
人艺术汇演二等奖。

“这些孩子其实很不容易，他们出生在无声的世界里，
要克服多少困难，才能融入社会，才能正常生活，这是我们
难以想象的。”陈瓦娜说，每次在排舞的过程中，总有一些
孩子会因为各种原因一度想过放弃，但是在她耐心悉心地
安抚和鼓励下，他们很快重振信心，继续高强度地投入到
训练中，直到比赛的最后一刻。

“当我看着他们整齐划一地把动作做好，如此完美
且高水准地完成整支舞蹈时，那一刻，我忍不住喜极而
泣。”在陈瓦娜的指导带领下，阳光学校的孩子们陆续参
加全国、省市大小各类比赛演出，至今获奖无数。孩子们
也在一次次的表演中，增强自信心，树立新目标，变得更
加阳光开朗。

在和陈瓦娜的交流中，她谈得最多的不是自己，
而是对听障教育的希冀。“跟听障孩子相处的 25 年，我
时常被他们感动着。我把手语翻译行业理解为春天的
事业。在春天的事业里，也许一切并不是那么的完美
和完善，它需要参与其中的每个人的共同努力。”陈瓦
娜希望，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听障人士的世界能
够越来越丰富，“听到”更多美妙的声音，收获更多美
好的愿景。 ⊙本报记者 李 润 文/图

陈瓦娜陈瓦娜：：

以手化形以手化形 连接无声世界连接无声世界

林婧向学生们讲述不同职业

李珊用手语与学生沟通

陈瓦娜正在给孩子们上舞蹈课

本报讯（赵淑妍）在中秋佳节
来临之际，“情暖邻里庆中秋 群
心向党迎国庆”中秋志愿服务活
动在浦洲社区举行，活动吸引了
众多社区居民前来参加。

此次活动由新桥街道党工
委、新桥街道办事处、浦洲社区党
总支、浦洲社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 、漳 州 市 疾 控 中 心 、“ 漳 州
110”、漳州市公安局妇委会等单
位联合开展。

活动现场，便民服务小站
设置义剪义诊、电器义务维修、
测量血压血糖、免费法律咨询

等多种志愿服务项目。同时，活
动还为辖区内残疾人或者高龄
独居老人、行动不便老人等困
难群体提供上门服务；为辖区
内的老党员、困难家庭、残疾
人、归国侨胞等送去中秋节日
的慰问和关怀。

在游园活动区，设置了多种
丰富有趣的互动游戏，包括趣味
中秋博饼、套圈圈等。现场居民
表示：“这样的活动不仅丰富了
我们的文化生活，还促进邻里关
系、家庭和睦、社区和谐，大人小
孩都开心。”

情暖邻里 共庆中秋

本报讯（记者 李润 文/图）
为丰富社区居民的精神文化生
活，增强社区凝聚力，让大家度过
一个美好又难忘的中秋节，9 月
22日上午，芗城区芝山街道上墩
社区开展迎中秋博饼活动。

活动现场，一片欢声笑语。

骰子声、欢呼声此起彼伏，经过
一番激烈的比拼，大家都收获不
少战利品。此外，活动现场还设
置套圈圈、投壶、猜灯谜等喜闻
乐见的小游戏，每个游戏面前都
站满踊跃参加的居民，现场其乐
融融。

同心团圆同心团圆““益益””起送福起送福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宋元明 文/供图）为稳定戒毒人员
心理状态，纾解戒毒人员焦虑抑郁
等负面情绪和心理压力，帮助戒毒
人员放松身心，提升戒毒人员心理
调适能力，9月22日，福建省漳州司
法强制隔离戒毒所（以下简称：漳州
所）组织全体戒毒人员开展“放松身
心，减压赋能”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活动邀请到闽南师范大学心
理咨询中心专职教师为戒毒人员
开展各项舒缓活动，例如：金龙拍

拍操、极速节拍、兔子舞和团体动
力圈等，戒毒人员踊跃参与，积极
互动。“心理矫治是面对戒毒人员
一项重要的工作，戒毒人员在戒毒
过程虽然身体脱毒，但‘心瘾’难
戒，也常常因为各种心理问题导致
戒治效果不佳。”漳州所民警刘逸
逸表示，漳州所与闽南师大进行所
校共建，通过高校专业力量有效帮
助戒毒人员治疗心理疾病，有助于
促进戒毒人员解除“心瘾”并成功
戒治。

心理团辅心理团辅 减压赋能减压赋能
漳州所开展戒毒人员团体心理辅导活动

本报讯（曾艺敏 陈端茂）9月
20 日下午，平和县新南小学奖教
奖学教育基金会举行第四次颁奖，
表彰奖励师生 24 人，颁发奖教奖
学金3.92万元。

该教育基金会于 2020 年 1 月
成立，是平和县崎岭乡新南村的

乡贤、乡亲，新南小学校友以及社
会各界爱心人士捐资筹集近 46
万元而设立的，旨在进一步弘扬
尊师重教良好社会风尚。当天，爱
心人士曾香菊还为新南小学捐赠
一批图书，丰富同学们课外阅读
内容。

尊师重教在新南蔚然成风

本报讯（记者 李润 通讯员
王思文）为上好“新生入学消防安
全第一课”，9月21日下午，漳州卫
生职业学院与芗城区消防救援大
队联合举办新生消防安全教育进
军训暨消防演练，2023 级 4154 名
新生参加。

此次活动包括消防指战员现
场教学常规消防器材的使用，消防
车辆器材装备展示与体验，灭火器
（灭火毯）灭油盆火、炒锅起火如何
处置、防烟面罩如何使用、火灾模
拟逃生体验和消防灭火疏散演练。
新生们纷纷踊跃报名，体验各个灭
火项目和消防车辆器材装备，进而
真正掌握火灾发生初期的处置方
式和扑救要领。

随后，为让新生们更为直观

地感受火场，迅速掌握逃生灭火
技能，学校安全保卫处组织新生
们到图书馆开展消防灭火疏散
演练。

随着警报声响起，演练正式开
始。学校第一时间启动消防灭火疏
散演练预案，在老师的疏散引导
下，新生们纷纷伏低身姿，利用湿
毛巾捂住口鼻，沿着楼道、楼梯通
过各个安全出口，安全、快速、有序
地撤离“火灾”现场，到达安全地
带。接到“报警”后，市消防救援支
队立即调动两部消防车和17名消
防指战员，开展火情侦察，发现有
一名学生被困，火势正在进一步蔓
延，指挥员下达解救被困人员的指
令，整个活动过程紧张有序，实用
性强，效果显著。

消防安全教育进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