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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2 日下午 3 时，下
课铃响。10 岁的洋洋绕开
班级在校门口排的长队，冲
出校门。他双手前后不规律
地晃动，嘴里不时哼着的，是
只有他才懂的语言。

身后的这所打工子弟学
校，夹杂在一片简易民居和厂
房之间，仅有两栋简陋的两层
校舍和一个狭小的操场。

这里接收了洋洋——
一个曾被学籍片区的名校
拒绝入学，又被另一所小学
劝退的自闭症儿童。

“慢点儿，洋洋，等等姐
姐。”陪读的小姐姐刘华（化
名）跟在身后喊道。21 岁学
特殊教育出身的刘华，陪伴
洋洋近 1 年了，她试图探索
洋洋沉浸其中的世界，“可我
始终弄不懂他在想什么。”

洋洋有双明亮清澈的
大眼睛，但他的眼神却总是
越过眼前的人，飘向远方。
他对周围的一切似乎无动
于衷；喜欢转着圈走路，不
喜欢别人触碰；会整晚不睡
觉，撕心裂肺地哭……

洋 洋 妈 曾 经 很 绝 望 ，
“他对我来说就像一个谜。
任 我 求 他 ，骂 他 ，都 没 反
应。他不懂得正常与人交
往的方式。”

行为刻板、存在社交障
碍和语言沟通障碍，是自闭
症群体的特征，但每一个自
闭 症 孩 子 的 表 现 也 有 不
同。洋洋妈能很快描述出

儿子的行为特性，并会特别
强调洋洋从未攻击过人。

尽管医生强调，自闭症
将伴随洋洋终身，但像很多
自闭症家长一样，洋洋妈希
望儿子能走出孤独。而融
合教育，正是她抓住的一根
救命稻草。“他要在普通学
校才能学会与人交往。”

班里的特殊孩子

在各类培智康复机构训
练 5 年后，2010 年，8 岁的洋
洋已能与人进行简单对话。

洋洋妈考察过一些培智
学校，但那里的孩子翻来复
去念“a、o、e”，计算简单的加
减法，这些洋洋都会了。

洋洋妈打算把儿子送
入普通小学。按学籍片区
划分，洋洋应该分在海淀区
一所名牌小学。

2010 年秋季开学前，洋
洋妈专程带儿子去学校拜
访校长，结果连校领导的面
都没见着。这所学校曾有
位老师的孩子也是自闭症，
但只在学校读了一个学期，
就转到培智学校。校长认
为，有特教老师的地方，更
适合自闭症儿童。

想到名校的竞争压力，
洋洋妈改变思路。听说家门
口的小学曾接受过福利院孩
子，她托关系找到校长，终于
为洋洋争取到试读机会。

但学校没有陪读先例，

“校长担心进班陪读会影响
课堂。”专为洋洋上学聘请
的陪读小姐姐，最终只能站
在教室外面张望。

洋洋很快显出与众不同。
上课第一天，不懂上课

规矩的他焦躁地晃动身体，
嘴里发出含混不清的怪声，
椅子摩擦水泥地面的刺耳
声引起师生侧目。

班主任立即制止，就像
火上浇油，洋洋的身体摇摆
幅度更大，嘴巴发声更响，
最后大哭起来。无奈之下，
班主任只好让守在门外的

“陪读”把洋洋先带回家。
接下来的几天里，洋洋

的情况在变糟，上着上着
课，要么长时间发呆，要么
走出教室，要么自言自语，
或是无来由地大声哭叫。
但老师没有给予这个特殊
学生更多的“安抚”。

“他们和别的孩子不一
样，需要更多的理解和包
容。”这是几位自闭症家长发
出的共同感慨，社会对自闭
症的了解太少，制度对这个
群体的支持不够完善，让孩
子们的求学之路非常艰辛。

遭遇劝退危机

洋洋第一次的学校生
活，仅仅维持了5天。

对劝退的恐惧，无时无
刻不盘亘在为孩子争取上
学的自闭症家长心中。洋

洋妈也不例外，在那5天里，
“我的心一直提到嗓子眼，
总是担惊受怕，拿电话的手
直打哆嗦，生怕学校把洋洋
退回来。”

第 5 天，洋洋妈主动约
班主任商量，希望能找出一
套方案让洋洋融入班集体。

但班主任很无奈。“我
不想当劳模，只想把我的分
内事情做好，把班级带好。
我不知道怎么去和你家孩
子交流，我无能为力。”

在记者接触的 5个个案
中，有 4 个自闭症儿童都曾
遭遇劝退危机。有的坚持
留下，有的则选择离开。

鑫鑫遭遇的劝退更是
频繁。从幼儿园开始，园长
曾多次让鑫鑫不要再来上
学。执着的鑫鑫妈会喊上
全家人一起送孩子。老师
说，鑫鑫会爬窗，她就掏钱
为班里的窗户装护栏。

到了小学二年级，他遭
遇了最大的劝退危机：被全
班43名家长联名要求劝退。

那一次的导火索是交作
业事件。鑫鑫和同学一起排
队交作业，轮到他时，老师没
收，鑫鑫又重新排队，老师又
没接过去。“那个老师平时对
他很好，但不知道为什么那
次没接他的作业本。”

对于行为刻板的自闭症
孩子而言，当规则一再被打
破，就不知该怎么办了。鑫
鑫直接将作业本扔出去，砸

到女同学脸上。那次，鑫鑫
妈带着女同学去看病，买了
同学喜欢的天线宝宝赔礼道
歉，但直接遭到家长拒绝。

“他们说我儿子有暴力
倾向。”1张嘴面对43张嘴的
那一刻，鑫鑫妈很无助。“当
时真的很难受，我的声音那
么小。”

“你们要不想接受他，
你们就转走。”这次劝退，最
终因为校长的坚持，让鑫鑫
得到了继续上学的机会。
如今，他已是一名初一学
生，弹得一手好钢琴。

“自闭症孩子需要很大
的人力资源，比学校接收的
其他残障学生更难带。”西
总布小学教学处的孙全红
老师指出，她曾去过自闭症
康复机构，那里的孩子多是
特教老师一对一、二对一，
甚至三对一地进行培训。
而普校老师要面对的是全
班三四十名学生。

曾参与联名劝退的家
长表示，他们并不是嫌弃自
闭症患儿，也希望那个孩子
能得到正确的治疗和教育，
但不应建立在严重影响其
他孩子学习的基础上。

另一位参与的家长指出，
在随班就读政策面前，无论是
自闭症儿童、家长，还是学校、
老师、学生，都没做好充分准
备，导致问题接踵而至。

4个自闭症孩子的艰难“学途”
多数在普校经历过“被劝退”，教育专家建议建立陪读制，配置特教老师

李 明（化 名）失 学
了。他的课堂，从北京朝
阳区芳草地国际学校世
纪小学四年级的教室变
成了家里。

9月底，在一起30余
位家长联名劝退疑似孤
独症学生和罢课事件中，
他失去了读书的机会。
在这些家长的描述中，他
是个打同学、打老师，大
声哭闹的学生。

而在此几天前，深圳
也曾发生类似劝退事件，
一名孤独症儿童被19名
家长联名劝退。

但在中国公益研究院
今年发布的《中国自闭症
儿童现状分析报告》显示，
绝大部分自闭症家长认
为，孩子应该随班就读。

通过走访，记者发现
发生在孤独症孩子身上的

“被劝退”事件绝非个案，
从他们的经历中，透露出
目前的教育环境似乎并未
做好接受他们的准备。

（下转A09版）

洋洋 10岁，被学
籍片区名校拒绝入
学，在第二所小学就
读5天又被劝退，目前
在一所郊区的打工子
弟学校就读三年级。

■ 探访对象

鑫鑫 13 岁，幼
儿园时就频繁被劝
退，小学二年级被
43 名家长联名要求
退学，最终留在了学
校，目前就读初一。

小磊 14 岁，在
郊区普校顺利完成
小学学业，目前就读
初一，与老师同学关
系融洽。
（文中孩子均系化名）

唐唐 20岁，小学
二年级被10多名家长
劝退，转到培智学校一
年后，重返普校，完成9
年义务教育，读职高一
周被劝退，目前在家。

陪读：请特教专业的陪读4年，工资2500每月，
包吃包住，年底奖金，每年4万左右，4年共16万元。

课业辅导：请语文、数学家教，每年 1 万元左
右，6年总共花费约6万元

总计：小学六年除学费外，学业花费22万元左右。

■ 小磊的小学账单

10月9日早7点，妈妈送小磊到校门口。小磊今年14岁，自闭症儿童。今年在海淀某中学上初一。

什么是自闭症？
自闭症，又称孤

独症，属广泛性发育障
碍中的一种特殊类型，
一般发生在3岁前，以
男孩多见。1943年，自
闭症最早由美国精神病
专家坎纳在临床医学中
发现。自闭症的主要
表现为儿童的社会
化障碍、沟通障碍
和 重 复 刻 板 局 限
的行为与兴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