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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奖状、锦旗……6月19
日下午3：30，在江门市工贸职业
技术学校（简称“工贸职校”）融创
基地内，60多位学生和老师逐一
俯下身来和一位坐在轮椅上的帅
气男生拥抱、合影，留下一个个温
情瞬间……这是工贸职校举办的
一场特殊毕业典礼，主角正是轮椅
上的男生——吴家俊。

吴家俊曾是一名运动能力出
众的阳光男孩，12年前的一次意外
受伤成了他人生的转折点，他被确
诊为急性脊髓炎，导致下肢瘫痪，
从此成为“轮椅男孩”。在经过漫
长的9年治疗和康复后，身体情况
趋向稳定的吴家俊鼓起勇气重返
校园，入读工贸职校，成了一名大
龄新生。

三年求学时光，吴家俊一直被
温暖包围，他所在的界面设计与制
作专业（职教高考班）的64位同班
同学分成4个小组每天为他提供
精细化照顾。努力用功的吴家俊
也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在2023
年广东省职教高考中，考取了专业
第一、全校第二的优异成绩（全省
17万名考生中排名第211名）。“三
年前你勇敢重返校园，三年后学校
以你为荣。”毕业典礼上，工贸职校
校长彭欣给吴家俊竖起了大拇指，
随之而来的，是阵阵掌声。

吴家俊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
子”，学习成绩优异，运动能力出众，
是校园运动会领奖台上的常客。他
的性格阳光开朗，颇受师生们的欢
迎。

吴家俊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家中
有爱他的姐姐和父母，父母双方都有
不错的工作。“儿子很喜欢打篮球、踢
足球，工作之余，我很喜欢到球场为
他打气，我还跟他约定等我赚够了
钱，就带他出国看奥运会、看世界

杯。他那时兴奋的模样，我现在仍记
得很清晰。”回忆中，吴家俊的父亲吴
先生一次又一次哽咽。

2011年的一天，命运给这位当
时10岁的阳光少年开了一个很大的
玩笑。他在练习跳远的过程中不小
心摔倒，腰部疼痛感明显，随即出现
下肢麻痹的症状。“那天我第一时间
赶到学校，看到儿子坐在校门前等
我。”让吴先生没想到的是，儿子这一
坐，就再没有站起来。

经过一系列诊断，吴家俊当天就
被确诊为急性脊髓炎，自此成了“轮
椅男孩”，并开启漫长的治疗过程，辗
转省内10多家医院。“也许是病魔过
于顽强，家俊始终没能重新站起来。
由于这是一种免疫性疾病，家俊除了
无法行走外，身体免疫功能也并不稳
定，经常要承受发烧等各种病痛。”吴
先生回忆道。

2011年至2020年，吴家俊没有
过过一天校园生活。为了照顾他的

生活起居，陪伴他治疗，他的父母放
弃了原有的工作和事业，通过打零工
维持生计。

直到2020年春节过后，吴家俊
的身体情况才逐步稳定下来。“这时，
我的小学同学都上大学了，他们跟我
分享了很多大学生活的照片，并鼓励
我积极面对生活。我内心逐步明确，
自己要振作起来，要尝试重返校园。”
吴家俊回忆道。

尽管已过去三年多，但吴家俊仍
清晰记得，自己第一次到工贸职校的
日期是2020年 6月10日，那天，他
和父亲都收获了满满的温暖。“由于
阔别校园太长时间，踏进校门的那一
刻，我显得不太适应，这时学校的保
安大哥第一个上前与我交流，跟我说
了很多暖心的话，并致电招生办主任
张幸浩。张主任很快就到校门把我
带到了招生办，与我进行了详细交
流。”吴家俊说。

在交流过程中，张幸浩得知吴家
俊在9年的康复过程中一直没有放
弃学习，自学了小学和初中所有课
程。“他的坚强和重返校园的决心感
染着我，我当天就向校领导汇报了他

的情况，并收到了同意他入学的回
复。”张幸浩说。

“学校没有任何理由放弃一位身
残志坚、渴望学习的学生，因此当时
很快就决定录取家俊。”彭欣说。

在毕业典礼上，吴家俊首先和彭
欣、张幸浩等多位学校领导、行政干
部深情拥抱，表达其感恩之情：“是你
们，为我设置了体育馆门前的残疾人
通道，把图书馆设置为我每天放学后
等待家长接送的专属场地等，解决了
我的后顾之忧，真心感谢！”

吴家俊第二轮深情拥抱的是他
的班主任张喜连。他深刻记得，入学
第一天，张老师就秉承“一个都不能
少”的原则，把全班64位同学分成了

4组，给每一组都制定了照顾他的分
工表。“从每天清晨到校，到把我和轮
椅一并抬进课室，再到打饭等，都有
同学为我提供帮助，很暖心。”吴家俊
说。

在校园里，吴家俊一个又一个全
力以赴的瞬间，都被张喜连看在眼
里。“在学习上，他对自己的要求很苛
刻，每次午休时段路过教室，放学后
路过图书馆，总能看到他认真学习的
身影。在办公室和老师们交流，总能
听到他们夸赞家俊作业完成得好、上
课专注等声音。”张喜连说。

“和你们一起淋过的雨，你们抬
着我的轮椅走过的楼梯，我永远都不
会忘记。没有你们三年的照顾，我不

可能迅速把心态调整好，取得这样的
成绩。”吴家俊第三轮拥抱致谢的是
60多位三年来用心照顾他的同班同
学。与此同时，现场不少同学也向吴
家俊致谢：“谢谢你‘吴老师’，在你的
帮助下，我攻破了很多学习难题。”

“如果没有‘吴老师’，我的成绩不会
保持进步。”……

“家俊是班上最年长的学生，也
是成绩最好的，他经常会辅导大家功
课，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方面，都教
会了大家很多道理，所以大家都喜欢
叫他‘吴老师’。他总说，这是自己回
馈大家对他照顾的最好方式。”吴家
俊的同班同学陈鹏伟说。

毕业典礼结束后，正好雨过天
晴，校园里的空气中散发着淡淡的泥
土芳香，清新、宁静。苏杰涛、区逸朗
等几位同学推着吴家俊在校园里漫
步，回顾校园生活点滴。他们是吴家
俊在校园里最“铁”的哥们。

走到运动场的单杠时，应吴家俊
请求，大家停了下来。不一会，他在
大家的帮助下在单杠上完成了几个
标准的引体向上，结束后，气喘吁吁

的他脸上露出满足的笑容。“这个单
杠区域是我和小伙伴们每周都会来
几次的地方。在大家的帮助下，我通
过引体向上把身体锻炼得越发强壮，
也逐步明白残疾禁锢了我行走的能
力，但无法禁锢我的思想和双手的道
理。”吴家俊向记者展示了自己发达
的手臂肌肉，自信地说。

“一次又一次的引体向上，让大
家近距离感受到家俊坚韧的品质，

这是我们在课堂以外所收获的重
要精神财富，相信会激励大家在未
来的学习生活中积极向上。”区逸
朗说。

吴家俊用三年努力实现了本以
为已离自己远去的大学梦，他即将
带着大家的祝福奔赴下一站——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简称“深圳职
院”），就读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尽
管前路有很多未知，但我会勇敢面

对。遇到难关时，想想自己的家
人，想想工贸职校的同学和老师，
心底涌出的暖意相信会支撑我闯
过去。”吴家俊说。

彭欣表示：“接下来，学校将尝试
与深圳职院进行沟通，提前充分说明
家俊的情况，争取获得他们的支持，
从而让家俊在未来的大学生活中能
获得更多的帮扶与照顾。”

因10岁时的一次意外,他成为“轮椅男孩”

时隔9年重返校园，他被温暖包围

“残疾禁锢了我行走的能力，但无法禁锢我的思想”

“五邑名师大讲堂”开展教学研讨

怎样教特殊孩子
学好生活语文？

江门日报讯（记者/娄丹 通讯员/郑涛）怎样
教特殊孩子学好生活语文，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
会？近日，由江门市教育局指导、江门市教师发展
中心主办的“五邑名师大讲堂”以“探索生活语文
有效教学，提升培智学校教研质量”为题开展教学
研讨。

本次活动由江门市彭永茹名师工作室承办，
邀请岭南师范学院特殊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石梦
良、佛山市禅城区启智学校副校长马善波、肇庆市
德庆县启智示范学校教导主任莫金英到场指导。
通过同课异构、教研沙龙、专题报告等环节，从实
践到理论，深入探讨生活语文有效教学研究。

活动首先开展同课异构，彭永茹、莫金英两位
老师分别以《青蛙写诗》课例展示。两位老师以核
心素养为导向，尊重学生个体差异。在教学过程
中，创设生活情境，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展学生
的思维能力，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彭永茹在课堂
导入、教学探究、拓展延伸、练习巩固等各个教学
环节，让学生在“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莫金
英注重情境设计和感知体验，通过启发性的“点
拨”激发学生动口、动手、动脑能力，提高学生的学
习主动性。

在教研沙龙环节，石梦良、马善波、彭永茹、莫
金英等专家围绕“如何提升培智语文课堂教学的
有效性”“培智生活语文课程基本理念与实施”“培
智语文有效教学的探索与思考”“提升培智生活语
文教学有效性的探讨”“培智生活语文有效的课堂
教学策略”等问题，从不同视角为老师们答疑解
惑。

石梦良强调要基于教学对象的身心特质，包
括认知能力、学习风格等开展教学活动，认知课程
的内容要着重其“功能性”，要以学生所处的环境
需求来规划，以生活化为设计的基础。马善波则
结合生活语文学科的工具性、人文性和生活性特
点，提出了“五精六有”课堂教学模式，提升课堂教
学的有效性。彭永茹建议生活语文课堂要注重目
标任务分层化、课堂导入生动化、教学方式多样
化、学习评价激励化，提升学生的语文核心素养。
莫金英就培智语文课堂教学的有效策略分享了自
己的经验。

最后，马善波以《培智学校语文“五精六有”课
堂教学模式的实践》为题作报告，围绕“一人一队
一校”的育人模式展开了阐述，“一人”指主体自
觉、学科素养、有效思考；“一队”指专业引领、聚焦
关键、有效整合；“一校”指行政推动、“五精六有”、
有效落实，为落实生活语文课堂教学有效性提供
了新思路和新指引。

据统计，全国有22个省市自治区教师收看了
本次直播。截至直播结束，线上收看的点击量累
计11065个，我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收看了本期
活动并进行二次研讨。

“青苹果”20周年主题征稿活动启动

你和青苹果的故事
来讲给大家听

江门日报讯（文/罗双双）二十年精心浇灌，
“青苹果”根植侨乡沃土，以油墨书香浸润侨乡孩
子的童年；二十年不懈耕耘，“青苹果”茁壮成长，
与侨乡孩子一路逐梦前行。2023年，江门日报“青
苹果”迎来20周年华诞。昨日，由江门日报社主
办，江门日报《青苹果》专刊中心承办的“青苹果”
20周年——“我和青苹果的故事”主题征稿活动正
式启动，通过活动和新老读者一起重温与“青苹
果”相处的点点滴滴。

二十年来，江门日报“青苹果”一直坚持宣传
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积极主动配合教育部门和学
校，通过积极开拓与培育，目前已形成了集《江门
日报·教育周刊》、《青苹果》校园专刊、“青苹果校
园”微信公众号及视频号于一体的教育融媒体平
台，拥有“青苹果小记者团”“青苹果大课堂”“青苹
果研学”“江门市小学生现场写作大会”等“青苹
果”系列品牌活动，专注于助力侨乡少年健康快乐
成长。

此次活动面向订阅《江门日报·青苹果》校园
专刊的小读者、曾经和“青苹果”一起相伴成长，现
已就读中学、大学、步入社会的大朋友们，以及关
心支持“青苹果”成长的社会各界人士广泛征稿，
要求围绕“我和青苹果的故事”主题，从不同角度，
回顾和总结“青苹果”对“我”的学习、生活、成长、
工作、兴趣爱好等方面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抒发对

“青苹果”的真挚感情和美好祝愿，也可以是对“青
苹果”发展的意见与建议。征集内容包括作文、书
画作品、摄影作品，欢迎大家通过喜欢和擅长的方
式，一起庆祝“青苹果”20周年。

本次征稿活动设有若干一等奖、二等奖、三等
奖和相关奖项，征稿结束后将组织评委对应征作
品进行评选，对获奖作品分别颁发荣誉证书和“青
苹果”20周年纪念奖励。其中，一等奖6份，奖励
价值500元的奖品；二等奖12份，奖励价值300元
的奖品；三等奖36份，奖励价值100元的奖品。此
外，获奖文章及作者名单将在“青苹果校园”微信
公众号公布，并从获奖作品中择优在《江门日报·
青苹果》校园专刊、“青苹果校园”微信公众号刊
发。

征稿活动将持续到
9月30日，关注“青苹果
校园”微信公众号，点击

“廿周年征稿”菜单，即
可投稿，诚邀广大读者
朋友积极参与，分享你
与“青苹果”的难忘故
事。 扫码关注“青苹果

校园”，参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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