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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拉拉喜欢看电风扇转动，只要一盯

上，就会看很久很久……”走进办公室，叶

小红指着身旁的电风扇对记者说，有自闭

症倾向的孩子往往会在一段时间内重复

刻板行为，“有一回，拉拉早上入园后把每

个教室的电风扇都观察了一遍，才走回自

己所在的班级”。

叶小红是浙江师范大学幼儿教育集

团第一幼儿园园长，她口中的“拉拉”在

去年6月被诊断为有自闭症倾向。自闭

症又称孤独症，是一种神经性发展障碍，

以人际交往障碍、兴趣局限和行为刻板等

为主要特征。“拉拉入园没多久，老师们

发现他的生活自理能力比较弱，叫他不搭

理，行为也有些与众不同。”觉察到一些

情况后，叶小红跟家长沟通，建议家长咨

询专业医生。

“自闭症儿童总是被大家描述为‘星

星的孩子’，但实际上他们的境遇远没有

星星般浪漫，孩子患上自闭症给家庭带来

的困难更是难以想象。家里有一个自闭

症孩子，养育就会变得十分艰辛，因为付

出很多，回报寥寥。”过去15年，叶小红一

直关注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她遇到过脑瘫

患儿及有自闭症倾向、语言发展迟滞、社

会交往退缩等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并无条

件接纳他们入园就读。

“长期以来，‘特需’儿童是否应该进入

普通学校就读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20世

纪80年代，西方学者提出融合教育理念，

认为‘特需’儿童有权在普通教室里接受

高质量的、适合自己的教育。1987年，国

家也在发布的文件中提出了‘随班就读’

的概念。”叶小红回忆，2005年，她有机会

前往德国不来梅州参加融合教育培训，在

当地幼儿园驻园学习，由此开启了对普特

融合教育的探索与研究。

叶小红发现，德国的幼儿园有一个共

同特点，就是平等对待每一个儿童，包括在

某一（些）方面存在障碍的“特需”儿童。这

次经历令她意识到，“特需”儿童融入社会

的最佳方式，就是让他们在真实的社会环

境里和同龄人共同成长。培训结束后，她

开始跟踪研究身边的“特需”儿童，希望能

够给予这些孩子力所能及的帮助。

2006年，恰逢浙师大幼教集团开办彩

虹城分园，担任分园园长的叶小红提出了

“零拒绝”的办园宗旨。“很庆幸，这个想法得

到了老师们的理解与支持。”她告诉记者，浙

师大幼教集团的前身是创办于1956年的浙

江幼儿师范学校附属幼儿园，幼儿园早在

办园初期就孕育着“爱与尊重”的文化内

涵，“多年来，‘爱与尊重’的园所文化在传

承与发扬中植入教师内心。正是在这样

的文化浸润下，老师们才能够对‘特需’儿

童抱以接纳的心态”。

叶小红明白，普通幼儿园不具备特

殊教育的师资力量及课程资源，师幼之

间、幼儿之间、家长之间的各种问题势必

会多一些。早些年，她不时看到“家长抵

制自闭症孩子上学”的新闻，而她自己也

曾因为班里有一名智力障碍幼儿遭到过

家长的投诉。当时，这名幼儿的自我保

护意识特别强，遇到自己无法应对的状

况就会抓伤身边的同伴。于是班里其他

孩子的家长联名发起投诉，希望这个孩

子退学。叶小红坦言，这样的状况让她

沉下心来思考：究竟该怎么应对这一系

列难题？

叶小红先是与家长们进行了座谈，说

服他们给予“特需”儿童理解与支持，并向

家长们保证：“一定会借助专业的力量来

改善孩子伤人的情况，保证其他幼儿的安

全。”最终，这个孩子被留了下来。经过后

续干预，孩子的情绪和行为变得平和，与

同伴的相处也变得融洽。

“在我们的师范教育体系中，特殊教

育和普通教育是相互独立的，幼儿园老师

未曾涉及与特教相关的培训。要真正让

老师们愿意接纳这些孩子，除了要转变观

念，还要教会他们怎么做。”于是，叶小红

在彩虹城分园牵头组建了一支由园长、教

师和高校相关领域的专业教师组成的团

队，主动与“特需”儿童家长对接，并开展

持续的个案干预。回到一幼之后，她的融

合努力仍在持续。

对学前阶段来说，一日生活的各个环

节无疑是最适合尝试普特融合的阵地。

然而，“特需”儿童的特殊需求各不相同，

叶小红和团队成员摸着石头过河：针对

发育相对迟缓的孩子，重点关注其生活

自理能力的提升，如洗漱、吃饭、排便等；

针对语言发展迟滞的孩子，每天给予他

们表达与表现的机会，让他们不断得到

练习；针对有自闭症倾向的孩子，借助绘

画、音乐等，建立其与外界沟通和交流的

桥梁；针对脑瘫患儿，引入同伴的力量，

班级幼儿以值日生的形式，轮流陪伴并

帮助孩子……

“在融合的过程中，‘特需’儿童学习

如何与同伴相处、如何适应各种规则，而

普通儿童能够学习怎样去尊重和包容其

他人的‘特殊’之处。”叶小红说，无论是儿

童还是成人，接纳生命的多元化都是一堂

人生必修课。

近些年，随着浙师大杭州幼儿师范

学院特殊教育专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

专业教师与师范生加入叶小红的普特融

合实践团队。他们不仅为幼儿园教师提

供专业培训和资源，而且介入跟踪在园

“特需”儿童，进行个性化指导。“眼下，已

经有一名特教教师开始对拉拉进行专业

干预，同时班级老师、家长配合进行辅助

训练。”在叶小红看来，尽管普特融合教

育的确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她仍然希

望能够带着团队不断提升专业水平，不

仅要“能帮一个是一个”，更要“让包括特

殊需求幼儿在内的所有幼儿都得到高质

量的学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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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迅猛发展的今

天，教育技术不断更新，各

种教育理念层出不穷，大

有“乱花渐欲迷人眼”之态

势，使得不少一线教师无

所适从。回想30多年前，

我被分配到一所农村小

学，彼时没有网络、电脑和

手机，备课靠仅有的几本

教参，所有的教具、学具都

是就地取材自己制作的，

一门心思只想着如何让学

生学得生动而又深刻。课

堂上，学生们当“小先生”

站在讲台上授课，或者一

起探索交流，为一个问题

争辩得面红耳赤……从那

时起，许多学生因为我的

课而喜欢上数学，多年过

去了他们依然能回想起

当时的激动场景。如今

看来，我当初的很多教育

教学理念，竟与现今倡导

的核心素养不谋而合。

尤其是灯下读到余文森

教授撰写的《核心素养导

向的课堂教学》一书，颇

有相见恨晚之意。

在书中，他提出要培

养学生的关键学习能力，

包括阅读能力（输入）、思

考能力（加工）和表达能力

（输出）三种。他认为人必

备的三种核心品格是自

制、公德、责任，三者具体

表现在人与自我关系上的

自律、人与他人关系上的

尊重、人与事情关系上的

认真。他还深入阐述了核

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及

三维目标之间的关系，为广大一线教师

指明了方向。在此书的第二部分，作者

重点探讨了如何重建核心素养导向的教

学观。他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下，追求分

数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任何时候我们不能

以牺牲儿童的健康、幸福、品行为代价来

换取所谓的高分……对于教师而言，至关

重要的就是学会尊重和宽容”。“人是教学

的出发点和归宿，人的利益高于一切。”书

的最终落脚点在于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教

学，作者提出了许多具有操作性的建议，譬

如对现在教育改革的热点——整体化教

学、深度化教学、活动化教学等，他不是

停留在理论层面上进行阐述，而是结合

具体的学科案例，让每门学科的教师都

能有所领悟。

从书本中的核心素养，到现实课堂

中的核心素养，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

走。我相信，不管时代如何变迁，理念如

何更迭，关注学生的发展是我们教育教

学的本质。去读《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

教学》吧，全书结合时代背景，引经据典，

句句箴言，引人共鸣，引领着读者从观念

走向行动、从理论走向实践，专业却不呆

板，深刻却不艰涩。推荐此书，希望每一

位在迷惘中的教师都能从中找到方向，

也能找寻到教育的初心，并踏实走好未

来的每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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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 晖

在班主任的位置上工作久了，有时会

突然觉得幸福感“爆棚”——这种幸福感并

不都是由学生取得的优异成绩带来的，毕

竟学生成绩的优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

们自身的基础和素质。真正令我感到幸福

的是，我用自己的细心与包容，走进过一些

孩子的内心世界。我想，没有什么能比帮

助孩子们在青春迷惘的时期找寻到人生意

义更美好的事了。

这要从两年半前说起。当时我刚接手

新班级，整个班级的构成是38名男生和12

名女生。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说：“你带

这个班要辛苦了，男生多，闹腾。”我听了浅

浅一笑，在学生管理方面我还是比较有自

信的。事情也如我所预料，开学之初，虽有

波澜，但那些“刺儿头”很快就被我“一一击

破”，整个班级很快就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姿

态。然而，正当我为自己的成果沾沾自喜

时，班级里出现了一个很特殊的学生。为

什么说特殊？这是因为班主任面临的问题

一般都是学生成绩无法提高、心理焦虑等，

但这个李同学不是。

一天晚自习，我像往常一样走进教室，

发现李同学不在，而班上竟没有一个人说

得出他去哪儿了，只有后排的一个男生吞

吞吐吐地说：“老师，他经常在晚自习时间出

去很久，有时要到寝室熄灯后才回来。”听到

这句话，我的脑袋“嗡”的一下——看起来井

井有条的班上居然还有这样一条“漏网之

鱼”。既而想到，学校地处湿地边缘，是一个

三面环水的地方，水多的地方，风景固然很

好，但也有危险，特别是这样一个月黑风高

的夜晚……他别是读书压力太大，有点想不

开吧？我的心里顿时阴云密布。

安抚了班上的学生以后，我马上给家

长打电话。可是，李同学的父母常年在外

做生意，对他了解甚少，此刻显然无能为

力，只剩焦急。安慰了对方几句，我便挂了

电话，我想务必尽快把他找到。

我沿着湖边一路找去，终于在寝室楼

前的湖边走廊，把李同学给找着了。我喊

了他一声，他木然地看着我。“你怎么了，出

什么事了吗？”我打破沉默。他方才如梦初

醒，连声说：“没有，没有，我只是在思考一

些宇宙与人生的问题。”宇宙与人生的问

题？我感到不可思议，追问道：“啥问题？”

但他明显没有交流的欲望：“算了老师，说

了你也不理解，我马上回去上晚自习了。”

看他决绝的样子，我想开口，又打住了。我

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很可能是我没有遇

到过的，如果贸然讨论，徒劳无功不说，还

可能把谈话给谈坏了，不如先让他回去。

俗话说“不打无准备之仗”，我得迅速

了解情况，思考对策。于是第二天，我找到

了李同学分班前的班主任老朱。老朱听了

我的讲述就笑了：“给你添麻烦了呀！这孩

子平时最喜欢看哲学书，思维方式和其他

人有些不一样，与同学零交流，有时还会逃

课出去，也不干什么，就是坐在那里思考一

些高深的问题。人是很聪明的，但心思不

在学习上，成绩马马虎虎。”

从老朱那里回来后，我一直在想，打蛇

打七寸，我该如何抓住他的“七寸”，毕其功

于一役。比如，他的想法有没有致命的漏

洞？比如，他是否对现实中的什么感到失

望？我能不能找到这些，让他跟着我的思

维走？然而，我想了很久也没有答案，于是

决定直接“博弈”，在“对战”中寻找其破绽。

我把李同学叫到一个安静的地方，问

他最近是不是看了什么书。他看我一眼，

说：“老师，你不要试图说服我，我要告诉你

一个事实，很多试图说服我的人都已经被我

同化，你不害怕吗？”我心想，果然与众不同，

这样的学生也激起了我的探究欲望。

我笑了笑说：“那只能说明他们的‘内

功’不够深厚，我肯定不会，你不妨讲讲

看。”他看了看我说：“老师，你不要做无用

功了。”仿佛一拳打在棉花上，我刚起势，就

被他拒之门外，看来他的内心有一扇很重

的门，一时难以打开。但岂能就此结束谈

话？我马上换个思路，用校纪校规把话题

继续下去：“那你觉得不交作业、逃课，是一

个合格的学生所为吗？”他没想到我这么

问，低下头想了一下，说：“确实不应该。”我

见谈话有了曙光，便趁热打铁：“不管怎么

样，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话还没说完，

就被他突然打断：“老师，你不要和我说这

些了，其实你我皆不存在，我们只是宇宙中

两个漂浮的平行点，我们看到的都是幻觉，

所以你不必再做无用功。”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但听到他的话，

我还是吃了一惊。多年谈话经验告诉我，

这时候得故作镇定，处变不惊，给人一切尽

在掌握之感。我用深邃的目光盯住他说：

“看来你确实看过很多哲学书，曾经的我也

是这么认为的，万物皆不存在。但我后来

了解到，有平行世界和现实世界，而那个平

行世界必须经由现实世界的理解才能进

入。”他听得有点愣：“老师，你也这么认

为？”我顺着他的意思说：“准确地说，是我

曾经这样认为，但我现在觉得现实世界更

重要，你如果仅停留在目前的理解上，可能

无法理解世界的本质。”他突然两眼放光地

问：“那我该怎么办？”“你必须接触更高级

的思想，得到更高级的哲学指引。”“但是周

围没有人可以指引我。”

得到这样的回答，我知道机会来了，继

续引导他：“按我的理解，平行世界是一个

抽象的概念，人生更重要的是现实世界，这

里面有很多精要的思想很难参透，你必须

接触更好的思考者，才能有所进益。”他接

着问：“那我怎么才能接触呢？”我说：“考上

更好的大学，最顶尖的大学里有最顶尖的

哲学教授，他们将给你更高层次的指引。所

以眼下的你应该赶紧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否

则自己一个人想又想不通，成绩也上不去，

长此以往，对问题的思考始终停留在表面，

这是很糟糕的。”他若有所思地轻声说：“你

讲得也有道理。”我坚定地说：“不是有道理，

而是真理。”他重重地点了点头说：“老师，我

没想到你也对这个问题这么感兴趣，以前没

有人和我谈论过这样的问题，你是第一个，

以后我会多多向你讨教的。我准备接受你

的建议，这几年先好好学习。”听到这句话，

我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下了。

从那以后，李同学确实改变了很多。

起初，他偶尔会来和我探讨哲学问题，慢

慢地，他变得越来越开朗，与同学的相处

也日益融洽。我欣喜地发现，他在保持探

索世界的热情之余，也找到了对现实生活

的热爱，一直到毕业，他再也没有过类似

的迷惘。

在与李同学的交流中可以感受到，当下

学生关注的事物、心中的问题日益个性化、多

元化，这对班主任的要求就越来越高。很多

时候，教育的技巧并非重点，更重要的是走进

学生的内心世界，在他们心灵最需要抚慰的

地方停留。一位家长曾说我像是一面旗帜，

“有过高扬，有过低垂，但一直在那挺立着，引

领着孩子们前进”，我想，这种直击内心的指

引，或许就是教育工作的意义所在。

（作者系温州中学班主任）

暑假期间，杭州市十三中教育集团（总校）团委以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主题，开展了“百年风雨
光辉历程”活动，组织学生寻访红色记忆。学生走进浙
江大学“在鲜红的党旗下”王明华研究生党建工作室，
走访了王明华教授。王明华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党的一大代表王尽美的嫡孙，他向学生讲述了王尽
美和中共一大的故事。

（本报通讯员 周 洁 摄）

看见“特需”儿童的光亮
普特融合教育，她坚持了15年

做一面风中的旗帜

寻访红色记忆
聆听“一大”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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