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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峰还考虑到不同障碍类型儿
童家长的不同需求，开展不同主题的
家长工作坊。三年级的小宝同学不
听课，总是发呆，其实她并不是不爱
学习，而是感觉总在神游。于是，家
长参加中心组织的注意力训练营家
长工作坊，学习了很多实操技术，小
宝的成绩提高了，家长也变得开心多
了。“再比如有的是书写障碍儿童，有
的是阅读障碍儿童，还有的是计算障
碍儿童，我们统称为“学习障碍儿
童”。普通的教师会将之归因为孩子
的学习态度不好，事实上是他们不了
解学生，对学生的细分程度不够。而
我们要做的，就是尽早识别，并提供
干预和支持。”

上海市教育学会秘书长苏忱认
为，“夏峰带领的长宁区特殊教育指
导中心的核心经验回答了两个关键
问题。第一，一个区域如何进行多学
科的资源配置、成套和系统化？第
二，一个区域的特殊教育应该并可以
服务于哪些对象和范围？这两个问
题对于实现上海2020教育改革与发
展规划具有积极的启发作用。”

一位艺术大师曾用19道门的创
意作品来表现特殊学生的人生“门
槛”。这19道门既是现实的大门，又
是困住人们的无形心门。对待这些
特殊的孩子，夏峰始终带着拓荒的初
心，引导社会一起帮助孩子们慢慢打
开19道门，与世界融合。

刚刚进入上海市第二聋哑学校，
夏峰的主要工作是指导这些聋哑学
生们的儿童画，令人意外的是，他一
接手工作，孩子们的美术水平就得到
了非常大的提升。

在当时，无论是特殊教育，还是
普通教育，很多美术老师的做法往
往是挂一块黑板，画一个模版，然后
让学生跟着模仿，最后再补充一些
内容和指导。但夏峰初入特殊教育
行业，完全颠覆了传统的教法。“我
主要借鉴了德国的教学方法，鼓励
孩子用想象画画。”夏峰说，往常的
美术课都是儿童跟着老师走，而他
的美术课是老师跟着儿童走，用几

何、线条等启发孩子们发挥想象力，
“比如根据一个形状，让孩子们不断
添加，变成一个动物，或是一栋楼。
不拘泥于形式，而是在孩子们创作
的基础上再引导。”

如此前沿的教学方法很快就有
了成效。令夏峰惊喜的是，他那年9
月入职，12月就有学生在国际大赛
上获得了铜奖。而到了他工作的第
二年，论文也在全国拿了奖。1994
年，不仅召开了以他为名的“夏峰美
术教育研讨会”，还举办了夏峰学生
作品展。如今回溯这段初入特教的
时光，专业成长的快车道为夏峰日后
的深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0年，刚从艺术师范学校毕业的夏峰被推荐为上海
第二聋哑学校的美术老师。初出茅庐的他当时不会想到，
此生就由此和特殊教育相牵相连。从业近30年来，夏峰
始终是特殊教育领域里的一名“拓荒者”，经历过转型、面
对过挑战，但他始终孜孜不倦地推动新尝试、开垦新领域，
不仅树立了行业标杆，更用心帮助每一位特殊人士找到精
彩人生。 青年报记者 陈诗松

夏峰：特殊教育的“拓荒者”

2011年，位于虹古路的长宁区
特殊教育指导中心成立了。这个全
新的集管理与服务、研究与指导、评
估与训练为一体的机构有着众多远
大的教育目标，而夏峰无疑是最适合
不过的“掌门人”。做精职业教育、做
强随班就读、做大终身教育……指导
中心的架构高于普通的特殊学校，也
让夏峰有了更多的拓荒空间。

中心刚成立不久，夏峰就引入了
“艺术治疗”这一概念和实践。那时，
大部分家长和老师都很难想象，就是
这些话都说不清楚、行动都无法自主
完成的特殊儿童，居然可以创作出那
么富有想象力和爆发力的作品，他们
的内心竟然是这样的丰富而充满激
情。

袁永瑞就是这群特殊孩子中尤
其特别的一个。虽然患有四级智障，
但他却非常喜欢阅读和写作，无论是
鬼故事、侦探武侠小说，还是“驴友”
故事、散文诗，他都能信手拈来，现场
就能写出洋洋洒洒几千字。在阅读
了袁永瑞撰写的一系列作品后，夏峰
兴奋异常，师生俩的珍贵情谊也由此
建立。

夏峰建议指导中心尝试使用“艺
术治疗”作为袁永瑞康复治疗的一个
重要手段。夏峰一边联合指导中心
的多位教师，专门为袁永瑞开设一系
列“特制课程”，通过情绪疏导和调
适，帮助袁永瑞度过日常生活和身体
习惯上的难关，帮助他进行文学创作
上的改进，如修改字词、调整文章结
构、提升写作水平等等；另一方面，夏
峰召集了一个志愿者团队，帮助袁永
瑞进行文字录入和作品出版工作，由
于袁永瑞的大多数作品均为手写，夏
峰亲自上阵，教他使用写字板在上网
本上打字。

“我告诉他，社会上其实有很多
像他这样有生理缺陷的孩子，但这其
中也有很多特殊孩子依靠自己的努
力成就了一番伟大的事业，尤其是在
文学上的事业，如张海迪、史铁生，而
你并不比他们差。”夏峰的这番鼓励，
让袁永瑞开始反思和回顾自己的特
殊人生，而曾经所遭遇的那些忐忑和
尴尬，对于现在的袁永瑞而言，也更
加释然了。就是依靠着这样的“艺术
治疗”，夏峰挖掘出了袁永瑞的精彩
人生。

初入特教 辅导百天聋儿斩获国际大奖

学校变身 肩负重任用科研带动转型

再度转型 继续“拓荒”树立专业标杆

永葆初心 为特殊人群打开“19道门”

夏峰和特殊儿童一起做游戏。 本版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90年代末，夏峰面临着教学生涯的
重大转型，他所在的单位在布局调整的
基础上进行拆并，原先的校址转变为长
宁初职校，学校处于改革转型的风口浪
尖。四十多名教师退的退、走的走，只
剩下了不到18人的“老弱病残”团队。

虽然夏峰当时已经成长为学校主
持党政工作的副校长，但他感受到的
是，那时学校的前路一片迷茫，“树倒猢
狲散”的状况加剧了这种危机感。学校
的教学对象变了，从聋人变成了各种类
型的特殊儿童。课堂的教法也转变
了，原先面对聋人学生，一堂课下来至
少他们都是有反应的，但现在这些智
障学生，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课堂上说
什么。面对这样严峻的情况，夏峰并
没有退缩，更没有选择“逃跑”，而是坚
定地留了下来，带领老师们一起转型。

为了促进教师群体发展，探索未
来学校的发展道路，夏峰在1997年
确立了“立体化”的管理思想，其中最
重要的几条就是“以研究为总揽”、

“以学习为主线”、“以课题为形式”，
“建设学习型组织、研究型学校”。夏
峰通过研究了解到，特教老师最缺少
的就是专业成就感，为此他专门确立
了“所有工作都由课题引领”的思路，
这即使放到当时全市的普教层面，也
是走在了时代的最前列。

“虽然转型起步很艰难，但对我
来说，这也是一个可以创造，值得拓
荒的空间。”夏峰带着教师们一起，
做家长调查、推动课程构建、注重
教材开发，并请专家传授大量的实
践经验，很快，以科研为引领的转
型成效开始在教师水平和教学质量
上显现。

如果说夏峰对待特殊儿童，是把
他们比作一粒粒弥足珍贵的“金子”，
那么对待特教教师，则把他们看成是
一颗颗熠熠闪光的“钻石”。他认为，

“发掘每一位教师的特长，用人所长，
成全教师的同时也成就了事业。”

全桂红就是当年夏峰引进的第
一批大学生中的一个，如今她已是长
宁区辅读学校的校长。夏峰回忆道，
全桂红当年毕业于旅专，也就是现在
的上师大旅游学院烹饪专业，实践能
力很强，但教学上却比较欠缺。“那时
她告诉我，自己知道怎么做，但却不知
道应该怎么教，更不知道怎样才能让
这些特殊学生明白她教了些什么。”于
是夏峰建议她用教科研相结合的形式
来解决问题，并专门成立了一个专家
指导小组，让教学专家和她对接，告诉
她应该怎样设计课题。“随后我要求她
把自己的工作步骤写下来，也就是所
谓的‘工序分析法’，把烹饪的每个环
节写入自行开发的教材，再进行试讲，
并根据学生特点及反馈进行修改。”夏
峰回忆说，几次反复下来，全桂红就把
烹饪技能细化了，每一个步骤都清清
楚楚，学生们也就更容易接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