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包容下的“转机”

洋洋被第一所学校劝退
时，班主任曾对洋洋妈说，“与
其让他在学校呆着，不如回家
学做一碗西红柿鸡蛋面”。

但洋洋妈很庆幸自己
的坚持。

她给洋洋找到了一所愿
意包容洋洋“缺点”的打工子
弟学校，这里的同学也不明
白，洋洋为什么会无缘无故在
课堂上哭。但六一儿童节，全
班同学送给洋洋一张卡片：

“洋洋，我们都很喜欢你，希望
你以后不要那么爱哭。”

老师杨春辉仍把洋洋看
成一个听话的学生。“他很
乖，告诉他不要乱动，不要
哭，过3、5分钟他就会停止。”

现在的洋洋，会指着作
业本的“叉”，对老师说“洋洋
要红钩钩”。他很少主动举
手答题，但当被点名念课文
时，他会用不流畅的语言小
声朗读。听到同学们给他鼓
掌，他会接着读下一篇课文。

陪读姐姐刘华说，洋洋
已经知道要表扬了，这一点
点进步，也足够让他们欣喜。

“其实我不指望洋洋能
学多少知识，最关键的是他
要学会与普通人交流，融入
群体生活。”洋洋妈很感谢
这个学校，给了洋洋一个宽
容温馨的学校环境。

“如果是去培智学校，
这些孩子还是无法融入社
会，社会发展到今天，不能
再回到温室时代了。”北京
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韦
小满指出，自闭症儿童一定
要接触社会，才知道社会的
行为规范是什么。让适合

随班就读的自闭症儿童进
入普校，对于其他孩子也是
有好处的，比如爱心教育。
照顾身边的自闭症同学，远
比抽象的爱心说教更真切。

坚守妈妈的困惑

但并不是所有随班就
读的自闭症学生，都能得到
很好的融合。

坚持让儿子在普校完成
9年义务教育，唐唐的妈妈迷
惑了。“我开始怀疑，这些年我
的坚持，是否真是为他好。”

唐唐8岁时进入片区的
小学就读，但学校没同意陪
读，他独自在学校读书，教室
外没有陪读小姐姐的守候。

唐唐总是坐在教室最后
一排的角落，四周没有同学。

躲在学校长廊里，唐唐
妈看到儿子笨拙地伸出手，主
动和路过的同学说话，第一个
同学害怕地躲开了，第二个同
学又躲开……唐唐伸出的手
和肩膀在颤抖，怒目圆睁。

他的情绪隔一段时间
就会爆发。他曾冲出教室，
跑到邻班教室大骂老师，也
曾拿起小石头砸同学。二
年级，唐唐被10多名家长联
名劝退。唐唐回到培智学
校学习一年，一年后返校。
但五年级时，他突然在班里
把全身衣服剪成布条。

读初中时，唐唐在厕所
被同学欺负，他变得不敢喝
水，不敢上厕所。在学校的
唐唐经常焦虑，严重时见人
就紧张，浑身打哆嗦，嘴里不
停发出怪声，脸上青筋暴起。

“老师和同学并不缺少
爱心，只是不懂得怎样与唐
唐交流。”唐唐妈感觉，在很
多条件欠缺的情况下，尽管

儿子在普校完成了9年义务
教育，但他的融合教育并不
成功，很快又被职校劝退。

唐唐妈花了两年让儿子
放松下来，上午弹钢琴，下午画
画、打球、游泳等。现在的唐唐
喜欢帮妈妈做家务，边洗碗边
哼歌。有邻居说，现在的唐唐，
看上去就像一只温顺的绵羊。

“让孩子随班就读，很
多自闭症家长都会茫然。”
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执
行主任孙忠凯指出，大部分
自闭症孩子其实是在随班

“混”读。没有专门特教老
师、资源教室，并给这些特
殊的孩子提供个性化教育，
他们就很难融合。

家庭不能承受之重

更多时候，家长承担了
自闭症孩子的融合教育压力。

小磊妈 40多岁，刚染过
的头发难以遮掩几缕白发，

“都是为小磊上学焦虑的。”
她曾是一家大型 IT 公

司的职业女性，在儿子 3 岁
被确诊为自闭症后，她开始
与自闭症无休止地斗争。
2009 年，小磊妈辞去工作，
毕生的目标是帮助儿子最
大限度地融入普通人群。

小磊被诊断为“中重度
孤独症伴随能力障碍”，智
商在46分以下。测试时，医
生问，什么动物爱吃骨头？
小磊说，团团。医生摇了摇
头，妈妈却在一边觉得好
笑。团团是家里一条胖嘟
嘟的黄色小狗。

有专家认为，这个孩子
不适合上普通学校。但小
磊妈坚信，融合教育能改变
小磊的命运。

为了儿子顺利随班就

读，小磊妈做了大量铺垫：给
老师赠送厚厚的自闭症介绍；
掏钱请特教专家到校讲融合
教育；请陪读阿姨；给儿子的
桌椅腿用布包好，防止儿子
摇晃桌椅产生噪音；每年六
一给全班同学准备一份小礼
物，让小磊写感谢卡……

在小磊的成长学习道路
上，妈妈预想到儿子可能接
触到的每个人，对各种突发
状况做出预案。小磊的老
师、同学也接纳了小磊。“很
多事情都要家长努力去做，
不是把孩子单纯扔到学校。”

今年小磊读初一，在学
校老师眼中是个“有礼貌、
乖巧的学生”，妈妈教给他
的都会一丝不苟地去做，见
到每个人都会打招呼。在
家中是妈妈的好帮手，会帮
妈妈做饭、擦地板。但厨房
厨具都要按他的顺序摆放，
铲子排第一，然后是汤勺、漏
勺等，妈妈摆错了他会马上
纠正。他喜欢烘焙糕点，把
糕点分送给邻居和物业。他
的梦想是开一家咖啡厅，做
一个快乐的烘焙师。

小磊曾经的小学校长坦
言，尽管学校接受了全纳教
育的理念，接受了小磊，但学
校并没配备特教老师，没有
资源教室。小磊的“奇迹”，
更大原因在于他的妈妈。

个案的成功，并不能代
表整个群体。从 2006 年至
2012 年，小磊就读小学 6 年
中，除学费外，额外用在学业
上的钱总计在22万元左右。

“孩子的未来不应该是
妈妈来决定的，应该靠政
策。”鑫鑫妈说，融合成功的
孩子，家庭经济条件基本都
还不错，更多家庭连生存都
是个问题，更不用谈教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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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现状】

有局限的随班就读

【建议】

特教老师进入普校

百年老校东城区西总
布小学至今已进行超过 10
年的融合教育实践。1999
年，该校被命名为“随班就
读实验校”，创建了东城区
第一所资源教室。目前，
该校全体老师都接受过特
教培训，并邀请特教专家
驻校，指导老师对自闭症
孩子进行了个体化教学方
案，允许家长全程陪读。

但该校教学处孙全红
老师坦言，驻校的特教专家
更多的是辅助和指导，特殊
学生的教学压力仍由普教
老师承担。“即便家长全程
陪读，老师的压力都很大，
所以学校只能接受轻度自
闭症孩子。”

孙全红算了一笔账：一
位当班主任的语文老师，
要教两个班的语文，一周

至少 13 节课。课外，还要
辅导学生，做班级管理、备课
等。这已是满负荷工作量。
如她教的两个班都有特殊孩
子，她每周至少要加两节课。

该校对包括自闭症在
内的特殊学生采取双学籍
管理，让适应随班就读的
孩子留在本校，不适应的
保留学籍，先在东城的培
智学校康复，好转后返校。

北京在推广全纳教育
理念，即没有排斥、没有歧
视、没有分类的教育，很多
学校在探索融合教育，政府
也在不断推进随班就读。

但韦小满指出，目前相
关的各项制度还没完全建
立，随班就读只能有条件进
行，不是所有自闭症儿童都
适合。“没有专业的支持，有
的孩子将受到更大的挫折。”

“有的普校老师甚至都
没听说过自闭症，就算有
爱心，也很难去做好。”韦
小满指出，在国外，特教老
师要求硕士毕业。

如今特教老师的数量
和质量，都不能满足自闭症
等特殊学生的需求。韦小
满建议，培训还需加强，能
让更多专业的特教老师走
上岗位。“我希望每一所学
校都能配有几位专业的特
教老师，并对普教老师进行
特教培训。”最近，韦小满
一直在向有关部门呼吁。

“其实我们非常愿意聘
请特教老师，既有利于孩

子，又能减轻普教老师的压
力。”但西总布小学的孙全
红老师表示，目前东城区拨
付给学校的随班就读经费
有限，学校没有多余的钱再
聘请特教。

更关键的是，学校配备
特教老师，还涉及人员编制，

“这肯定需要政府的支持。”
据洋洋的陪读姐姐刘

华透露，虽然学了5年特教
专业，但她的同学毕业后
鲜少有从事特教专业工作
的，一方面是稳定的特教
机构工作难找，另一方面
零散的特教工作工资待遇
不高，工作前途不被看好。

【对策】

陪读制需财政支持
对很多学校来说，配置

特教老师只是画饼充饥。
对此，中国公益研究

院儿童福利研究中心常务
副主任高玉荣建议，至少
应建立陪读制，以防止矛
盾激化。

但即便在北京，仍有学
校会拒绝陪读，学校也不
知道该怎么陪读。在自闭
症 儿 童 没 有 陪 读 的 情 况
下，任课老师只会分身乏
术，为了兼顾一方而舍弃
另一方。一些劝退事件，
正是由此而起。

“你有接受义务教育的
权利，但如果伤害到别人，
就是一种恶权利，所以要做
到不损人又利己。”北京市
孤独症儿童康复协会理事
周静认为，陪读制的建立
很有必要。

高玉荣指出，在国外，针

对孩子的特殊需求，政府会
有财政支持陪读制，学校会
专门为这些孩子聘请特教
老师陪读。自闭症孩子失
控状态下，陪读老师可以带
他离开。

“这么多年来，一直有
人在呼吁建立陪读制度，
但至今还没有建立。”高玉
荣强调，必须通过法律来
建立陪读制，确保这一制
度的推行。政府不仅要出
台政策，也应从财政上支
持和鼓励学校接受自闭症
儿童，比如增加对特殊孩
子的特殊教育补助。这部
分钱在孩子上学后，就由
学校来运用，可聘请特教
老师，提高相关老师的工
资，对老师的付出是一种
鼓励。目前，有的地区有
一些优惠政策，但还很有
局限。

美国：美国对自闭症儿童实施融合教育，普通班级和资源教室成
为安置自闭症儿童的主要模式。在2003年-2007年，美国自闭症儿童
主要安置于普通班级中，且有较小幅上升的趋势，2007年所占比例达
89.7%。随着对自闭症儿童的不断关注，其融合教育的支持策略也不
断完善，主要有社交支持策略、间接干预策略和学业支持策略。也开
发了多种有效的训练方法。

日本：日本对自闭症的发现与研究起始于
1952年，从1969年开始日本就将自闭症儿童安
置在普通学校中接受教育，挖掘自闭症儿童的
潜在能力，通过治疗教育改善自闭症状，让自闭
症儿童融入普通人群。

■ 他山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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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2日，放学时间，海淀郊区一打工子弟学校，同学们排队出校，洋洋（右二穿蓝衣男孩）径直朝校外走去。

（上接A08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