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年 12 月，一段一位双目失
明的姑娘在宿舍中熟练地弹奏着8种
乐器的视频引起了大量网友的关注，
这位要“用乐器创造价值”的励志姑
娘名叫王怡文。四年前，她以专业课
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浙江音乐学院声乐
系，成为河南省首个参加普通高考考
上大学的盲人考生。在 2023 年的杭
州亚残运会闭幕式上，怡文作为高声
部领唱，献唱了终章曲 《最忆是杭
州》，那悠扬动听的歌声使无数人沉
醉其中，也让世界看到了她的模样。

跟怡文一样，那些在某些领域拥
有超常天赋，又伴有某些障碍的儿
童，被称为双重特殊儿童，也叫“缺
陷天才”。这种缺陷通常表现为视力
残疾、听力残疾、学习障碍、孤独
症、多动症等。美国泳坛名将迈克
尔·菲尔普斯也是一名典型的双重特
殊儿童，小时候被确诊多动症，后来
因超常的运动天赋进入美国游泳队，
曾多次在世锦赛和奥运会比赛中打破
世界纪录，有着“飞鱼”的称号。作
为双重特殊儿童，他们的成功有天赋
的因素，也与个人不懈努力分不开，
而他们的父母则一定是伯乐！

很多双重特殊儿童的父母在最初
发现孩子的缺陷时，会感到震惊和不
相信，无法接受这个现实，怡文的母
亲也不例外。2000 年，怡文因早产
被送进保温箱，结果因过度吸氧导致
视网膜病变失明，她再也看不到世界
的模样了。怡文的母亲得知这个噩耗
时，感觉天都塌了，不敢相信厄运会
降临到自己和孩子身上。而菲尔普斯
9岁时，他的母亲被告知儿子患有注
意 力 缺 陷 多 动 障 碍 （俗 称 “ 多 动
症”） 时，最初也是感到非常沮丧和
困惑，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还有的
父母会对医生的诊断持怀疑态度，抱
着“孩子再大一点就会好起来”的心
态。直到最后确认孩子确实有缺陷
后，父母则处在不理智、不冷静的状
态，会不惜一切地为孩子治病；有些
父母会严格地训练孩子，相信孩子能
够痊愈，能够“正常”起来，可面对
一再失败后，就会心力交瘁，怨天尤

人。家长尽其所能发现孩子的问题确
实无法彻底解决，而极有可能相伴终
生时，他们可能会抑郁终日、放弃努
力、听天由命。若是父母长期处于这
种消极颓废的状态，对孩子的发展是
极其不利的，甚至会抑制孩子的天赋
和自身的价值。

遇到双重特殊儿童这样的“危机
事件”不同的家庭，危机程度也有所
不同。危机程度不仅与儿童的缺陷程
度有关，还与父母的态度及家庭能够
得到的帮助和支持有关，如果父母希
望克服困难以减轻孩子的缺陷带来的
危机，应该做到以下几个方面：

接受事实，调整心态

当自己的孩子被诊断为特殊儿童
时，对父母而言，这一定是个令人沮
丧和困惑的消息，而接受事实并调整
心态至关重要，因为这将直接影响到
家庭的应对方式、孩子的发展以及家
庭的幸福感。父母要调整对孩子的期
望，不是奢望孩子能够“正常化”发
展，也不要因此而对孩子不抱任何期
望，而是要有一个符合实际的期望水
平。父母应当了解孩子的障碍，将注
意力放在孩子的优势和潜力上。也就
是说，双重特殊儿童的父母不能悲观
避世，不要为自己将缺陷儿“带”到
这个世界而内疚，更不能责备孩子，
应该坦然地应对挑战。

寻求专业帮助，积极提供教育。
双重特殊儿童在成长过程中，会碰到
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父母应该寻求
专业人士包括医生、心理学家、教育
专家等的帮助。在专业人士的指导
下，通过阅读书籍、参加双重特殊儿
童发展课程等来了解孩子的特点及发
展需求，给孩子提供专业的教育和训
练。要将孩子的教育训练当作促进儿
童成长的手段，而不是治愈孩子的缺
陷。例如，怡文的父母很早将女儿送
到盲人学校，寻求老师的专业帮助。
尽管家境并不富裕，父母还是为女儿
报了钢琴班。菲尔普斯的母亲起初按
照医生的指导给儿子服用药物，在得

知长期服用药物会有一定的副作用后，
她又积极寻求其他疗法，让小菲尔普斯
参加各种活动和训练，以帮助儿子摆脱
多动症带来的困扰。

成为伯乐，发现天赋

对于双重特殊儿童的父母而言，发
现并培养孩子的天赋是能够让他们更好
成长的最关键的一步。需要注意的是，
明显的缺陷往往会掩盖孩子的天赋，使
其很难被发现。如果父母只看见孩子的
缺陷而发现不了闪光点，就会埋没孩子
的天赋。父母应当多关注孩子的日常生
活及学习习惯，鼓励孩子参与各种活
动，并注重观察孩子是否对某种事物表
现出强烈的兴趣，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参
与活动，观察孩子是否在记忆、算数、
艺术、运动、音乐等方面有超常能力。
如果发现了孩子的天赋，父母就应当
有计划地进行培养，给予孩子支持和
鼓励，让他们明白他们的天赋是独特
而有价值的。如果需要，还要帮助孩
子找到合适的导师或教练，指导并激
励孩子在特定领域取得更大的进步，
鼓励孩子探索、尝试和发展他们的技
能，多参加比赛、演出等活动，以展
现他们的才华。

怡文和菲尔普斯的成功，最大的原
因就在于他们的母亲发现并坚持培养孩
子的天赋。怡文小的时候，妈妈为了让
女儿打发时间，给她买了一台玩具电子
琴，令妈妈没想到的是，小怡文 4 岁
时，就能听着谱子，有模有样地弹奏

《魂断蓝桥》 和 《阿依达》 等名曲。妈
妈于是给女儿报了钢琴班，而自己则开
始自学盲文，并克服种种困难将谱子翻
译成盲文，以给女儿学习音乐提供帮
助。恰文 10 岁开个人首场演唱会，后
来又学长笛、葫芦丝、手指琴等乐器，
获奖无数。同样地，菲尔普斯年幼时，
母亲让他尝试各种运动，可儿子因患多
动症，无法集中注意力，运动时经常摔
倒，不过，小菲尔普斯精力却总是非常
旺盛。起初，母亲只是为了消耗儿子过
剩的精力让他接触游泳，却惊奇地发
现，小菲尔普斯在游泳池边会非常安

静，学习游泳时也很是耐心，训练时展
现出超乎常人的耐力和速度。

建立亲密关系，提供情感支持

双重特殊儿童天生就有的缺陷，使
他们在生活自理、社会交往、学习时会
遇到各种挫折，容易产生挫败感，受到
同伴的排挤和伤害，导致自我效能感降
低等，而他们自身存在的独特天赋也容
易被缺陷所掩盖。因此，父母需要为孩
子提供情感上的支持和鼓励，帮助孩子
建立自信，才能够更早更好地发现和发
展孩子的天赋。怡文从小没有见过世界
的样子，妈妈努力为她寻找生活中的
光。从学习音乐到考研，一直陪伴着孩
子渡过难关，在女儿遇到“瓶颈期”
时，依然鼓励她坚持下去，输掉比赛
时，也会安慰她不要放弃。

而小菲尔普斯，上课时总是注意力
不集中，老师和同学都不待见他，但母
亲并没有责备他。遇到问题都会与儿子
积极沟通，并耐心疏导教育，鼓励他学
游泳以释放过剩的精力，最终菲尔普斯
在泳坛获得了傲人的成绩。因此，父母
应当与孩子建立密切的关系，鼓励孩子
勇敢地向家人、朋友和身边人表达感受
和需求，培养孩子的社交能力，并提供
必要的帮助和支持。

对于双重特殊儿童的父母来说，
想要让双重特殊儿童有更好的发展，
并帮助他们获得成功，首先就要接受
事实并寻求专业帮助；其次，发现他
们的兴趣和隐藏的天赋是最为关键的
一步，之后，可通过了解孩子情况、
制定适应的计划、提供情感支持和寻
求社会帮助的方式为孩子提供支持；
最后，父母要帮助和指导孩子克服困
难和挑战。当然，这需要长期的耐
心、足够的关爱和持续的努力。但也
只有这样，父母才能成为伯乐，才能
帮助双重特殊儿童更好地成长，最终
与孩子一起享受成功的喜悦！

（作者程黎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儿童创造力发展与教育研究中心主
任，卓玛更宗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特殊教育学院本科生）

父母要成为伯乐
双重特殊儿童亦有天赋才华

程黎 卓玛更宗

肢体障碍也是常见的儿童障碍的类
型，包括四肢的缺失、畸形、脊柱等的
发育异常、中枢系统的损伤和因肢体障
碍导致的功能障碍，脑瘫儿童是肢体障
碍的一种子类型。

脑瘫之外的肢体障碍儿童比较容
易发现，四肢缺失、鸡胸、脊柱侧
弯，脚趾、手指缺失或者畸形、手、
腿不等长等严重影响生活的这类障碍
的儿童很容易看出来，难的是脑瘫儿
童的早期发现。在孩子已经确诊属于
哪种程度的肢体障碍或者残疾后，家
长、老师及学校就要及时地对孩子进
行恰当教育了。

我们先来说说家庭、学校如何对肢
体障碍儿童进行功能训练。

首先，要针对儿童的肢体障碍类型
进行功能的重建训练。这一点很重要，
相当于健康人手臂骨折了，在恢复过程
中，就要锻炼手臂的能力，这就是锻炼
手臂功能的重建训练。而肢体障碍的孩
子如果是截肢后装上了义肢，那就要马
上进行使用义肢的训练，这就是功能的
重建训练。

其次，要针对孩子的肢体障碍类型
进行功能的代替 （代偿） 训练。手没
了，怎么吃饭？用脚或者用嘴来代替
手？也就是一种器官损伤或者损失后，
要用其他器官来代替损失或损伤器官的
功能。很多失去双手后用脚写字、用脚
梳头的人就是代偿的结果。

再次，要针对孩子的肢体障碍类型
进行肢体功能的强化训练。这主要是针
对中枢损伤的情况，强化中枢应有的功
能。例如，脑瘫儿童因为损伤的部位不
同，可能会导致言语障碍、手动作的障

碍，那就采取措施不断地强化儿童的言
语和用手的动作。例如，脑瘫儿童最初
不会用手吃饭，妈妈就一点点训练孩子
用汤匙喝汤，尽管刚开始时，孩子还没
把汤送到嘴里就洒了，但经过长期强化
训练，一定能够建立起孩子大脑指挥手
的功能。

最后，要注意培养肢体障碍儿童的
信心，包括稍大一点孩子活下去的信
心，特别是后天因外伤导致肢体障碍的
儿童；另外，还要注意培养肢体障碍儿
童与功能障碍斗争的信心教育，因为没
有顽强的意志是很难进行器官功能的重
建、代偿等训练。

还要强调一点，家长或老师在对肢
体障碍儿童进行功能训练时要狠下心，
不要事事包办，以促使帮助孩子及早建
立起相应的功能。

下面我们再来说说社会应该如何关
爱肢体障碍儿童。

全社会无障碍环境建设对肢体障碍
儿童友好很重要。2012 年国务院颁发
了 《无障碍环境建设条例》，11 年后，

《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
于2023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国家从
立法层面进行顶层设计关爱肢体障碍人
士，这说明全社会对他们的生活环境越
来越重视。

同时，家庭、学校、社会环境要对
肢体障碍儿童友好，包括软、硬件环境
的无障碍化。例如，肢体障碍儿童无法
上体育课，学校可以安排其他事情，或
者让他们在一边为同学加油助威等，这
样的友好就能成为双向的。

（作者张梅系四川乐山师范学院教
授，刘全礼系北京联合大学教授）

家长、老师要尽早对肢体障碍儿童
进行功能训练

张梅 刘全礼

如果怀疑孩子有可能是视障儿童怎
么办？家长需要及时带孩子去医院就
诊，在确认其视力障碍等级的同时，要
决定后续视力治疗方案，如果需要手
术，请做好相关的准备工作；如果不需
要手术，就要把精力放在教育孩子上。

首先，要在家里尽早开展有针对性
的缺陷代偿教育。这主要是指一旦发现
孩子全盲了，就要马上开始进行全面的
缺陷代偿教育。有位家长在得知四岁女
儿即将完全失明时，就开始用手绢蒙上
女儿的眼睛，然后和孩子做“躲猫猫”
游戏。这样的缺陷代偿教育包括三个方
面内容：

生活自理能力的教育。为了让失明
孩子尽早适应黑暗生活，就要训练孩子
像健康儿童一样能够有生活自理能力，
包括自己吃饭、洗漱、叠被子、洗衣服
等。

专门的方向辨别和定向行走训练。
可以通过上下左右、前后高低、太阳东
边出来、西边落下等方式，以及嗅觉、
味觉、皮肤觉、听觉等来培养孩子的方
向辨别能力；同时，也要培养孩子行走
时挺胸抬头、昂首阔步的能力。实践已
证明，即使是先天盲的孩子，也可以培
养出良好的没有盲像的行走形象。

主动带孩子出门。出门是很好的锻
炼孩子辨别方向与定向行走的机会。

其次，要及时送孩子入学接受教
育。

当前，由于各地没有了专门为盲童
设置的幼儿园，家长可将孩子送进普通
幼儿园。

至于义务教育阶段，全盲的或者视
力损伤较为严重的孩子可送盲校，视力
损伤还没到全盲或者当地没有盲校的，
可送入普通学校随班就读。

不过，无论是在盲校就读还是在普
通学校的普通班级随班就读，家长都应
该配合学校教学开展相应的家庭教育。

第三，家长要注意采取一些辅助措
施帮助儿童读书。全盲学生要使用盲文
及盲文书写系统、光学和电子助视系
统，如眼镜、大字课本、电子放大镜
等。

对于那些视力有损伤但未达到国家
规定的视力障碍标准的儿童，则要在学
校里采取换座位、验配眼镜等措施。

如果孩子智力没有问题，盲生照样
可以读高中、读大学、读研究生，目前
国内一些大学或通过单独考试或让学生
参加统一高考的方式招收盲生。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副教授）

视障儿童要及早进行
全面缺陷代偿教育

谌小猛

如果发现孩子听力有问题，家长应
尽快去专业机构做专业检测，以确定孩
子是传导性聋、感音性聋还是混合聋，
然后对症采取措施。

感音性聋可以植入电子耳蜗。因为
孩子的听毛细胞受损后，可通过人工耳
蜗 （听毛细胞） 的植入，恢复孩子的听
力。

还可以给孩子佩戴合适的助听器。
听力损失 90 分贝以下的孩子，不管是
感音性聋还是传导性聋，助听器的效果
都很好。

与此同时，要尽早对孩子开展听能
和言语训练。一旦孩子的听力有损伤，
就意味着他很难像健康儿童那样通过自
然的渠道获得母语，这就需要做艰苦的
听能和言语训练。如果当地有听障儿童
的听能和言语训练机构，可将孩子送进
这些机构；如果当地没有这样的机构，
普通幼儿园可以接收他们且有懂言语训
练的老师，也可以把孩子送进普通幼儿
园。但是，不管孩子是否在幼儿园，家
长都要开展相应的训练。

实际上，家长在家里开展听障儿童
的言语听能训练作用最大，所以，家长
应该从发现孩子听力有问题时就开始训
练。我国开展听障儿童言语训练已有
30 年的经验，应该说，只要经过科

学、正确和艰苦的听能言语训练，几乎
所有的听障儿童都能获得标准的口语。

孩子到了 6 岁，就应该送去上学
了。近些年来，因为我国听障儿童有所
减少，聋校纷纷改为培智学校，但地级
市一般还保留了聋校。如果孩子的听力
较好，智力也正常，家长可以把孩子送
到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尤其是那些做了
电子耳蜗的听障儿童，完全能够适应普
通学校的学习。

当然，近年也出现了一些新情况，
就是那些随班就读的听障儿童从初中开
始，又回流到聋校读书。这也是正常现
象，因为从初中开始，随着文化课难度
的增加，有些听障儿童跟班确实有困
难。

在对听障儿童开展听能言语训练
时，要特别注意的是，要把这些训练和
儿童的全面发展、儿童的生活教育联系
起来，尤其要和孩子的行为品德教育结
合起来。

许多听障儿童因智力正常，顺利读
完了高中，部分还考进大学，而且我国
已有若干听力障碍者取得了博士学位。

事实证明，听障者和视障者一样可
以为社会作出贡献，家长要有充分的信
心。

（作者单位：长沙市善语康复中心）

在家开展听障儿童言语
听能训练作用最大

刘藜 陈军

“向右转弯，请抬脚，上台阶……”记
者的双手紧紧抓住餐厅引导员杨德民的肩
膀，在没有一丝光的黑暗中小心挪着脚步。

杨德民是北京联合大学特教学院音乐系
的学生，同时也是位于北京西单的木马童话黑
暗餐厅的兼职引导员和钢琴师。在这家就餐环
境完全黑暗的餐厅，眼睛没有光感的杨德民却
可以引导就餐者准确找到就餐的位置。

木马童话黑暗餐厅创立于 2009 年。创
办者外科医生于爽曾突发视网膜脱落，虽经
手术恢复视力，但那段全盲的生活经历让她
深受触动。于爽决定创建一家黑暗体验餐
厅，让视障人士能在里面平等地工作，帮助
他们以餐厅为平台融入社会。

餐厅创建以来，先后有130多名视力障
碍，40 多位智力、肢体残疾人士在这里专
职或兼职工作。他们成为餐厅的采购员、服
务员、厨师，甚至是管理者。在这里，他们
为就餐者服务，也同时感受到被需要、被尊
重。经过几年的历练，他们有的成了音乐老
师，有的成了互联网企业的员工，还有的前
往海外留学。

双眼只有微弱光感的周昊雨在这里工作
了8年。从兼职钢琴师、引导员，到木马童
话黑暗餐厅的经理，他用自己的努力改变人
们对视障群体的传统认知。如今，经由餐厅
的平台，他成了一位歌唱家的学生，并在一
家艺考机构担任声乐老师。意大利盲人男高
音歌唱家安德烈·波切利的父亲曾对他说过
一句话“虽然你看不见这个世界，但你至少
可以做一件事，那就是让这个世界看见
你。”周昊雨把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于爽表示，“希望用失去一顿饭的光明
触发大家换位思考，更加理解和关爱残疾人
群，也更加珍惜生命对自己的馈赠。”

你看不见世界你看不见世界，，但可以让世界看见你但可以让世界看见你

▲2023 年 12 月 22 日是
冬至，餐厅创建人于爽 （右
一）、视力障碍人士杨德民

（右二）、肢体残疾人士贺宁
（右三）、视力障碍人士支鸣
（右四） 等在餐厅后厨包饺
子。

◀ 2023 年 12 月 22 日，
视力障碍人士支鸣 （左） 和
杨德民在木马童话黑暗餐厅
演奏。

新华社记者 殷刚 摄

特殊教育是指对身心有缺陷的人，即盲人、听障人（聋人）、弱智儿童以及问题儿童所开展的教育。特殊教育是教育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高质量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办好特殊教育，是促进社会公平的重要举措，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
志。我国“十四五”规划要求对特殊教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2022年初，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就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教育
部等部门《“十四五”特殊教育发展提升行动计划》答记者问时表示，要“加快健全特殊教育体系，不断完善特殊教育保障机
制，全面提高特殊教育质量，促进残疾儿童青少年自尊、自信、自强、自立，实现最大限度的发展，切实增强残疾儿童青少年
家庭福祉，努力使残疾儿童青少年成长为国家有用之才。”

但特殊儿童有教育的最佳发展期和教育期，对此，家长要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要采取有效的方法。本期我们邀请专家
对特殊儿童的家长予以辅导。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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