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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晓勤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李建容

2008年，剑阁县成立了特殊教

育学校，特殊教育的班级增多了，学

生增加了。随着学校环境的改善、办

学规模的扩大、学生人数的增加、教

师队伍的壮大，李建容毫无保留地

把多年积累的教学经验与同仁共

享，积极上好示范课、优质课，深受

师生和学校领导的好评。

近几年，由于学生残障程度的

变化，李建容开始从事培智教学。培

智班学生人数不多，但上课要付出

的精力更多了，可能面对的突发事

件更加变幻莫测。“不理解的人们认

为，培智班只是守着孩子不哭不闹，

其实压力很大。”李建容说。学生有

的目光呆滞；有的流着鼻涕、淌着口

水；有的手舞足蹈、大声尖叫；有的

不听指令、随意乱跑，还会敲打桌

椅；还有的连生活自理都成问题。常

常是这个刚安静下来，那个又闹腾

起来，课堂俨然战场一般。面对这些

特殊孩子，李建容用自己的爱心和

耐心一点点地去感染他们、影响他

们、改变他们。慢慢地，她所带班级

的孩子们有了明显的变化和进步。

2016年，学生王贵贵考入四川

省志翔职业技术学校，2020 年，学

生母映林、苏贵毅也考入这所学校，

还有学生考入高职院校。更多的学

生进了工厂，还有的学生自主创业，

孩子们基本能融入社会、自食其力。

在教学的同时，李建容更注重

学生的技能教育。由她辅导学生的

多幅刺绣作品、书法作品、舞蹈等得

到社会和各级组织的高度好评。在

2005 年广元市首届残疾人运动会

上，学校两名聋哑学生勇创佳绩，摘

金夺银；在2006年的剑阁县书画大

赛中，5名孩子的作品获得好成绩；

她参与辅导的舞蹈节目《孩子的呼

唤》，在 2011 年广元市首届残疾人

艺术节上获二等奖；她参与指导的

4 名聋生，在 2014 年全县首届中小

学艺术节万人书画大赛中，获一二

等奖；2015 年，她所教班级的学生

罗洪代表四川队，参加全国第九届

残运会暨第六届特奥会男子篮球E

组比赛获第一名，个人被授予“全国

体育道德风尚奖”；今年 4 月，学生

豆鑫德摘得第十届四川省残疾人运

动会男子标枪金牌、铅球银牌；学生

朱福恒获得第五届特殊奥林匹克运

动会男子滚球单打银牌……

“一生不弃，为爱坚守。”这是李

建容 28 年前选择特殊教育时作出

的庄重承诺。28 年来，她把人生最

宝贵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自己所忠

诚的特殊教育，奉献给了自己所深

爱的特殊孩子们。她坚信，特殊教育

会有更美好的明天。

多年前，我曾在一所农民工子弟学

校担任语文教师。初来乍到的那天，校

长对我说：“这里的学生很调皮，也很难

管，跟猴儿似的，好几个女老师都被他

们气哭过，你可要严一点呀！”

既然选择了教师这一高尚职业，就

应该在三尺讲台上用爱来点燃希望。可

是，眼前的这些学生果然很不听话，无

论上什么课，课堂上总是有此起彼伏的

说话声。交上来的作业也令我十分头

疼，不是少做了，就是忘了做，我还没遇

上过这么棘手的工作。才上了3天课，我

的嗓子已经快哑了，于是，在自习课上，

我拿了润喉片放入口中。坐在第一排的

女孩子眼尖，问：“老师你吃什么呀？”我

苦笑着说：“老师每天跟你们喊得嗓子

疼，可是课不能不上啊，只好吃药了。”

学生们听我这么说后，立刻安静了下

来，静得让我不太习惯。

从那以后，课堂上虽然还是有说话

声，但只要我放下课本扫视一会儿，他

们就会自觉地安静下来。甚至有时当我

忍不住皱眉、叹气，犹豫着要不要发一

下威管管纪律时，就有前排的学生喊

道：“不要讲话了！老师生气了！”每当这

时，我心中总是一动：这些学生虽然有

点顽劣，却是多么善良而懂事啊！

这些学生的父母，都是从各地来的

打工者。从入学登记表上看，大多在企

业里做一线工人，或者在建筑工地上、

砖窑厂做非常辛苦的工作。我想，他们

把孩子从家乡带到这里放在身边，自己

打工挣钱让孩子读书，虽然上的是一所

简陋的小学，但也是尽了他们所能啊。

一天，有个学生交上来的作业又是

一塌糊涂，似乎我从没有给他上过课一

样。我把他拉到讲台边问他为什么，他

不说话。我说：“明天叫你父母到学校里

来，不信他们不管你！”他说父母白天要

去工地上，没时间。为了让他觉醒，我大

声对着全班同学说：“早上你还在睡觉

时，你爸妈就起床了吧？他们这么辛苦，

你还不好好学习，对得起他们吗？”这个

平时沉默寡言的孩子还是不说话，但

“呜呜”地哭了。

第二天早上，我走进教室，一眼看

到黑板上写着几个让我至今难忘的字：

“老师，我们喜欢您。”我很感动，没有问

是谁写的，我想他们听懂我的话了。这

些善良懂事的孩子，像一朵朵小花一

样，只要有阳光照耀，就能开成一片万

紫千红。

国庆长假结束后的一个下午，我

在家批阅学生们交上来的试卷。越看

越生气，这些试卷不仅字迹潦草，还

偷工减料，错题漏题一大片，想到学

生收假后在课堂上蔫头耷脑的表现，

我长叹一声：朽木不可雕也。

正心烦气躁时，听到女儿在客厅

叫我帮忙。她打开一个长长的快递盒

子，里面是一大束鲜花。女儿说是从

云南那边网购的，非常便宜，只可惜

这些花儿经过几天的运输，几乎奄奄

一息了。“我看这些花都不行了，扔掉

吧。”女儿拿来剪刀，笑着说：“您一点

都不懂。”她让我把每枝鲜花根部的

黑腐部分剪去，剪成斜切口状，便于

花朵吸收水分，再将那些受损的叶片

和外层花瓣统统摘除。这样一来，原

先乱糟糟的花枝变得清爽了些。但是

玫瑰的花苞仍然皱巴巴的、软塌塌

的。桔梗花看起来更柔弱，一颗颗绿

色的小花苞垂着头，一副振作不起来

的样子。我心想：“这些花还有救吗？”

女儿把处理好的鲜花小心地放

到水桶里，水桶里盛了半桶清水，还

加了几滴营养液。“这叫醒花，您等着

瞧吧。”女儿给我解释，快递的鲜花因

为缺水，到家后花朵会变得很软，所

以需要让它们慢慢喝足水，渐渐“苏

醒”，醒花就是给花补水和恢复的过

程。果然不到一个小时，桔梗花就抬

起了头，月季的花苞鼓胀起来，粉色

花瓣变得饱满鲜润，原先暗沉的花叶

也如水洗般鲜绿。于是在这个下午，

我什么也没有做，静静地等待和观察

这些花儿慢慢从疲倦中醒来，绽放粉

色的、白色的、紫色的美丽。

不久前，被我判定枯死的花朵，

因为一盆清水，又起死回生，重新焕

发了勃勃生机。我突然有所领悟：也

许我的学生们也像这花儿一样，只是

需要及时地“醒一醒”。他们也许是在

假期里作息混乱，放飞自我，也许是

因为压力和劳累。总之，谁没有无精

打采的时候呢？想想自己情绪低落时

如何调整状态、满血复活的，或是向

家人和朋友倾诉，获得安慰和鼓励；

或是读书，从书中寻求智慧的力量和

精神的支柱；或是自省与自悟，让心

灵之泉保持流动。同样，当学生出现

“情绪枯萎”时，教育者要给予充分的

鼓励、必要的提醒和真诚的包容，给

他们一渠“清水”，等待他们修复和创

造出一个崭新的自我。

闻着满室的花香，我换了一种态

度去面对学生的作业，停止抱怨，找

出问题，并且确定了明天的上课内

容：我要和孩子们共同探讨一下关于

“醒花”的启示。

那天放学的时候，随着如潮

水般涌出的学生们陆陆续续离开

教室，我也批改完了最后一份作

业，锁上办公室的门准备回家。

路过教室的时候，我习惯性

地往自己班上看了一眼，正瞧见

小刘背起书包，往教室门口走来。

“梁老师好！这么巧，我也正

准备回家。”小刘看到我，脸上漾

起了微笑。

“你家好像也住在 XX 街道

吧，正好顺路，一起走吧。”我回应

道。

我俩并行在回家的这一公里

道路上。我悄悄观察着小刘，她有

些拘束，微低着头，脸上始终保持

着害羞内敛的笑容，每一个脚步

似乎都走得小心翼翼。这让我想

到，小刘平时也不太爱说话，内心

敏感，总是一个人呆在教室的角

落，课堂上也不爱表现自己，因而

容易被忽视和冷落。

“冷场”了一段时间后，她抬

起头，嘴唇微微抖动着，小声地对

我说：“梁老师，这周的作文您看

了吗？我的文章写得怎么样？”随

后，她又害羞一笑，似乎以此掩饰

她的紧张。这番话估计在她心里

演练过好几遍了吧，平时从来不

见她开口向老师提问，这一问反

倒让我惊喜、欣慰。

“写得很好啊，你的文笔一向

特别棒，这次作文里很多优美的句

子都值得大家借鉴，不过有时候你

丰富的思想不要只用文字来记录，

还要多用语言来表达呀！”

她点点头，眼睛里闪烁着坚

毅的光。一公里的路程很短，很快

我们就在小区门口分道扬镳。

第二天，我隔着老远在校门

口又看到了小刘，她慢悠悠地挪

动着脚步，漫不经心地两三步一

徘徊。我逐渐走近了她，轻唤一声

她的名字，她满脸惊喜地招手说

道：“好巧啊，老师。”我又发出了

同行的邀请。那天，她问到了我课

堂上讲的一篇课文，她对于人物

形象的理解还有一些不太清楚的

地方，我便用轻松简易的语言进

行了讲解。

后来，在回家路上，我和小刘

又有了好几次的“偶遇”，她总有

各种理由说出那句“好巧啊”。有

时是她在后面追上来，有时是她

在前面等着我。对于这种近乎日

常的“巧合”，我不会多询问，总是

耐心地陪她走完这一路。一公里

路虽然很短，但每天一公里，汇聚

起来就很长很长。慢慢地，小刘似

乎不再腼腆内敛，也越来越愿意

打开心扉、表达自己。

有一天，办公室的老师聊到

小刘同学总是在放学路上偶遇我

这件事。一旁的张老师说：“哈哈，

哪是什么偶遇啊！那天看到她都

出校门了，后来我正好返回学校

拿点东西，看她还没走呢。我后来

回头一想，是梁老师还没走呢。”

我会心一笑，说道：“我知道啊，所

谓的‘偶遇’肯定是她设计的，我

没有戳穿她而已。”停顿一会儿，

我又说道：“想当年，我也是这样

的啊！”

看到小刘，我仿佛看到了当

年青涩的自己。往事一点点浮现，

也是一公里的路程，我和初中班

主任李老师总是无话不谈。有时

聊班级琐事、日常生活、成长经

历；有时聊某一次考试的成绩，某

一次不该犯的错误。每回精心设

计的“偶遇”得到了实现，我便能

开心一整天。得遇良师，何其有

幸，我很愿意每天多聆听她一公

里路的教诲。前一段时间，我回母

校找李老师，她说最怀念多年前

我总是等她放学回家的时光。

不知道今天的小刘又会以什

么理由“偶遇”我，想到这儿，我收

拾东西准备回家。我想，也许这一

公里的“课堂”，对于师生双方来

说，都是美妙而纯粹的情感滋养。

一公里
的“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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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殊教育老师岗位上坚守了28

年，李建容却说：“我并没有什么突出事

迹，只是做着缝补‘天使’翅膀的工匠，

默默陪伴着特殊孩子成长。”

1995 年，李建容从乐山师范学校

特殊教育专业毕业后，便回到家乡剑

阁县，一头扎进了特殊教育事业。从剑

阁县特殊教育的一片空白，到多名聋

生考入乐山师范学院大专班、四川省

残疾人职业技术学校等，多名学生参

加特殊奥林匹克运动，并在全国、省级

残 运 会 获 得 金 牌 、银 牌 的 优 异 成

绩。……28年来，李建容用心从教、用

爱守护，尽自己的所有力量，推动着当

地特殊教育的发展，帮助当地特殊儿

童获得更好地成长。

上世纪90年代，由于特殊学校建设和

运营成本高，地方经济负担重，各地特殊学

校不多，师资力量也有限。在经济发展水平

较低的偏远农村地区，特殊教育更是面临

着许多空白。

李建容刚参加工作时，剑阁县的特殊

教育正处于筹备和成立阶段，犹如一张白

纸。当时的宣传途径单一，特殊教育的概念

也没有被群众广泛了解。为了办起特教班，

李建容多方打听残疾孩子信息，走村串户

地做家长的动员工作。那时候，由于缺乏身

边的案例，特殊儿童的家长对他们的孩子

能够接受教育持有怀疑态度，对老师的到

访也很冷淡。

最先招收到的是一名聋生。李建容前

前后后跑了五六次，不断地给家长做思想

工作，向他们解释特殊教育的政策、教育教

学方式，以及孩子发展方向等。最终，她的

不懈坚持感动了家长，终于把孩子送到了

学校。渐渐地，李建容的教学得到了当地家

长的认可，一年后，她陆续招收了七八个孩

子入学，成立了特教班。

当时，特教班学生的构成情况比较复

杂：有弱视的，有智力障碍的，更多的是聋

生。由于师资力量有限，李建容只能一个人

包班教学，周边可以借鉴的经验也基本为

零。她便利用自己在学校学到的知识，认真

钻研教材、分析学生，对他们进行手把手地

个别指导，开展复式教学，尽量让每个学生

都学有所获、学有所长、学有所用。

给聋生上课要不停地带读，演示口形，

展示发音部位，纠正学生发音。往往一天下

来，李建容的嗓音就基本处于嘶哑状态了，

以致后来咽喉落下了疾病。为此，家人和身

边朋友十分不解，给聋生上课嗓子还能出

现问题？其实他们哪里知道，对这些孩子来

说，口语和手语一样重要。除了夸大的口形

讲解，还要用变化多端的手语演示，甚至还

要配用图画解释，用肢体表演，不知要用多

少遍重复讲解，才能让学生明白。

由于学校条件有限，李建容还承担起

生活教师的职责，照顾学生的日常生活，和

学生同吃同睡，帮学生洗衣服、被子，指导

学生洗脸、刷牙、洗脚，做好个人卫生。在家

长们看来，她不仅是一位负责的老师，更是

孩子们的亲人，像母亲一样呵护着这些特

殊的孩子，给他们铺设了一条不一样的成

长道路。

注重技能教育 让特殊孩子的人生也能出彩

李建容手把手地教学生学习。

李建容细心辅导特殊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