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一次，都在徘徊孤单中坚强，每一次，就算很受伤，也

不闪泪光，我知道，我一直有双隐形的翅膀，带我飞，飞过绝

望……”

这是一首叫“隐形的翅膀”的歌曲中的一段歌词，细细咀

嚼这一段不算起眼的文字组合，正好可以与特殊教育的特殊

生存状态作一对照。

有人说，每一个残障孩子都是上天派来的天使，是无情

的病魔折断了他们会飞的翅膀。这些“折翼天使”，却从未放

弃对天空自由的渴望。他们始终坚守梦想，怀揣对未来美好

生活的憧憬。

而特殊教育，面对的正是这些在视力、听力、言语、肢体、

智力、精神等方面存在缺陷，以及多重残疾的儿童和青少年，

就是帮这些“折翼天使”找到新的翅膀，去重新绽放光芒。

一个群体生存的方向，以及他们与生俱来对美好生活的

渴望，少不了另一个群体的付出和支撑。这些“折翼天使”的

背后是一大批特殊教育从业人士，论教师，这些人比普通教

师付出的远远多得多，论责任和担当，他们默默付出，犹如一

身“隐形的翅膀”，振翅开来，“折翼天使”看到的满眼是希望。

这一“隐形的翅膀”在拍打，那一声作响，力量始终强劲！

壹 有所为

吕梁特殊教育的发展走了将近半个世纪。

而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作为全市唯一一所公办性质的

特殊教育机构，从初创时期的吕梁地区聋哑职业学校开始，

到 2004 年随撤地设市更名为吕梁市聋哑职业学校，再到现

在的吕梁特殊教育学校，近五十年的实践，见证着这一风雨

历程，也成就了一大批残障人士，让这些人在无尽的有所想、

有所盼中有所为。

“慢慢剪，小心剪到手。”“哟！这个不错，进步不小。”下

午四点多钟，正是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活动课分组时间，在

剪纸教室，校团委书记白娟一边说话，一边打着手语，细心嘱

咐着正在学习剪纸的听力障碍学生。“不只有剪纸，除国家规

定的文化课程外，学校还开设有编织工艺、裁剪缝纫、工艺美

术、美容美发、按摩理疗、计算机、烹饪、烘焙、柔道、汽车美容

与装潢等 10 多个专业职业技能课程，这些课程集中在活动

课中分组分时段实施。”

从白娟介绍的语气中明显感觉到，她最想表达的是学校

在发展中面临的诸多不容易。这一切，在记者转遍整个校园

后看到了答案。尽管学校的每一个边边角角被拾掇得整整

齐齐，干干净净，但却少了一个像模像样、标准化的体育运动

场所，宿舍也略显破旧，少了该有的生机。

创建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吕梁地区聋哑职业学校，从起

初的招收听力障碍、视力障碍义务教育学生到现在的集聋童

学前康复教育、智障、听障、视障学生小学、初中、高中十五年

一贯制的特殊教育，在时代发展和社会需要中改变着自己的

办学方向和办学定位，但教学环境的更新改善速度显然没能

跟上。2000年，吕梁市聋哑职业学校挂牌“吕梁特殊教育中

心学校”，不仅开展全面的特殊教育工作，而

且承担着对全市特殊教育的指导、带动和示

范性工作。

17个教学班中有学前康复训练班 1个，

义务教育阶段听障班 6个、视障班 2个，培智

班 4个，听障高中职业班 4个。190名学生几

乎全部实行全日寄宿制封闭管理。无论是

教学还是管理，学校更注重每一位学生的独

特性，通过精细化、个别化的教学计划，以及

多样化的课程活动，为每一位学生量身定制

“成长菜单”，真正从一个专业的特殊教育学

校向综合发展特殊教育方向靠近。

从注重各类专业技术训练，努力使特殊

职业技术教育向多元化、实用化、适用化的

方向发展到适时开展康复训练项目、感统训

练项目；从一句话盯着一句话训练孩子发声

到用母爱般的实际行动教孩子们战胜身心

障碍；从开展心理辅导项目到用特殊的方式

疏导孩子们的心理问题。吕梁市特殊教育

学校在向一个新的高度探索。“听障、视障专

业我们做了三四十年了，智障、肢体残疾以

及精神残疾方面的专业我们起步相对晚一

些，现在是走一步学一步，我们也希望能够

有更好的办学条件和康复训练基地，让这些

专业更好地发展下去。”学校副校长李文娥

从事听障、视障专业有三十多年的时间了，

她更希望学校能够全面发展，让孩子们尽可

能地得到全面成长发展。

今年 4月，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与吕梁

市社会福利院合作办学，成立了吕梁市特殊

教育学校市社会福利院分校，学校选派 12名

专业能力强、业务素质高的教师在吕梁市社

会福利院分校“蹲点教学”“送教上门”，福利

院的孩子们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也得到了和别的孩子一样的受教育权利。

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是一所涵

盖学前康复教育、九年义务教育、职业高中

教育为一体的综合型全日制免费民办残疾

人职业技能学校，2000 年创建以来，学校始

终以促进残疾学生生存发展为目标，一手抓

残疾人的生活技能培养，让残疾程度较重孩

子能通过自己的努力照顾好自己的生活，缓

解家长压力；一手抓残疾人的生存技能培

养，让学生通过各类职业课程的开设，掌握

一技之长，自食其力，生存就业，为社会贡献

自己的力量，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目前形

成了基于课程统领的艺体教育、职业教育、

安全教育、融合教育、校本研修等特色教育。

这几年，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步

子迈得宽，发展也相对较快，在校人数达到了

582 人。学校严格按照教育部关于聋校、盲

校、培智学校开设相关教学课程的要求，优化

教学内容，拓展专业课程，聚焦学生身心发展

特点，先后开设中医养生保健、中西面点、计

算机应用、民间传统工艺、美发与形象设计、

绘画、园艺技术、服装制作与生产管理、音乐

表演九大专业，为学生的生存发展奠基。在

传统工艺课上，孩子们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

精美的作品，不仅锻炼了动手能力，还培养了

自信心；音乐和绘画课则为孩子们打开了艺

术的大门，让他们在美妙的旋律和绚丽的色

彩中找到心灵的寄托；体育课上，孩子们尽情

地奔跑、嬉戏，享受着运动带来的快乐，使原

本单一枯燥的课程变成更具备发展学生整体

素质的条件，让残疾学生充分展示自我、锻炼才艺、发展潜能。

为满足不同类型特殊孩子的教育需求，学校还引进先进

的教育教学设备，各功能室都配备智慧触摸一体机及现代化

教育教学设备；康复训练 PT 室、OT 室、感觉统合训练室、音

乐疗法室、多感官训练室、蒙氏教育专训室、言语矫治室、个

别化训练室等配有专业的康复设施设备；每项技能课程均配

备专业实训教室，全面促进学生理论学习与实操实训深入结

合，不断提升学生的技能水平。

位于离石区田家会街道的离石区田家会社区残疾人康

复服务中心是一家民营的儿童康复训练专业机构，创办至今

也有十多年的发展时间，已经成为省内知名的儿童康复训练

专业机构，成功入选“全国孤独症康复教育人员岗位实操培

训基地”，并连续多年被列入“山西省民生实事残疾儿童抢救

性康复训练定点机构”。

呕心沥血五十年，洋洋洒洒二十年，摸爬滚打十多年，无

论是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还是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

校，抑或是离石区田家会社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或者还

有更多在吕梁大地从事特殊教育事业的机构团体，这一“隐

形地翅膀”在拍击的那一瞬间，更多的残障儿童和青少年早

已向着梦想起舞！

贰 有所爱

有所为，是因为有所爱。

李彦兰是一位有着二十二年特殊教育教学经验的班主

任老师，从进入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实习开始，就担任听力

障碍班的班主任。她的讲课方式除了用嘴巴不停地说以外，

还要用手不停地比划，偶尔还用肢体配合面部表情做些动

作。由于口、手、脚并用，一天下来很是疲劳。用她的话来说

就是“白天所有的话都说给了学生，晚上回家累到压根不想

和自己的孩子讲话。”

二十二年很长，长到李彦兰完整见证了这些特殊孩子的

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成长发展；二十二年也很短，短到她

到目前为止只带过三届学生，加上现在所带班级的 8 个学

生，这些学生人数不及一个普通学校班级人数的三分之一。

李文娥在一旁为李彦兰计算一个特殊教育教师一辈子

到底能带多少个学生。“一位特殊教育教师要带完一届学生，

从小学到高中，少说也得十二年，而一个教师工作开始到退

休也就三十几年的时间，这样算下来，做上多半辈子特殊教

育，往多了算也就带三十多个学生。”

“人们都说教师是桃李满天下，像我们从事这种特殊教育

的教师不可能桃李满天下，到退休也就有几十个学生，不足普

通学校一个班的学生。”李文娥的话逗趣但饱含着特殊的爱意。

“孩子们来的时候只有七八岁，十年时间一晃而过，都成

了大孩子了。”说起现在班里的 8 个学生，李彦兰说他们就

是自己的孩子。哪个孩子感冒发烧、哪个孩子磕磕碰碰，她

是看在眼里，疼在心上。

十年时间，作为一名特殊教育教师，李彦兰不单教学生

们文化知识和做人道理，更是一位母亲，要随时随地观察，及

时发现孩子们的困惑，掌握他们的身体和心理状况，尽早把

一些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

至今没能扔了拐杖的高民，是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

校党支部书记、董事长，自身肢体残疾。自幼因身体缺陷曾一

度让高民自卑，但他坚信：只要努力向阳生长，就一定会收获

属于自己的精彩。高民做到了，从起初的贩卖衣服、经营小门

店，到承揽小工程、做煤炭生意，再到后来南下广州深圳拓展

业务，开公司、办工厂，付出多少艰辛，只有高民自己清楚。

高民更清楚自己一直以来努力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吕

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学校是他多年来精心打造的一个

“隐形的翅膀”，这个翅膀他看得真，更多的残障儿童和青少

年也看得清。

学校校长康丽霞多年来一直从事特殊教育工作，在她看

来，特殊教育事业做的是民生兜底工程，是一项良心事业。

“就是要帮残障儿童和青少年学会基本生存能力，让他们可

以掌握一技之长，最终回归社会、服务社会，实现自我价值。”

姚改花和杨彩艳是同龄人，都是 1984 年出生的。姚改

花从山西特殊教育职业技术学院（前身为山西特殊教育师范

学校）毕业后来到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从事语文教学

工作，掐头去尾从事特殊教育工作也近 20 个年头了。姚改

花是学什么干什么也能说得下去，但在太原大学外语师范学

院毕业的杨彩艳学的却是英语专业，本可以体体面面地去普

通学校做一名教师，但她却选择了从事特殊教育。问及两个

人当初的选择，二十年过去了，已经适应而且对特殊教育有

了情怀的两位 80后更多的解释是，“既然选择了就要坚持下

去。其实，特教人也有幸福！”

姚改花和杨彩艳口中的幸福更多的是在听力障碍学生

用手语表达“老师，您辛苦了”之后的那一丝温暖；最纯粹的

是拄拐走路的学生终于可以扔掉拐杖独自上路了，虽然走得

很辛苦，但是直立起来了；最直接的是智力障碍的学生也懂

得和老师表达爱，表达感恩，能够基本实现生活自理，这是家

长感到最为欣慰的事情。

离石区田家会社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的创办人张智

勇和王根凤又何尝没有体会过这样的幸福。这对在特殊教

育一线埋头苦干十多年的“夫妻档”，在运城市卫生学校（现

为运城护理职业学院）康复专业毕业后，有着共同的理想，就

是回家乡创办自己的一所康复机构。现如今，从离石区田家

会社区残疾人康复服务中心走出去走上正常生活，能够做到

自理生活的孩子不下千人。前些年，张智勇和王根凤又先后

在太原、长治等地开设儿童康复机构。

无论是从事特殊教育工作有三四十年时间的高民、李文

娥，还有康丽霞，还是在特殊教育战线时间也不短的张智勇、

白娟、李彦兰、姚改花和杨彩艳，他们在为爱打造一只“隐形

的翅膀”的时候，唯有那些“折翼的天使”会听出响动！

叁 有所期待

有期待，只是想更好地有所为。

今年的九月份，张智勇和王根凤被邀请参加了母校运城

护理职业学院的新生开学典礼，而且作为优秀校友代表进行

发言。张智勇没有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成绩，而是诉说了自己

在创业过程中的些许无奈和困惑。张智勇期盼能够与普通

学校开展深度交流与合作，让特殊教育与普通教育融合发

展，为孩子们提供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他的想法是在普通

学校开设特教班，由康复中心派出老师承担特殊教育工作，

让这些孩子不仅可以就近入学，而且可以享受和别的孩子一

样的教育环境，促进他们的社交能力和情感发展。

“希望政府能够持续加大对特殊教育的投入力度，进一

步改善学校的办学条件，为孩子们提供更加舒适、安全且充

满关爱的学习环境。配备更先进的康复训练设备，让孩子们

能够得到更有效的治疗和训练，为孩子们的成长提供坚实的

保障。”李文娥深耕特殊教育工作多年，她更多地期盼特殊教

育行业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空间。

2024年，吕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的期待成真，老师

们盼望已久的职工取暖费、工会会费、职工福利费成为现

实。提起这件事，康丽霞的神情中带着明显自信。她也希望

相关部门能够为特殊教育的一线教师们提供多一些外出培

训的机会，能够走出去，与优质的教育专家和同行交流经验，

把新的教学思路和方法，更好地应用到教学实践中，为残障

学生提供更高质量的教育服务。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关心特殊教育”，党的十八大明确提

出“支持特殊教育”，党的十九大关于对特殊教育的说法又有

新提法，要求“办好特殊教育”，党的二十大的提法更暖人励

人，明确要进一步“强化特殊教育普惠发展”。从“关心”“支

持”到“办好”，再到“强化”，看到希望的不仅仅是这些残障

人，更有从事特殊教育职业的从业人员。

要全面实现“特殊教育普惠发展”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在无数从事特殊教育事业的机构和爱心人士中，唯有那

些“隐形的翅膀”击打得更强劲，“折翼天使”在逆风中飞翔才

更加坚挺。

特殊教育的发展随着时代进步和

社会需求在改变。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

展，残障儿童青少年群体也在变化，尤

其是近十年来，特殊儿童青少年各类

占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聋人、失明、

肢体缺陷的儿童青少年数量在逐渐减

少，发育迟缓、智力障碍、情感障碍的

儿童青少年数量明显增加，这样的实

际情况对特殊教育机构的发展提出了

新的挑战。

无论是在吕梁市特殊教育学校、吕

梁市残疾人职业技能学校的走访，还是

与离石区田家会社区残疾人康复服务

中心创办人张智勇和王根凤交流，从他

们身上足以看出特殊教育从业人士的

艰难和无奈，难的是职业本身性质所

使，无奈的是一些政策与实际情况不协

调，使得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地。

从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支持特殊

教育”到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办好特

殊教育”，再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特

殊教育普惠发展”，特殊教育在国家事

业发展中的战略部署位置愈加凸显。

这些国家层面的战略政策让这些

人看到了曙光。他们清楚，这些举措不

仅能够很好地促进教育公平、保障残疾

儿童青少年的受教育权利，推动残疾人

的全面发展。他们更清楚目前依然存

在特殊教育优质师资力量缺少和相关

教学、康复设备跟不上，普校特殊教育

师资匮乏，残疾儿童青少年随班就读困

难多以及特殊教育与职业教育融合不

深等方面的问题。

这样的问题需要相关部门联合推

进，要彻底打通特殊教育与社会经济发

展实际中的融合关系，真正让残障儿童

和青少年能够学到一技之长，掌握基本

的生存技能，从而改善其生活状态，推

动特殊教育健康发展。张智勇和王根凤指导康复教学工作。

高民常把学生的技能提升工作抓在手上。

李文娥和白娟正在看听障学生的剪纸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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