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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聋人子女的全社会关注
迫在眉睫。社工应当发挥自身能
量，以助人自助的服务理念，通过
个案或小组的工作方法，协助有
需求的聋人子女进行早期干预，
给予他们正向的引导，完善其社
会功能，提升其自我效能感，使其
能更好地融入社会生活。”为此，
从2014年开始，嘉定区关爱残疾
人康复培训中心发起了“最美丽
少年——聋人子女支持服务项
目”，通过走访摸底，锁定了嘉定
区的25个“聋二代”家庭，想要深
度介入这个仿佛被社会遗忘的群
体，改变“聋二代”的生活学习现
状，更提高“聋二代”家庭的整体
幸福感。

然而，虽然正式出发前项目组
的社工们情绪高昂，但不少都“出
师未捷”，一上门就被浇了一头冷
水。就拿琳琳家里来说，社工的第
一次走访，因为琳琳的冷漠与不理

睬，无奈之下社工只能无功而返。
第二次，社工叫上了学校的老师一
同上门，试图与琳琳谈心，然而，琳
琳总共给出的回应不超过10 句
话，这让社工也很受挫。

不过，在第二次谈话结束后，
社工偶然发现，琳琳家里有很多蜡
笔、水彩笔。原来，由于家里无人
可以沟通，琳琳常常会“封闭”自
己，只能通过画画来排解心绪。
无论是伤心难过，还是高兴开心，
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拿着蜡笔，
铺开画纸，沉浸在自己的世界。
当了解到这些后，社工心想，能不
能与琳琳共同画画，以兴趣爱好
为突破点，建立信任关系。

于是，在社工第三次上门的
时候，一份神秘的小礼物——一
盒水彩笔，慢慢地打开了社工与
琳琳之间的障碍之门。直到第十
次的上门走访，琳琳终于对社工
们露出了笑容。

画画只是一块轻轻的“敲门
砖”，在社工的全心帮助下，琳琳
慢慢地走出了自己的孤独世界，
打开封闭的心，开始渐渐融入外
界。琳琳符合项目内亲子沙龙活
动的条件，社工便极力要求她参
加活动。然而一开始，琳琳母亲
极力反对，还是比较排斥的状
态。于是，社工给了琳琳与其家
庭一次旁看的机会，看看社工如
何开展活动，让琳琳及其母亲相
信朋辈的力量，沙龙活动活跃的
氛围中，小琳琳第一次感受到了
同辈群体的温暖，她成为了聋人
子女中最小的服务对象。

“沙龙活动一次次的举办，吸
引了越来越多的孩子。通过活动
的平台，聋人子女社群与其父母
之间建立了良好的沟通。同伴们
成为好朋友，融入社会。社工以
自己的爱，温暖了“聋二代”的心
与家庭。”潘海英说。

社工上门屡屡碰壁 坚持不懈终得孩子笑容

明明会说话但却活在“无声世界”被忽略的“聋二代”成长之 路阻碍重重

社工创新助残多管齐下 让孩 子成为父母的“耳朵”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最美

丽少年——聋人子女支持服务

项目”获得了2015年上海十大青

年公益项目，以及第二届中国青

年志愿服务项目大赛金奖，可谓

硕果累累。对于该项目的创新

和探索，业内专家也予以了高度

评价。

专家表示，该项目在关注听

障人士健康发展的同时，聚焦

“聋二代”的正常化发展，注重服

务对象的内在优势，鼓励并发挥

其优势。运用治疗性服务与发

展性服务双管齐下的介入方式，

第一时间发现服务对象的需求，

给予支持。

不仅如此，项目借由游戏治

疗与家庭治疗同步开展，为服务

对象构建家庭支持系统，协助孩

子与父母一同学习沟通技巧与

生活，结合家庭的实际情况，展

开干预，满足聋人子女的社会化

需要。

“同伴教育携手进步也是项

目的一大创新点。”专家表示，听

障人士、聋人子女作为具有极强

同质性的两类人群，同伴教育可

以发挥巨大的支持作用。项目

树立典型，加强聋人子女的“自

我同一性”，父母亦能接受子女

传递的正能量。实现听障者与

聋人子女携手进步，从而促进听

障家庭的健康化发展。

在青年报记者的探访中，13岁
的飞飞也是“最美丽少年——聋人
子女支持服务项目”服务的25名

“聋二代”成员之一。飞飞的爸爸妈
妈都是听障人士，只能打手语，好在
飞飞的奶奶是位健全人，平时的吃
喝起居全由奶奶负责照料。

飞飞从小由奶奶带大，和爸爸
妈妈的沟通少之又少，所有的话都
和奶奶说。而现在，和所有同龄孩
子一样，长相阳光的他也正处在叛
逆期，和奶奶的话也变少了，跟父
母的交流更是越来越空白。

在社工的介入和鼓励下，飞飞
和爸爸一同参与到了公益服务
中。他们跟着社工去了福利院，走
访空巢老人，还去探望了小区里的

盲人。有一名盲人妇女，因为一场
事故眼睛失明了。听到飞飞来家
里看望她，很是高兴。“平时基本都
没有什么人来看望我的，没想到素
不相识的飞飞还跟我说，以后会一
直来看我，真的很高兴，心里很温
暖。”那一天，飞飞新认识的盲人阿
姨握着他的手，很久都不舍得放开。

有意思的是，通过一系列的
公益活动，飞飞不仅和爸爸的关
系亲近了，“叛逆”的情绪也渐渐
平复了下来。“在飞飞之外，其他
的“聋二代”们也在受到社会关爱
的同时，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哺
社会，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关
爱空巢老人，以感恩的心回报各
界人士的关爱。”潘海英说。

“聋二代”反哺社会 投身公益解锁“叛逆难题”

和“聋二代”家庭一家家破
冰，拉近距离后，嘉定区关爱残疾
人康复培训中心的社工们就开始
了后续的“正题”，通过一个个精
心设计的项目，通过丰富多样的
形式，为聋人子女提供治疗性服
务及发展性服务。

针对不同的年龄段，项目还分
别设计了相应的重点活动。对于
5—10岁儿童阶段的聋人子女，主
要是进行心理情绪的疏导，使孩子
们能够正确认识自我与家庭。同
时，运用游戏治疗的工作方法，促进
亲子沟通。另外，通过一系列的才
艺培训，挖掘孩子们的天赋，培养兴
趣爱好，激发孩子们的潜能，带领他
们开朗、乐观地融入社会。

而针对进入11—15岁青少
年阶段的聋人子女，他们的身心
发展都将发生急剧变化，并伴随
着青春期风暴所带来的心理“脱
乳”和叛逆冲突，项目组有针对性
地为已发生问题的聋人青少年子
女进行治疗性服务，还通过开展
青春期讲座和主题活动，以及相

关社区公益项目等提供发展性服
务，鼓励聋人青少年子女树立美
好的人生理想，培养正确的人生
价值观。

在“美丽青春”学习课堂上，
通过举办青春期讲座、开展心理
疏导工作，协助聋人青少年子女
直面困惑，提升个人认知，平稳度
过青春期。在“公益在心中”活动
里，整合社会资源，结合社区情
况，开展社区公益活动，培养聋人
青少年子女的社会服务意识，建
立积极的人生观。而在亲子运动
会中，则通过课外活动、室外历奇
等项目为聋人青少年子女提供
身、心、灵成长锻练。

“琳琳从小生长在没有语言
的环境，不听话也不说话，倔头倔
脑，但是自从参加了这些系列活
动，孩子明显有了笑容，不太哭
了，性格也变好了。还可以在舞
台上自己画画，很了不起！我为
孩子的进步而骄傲，也由衷感谢
社工们的辛苦付出。”琳琳妈妈用
手语告诉青年报记者。

瓦解冰封内心 让孩子成为父母的耳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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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不懈的他们：嘉定社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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