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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手语引领听障孩子走进缤纷世界
本报记者 祁晓娟 摄影报道

张涛从小失去了听力，从此世界变得寂静无声。凭借努力，他考上大学，
并回到沧州市特教学校成为一名教师——

9月20日，在沧州市特教学
校 4楼美术教室里，张涛用手语
正在给高二的听障学生们上课。

课堂上十分安静，只有画笔
的嚓嚓声和偶尔桌凳相碰发出
的声音。

几名孩子正在张涛的辅导
下画画。阳光透过窗纱，温柔地
洒在多彩的画板上，画面温暖和
谐。

无声讲台亦精彩

张涛，今年 41岁，是沧州市
特教学校的一名美术老师。

他在两岁时，因发烧打针导
致听力神经损伤。从此，他的世
界变得寂静无声。

虽然他的世界静谧无声，但
是他的生活却多姿多彩。

他长相帅气，不仅画了一手
好画，还爱好广泛，喜欢摄影、设
计，是学生心目中多才多艺的老
师。

张涛上课“手舞足蹈”，他用
熟练的手语和面部表情，给孩子
们讲述着绘画的世界。之后，张
涛还用手中的画笔和粉笔，给学
生传递出自己教学的内容。

孩子们在座位上认真地看
着，眼睛紧紧盯着张涛，从他的
眼神和动作里学习绘画知识。

课“讲”完了。张涛缓缓走过
每个学生身旁，不时停下脚步，
轻拍一下学生的肩膀，用手语进
行着交流与指导……

每当孩子们画出优秀的作
品，张涛比他们还要高兴。张涛
认为，作品就是孩子们的声音。

孩子们特别喜欢张涛。同是
听障人士，张涛和学生交流起来
没有障碍。

即使下了课，还有很多学生
坐在张涛的工作室里不愿离开。
他们在一起愉快地“交流”。

张涛和学生们既“聊”学习，
也“聊”生活：喜欢什么样的画？
学习中遇到了什么困难？生活上
有什么高兴的事和不高兴的事？

细心的张涛有时还买来一
些小零食，让学生们在他的工作
室里吃。

凡是省、市残联部门举办绘
画比赛，张涛都会鼓励孩子们积
极去参加。他知道，孩子们获奖
之后，会受到很大鼓舞。

在他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学
生们画的画、孩子们获得的各种
荣誉证书……

张涛用手语告诉记者：“这
些孩子都是我的骄傲。看到孩子
们的一点点进步，我就特别自
豪。”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张涛家在肃宁。8 岁的时
候，张涛来到沧州市特教学校学
习。

当时，特教学校的老师孙永
红成了张涛的班主任。孙永红对
张涛的印象特别好，“白净可爱，
俊朗乖巧，一笑露着两颗小虎
牙。”

孙永红说，张涛特别懂事。
有一天，她中午没有回家吃饭。

张涛看到她没走，就走进办公
室，轻轻地掂了一下水壶，发现
没水。张涛赶紧给她打来了水，
烧开后，给她倒了满满的一杯热
水晾上。

“正值冬季，我看到桌上的
热水时，特别感动。”现在想来，
孙永红心里仍是暖暖的。

放学时，张涛只要看见孙永
红在车棚里推车子，都会去帮
忙。

每次，张涛看到孙永红手里
拿着东西，都会主动接过去。

张涛有绘画天赋，而且喜欢
画画，每逢学校有活动，他都积
极参加。

小学毕业后，张涛去了石家
庄上初中，又去武汉上了高中。
通过努力，他考上了长春大学特
殊教育学院的艺术设计系。

为了考大学，张涛付出了很
多努力。他除了不停地练习画
画，还在文化课上下苦功夫。

别的同学休息时，张涛在学
习；别的同学外出游玩时，张涛
在学习；别的同学吃饭时，张涛
还在学习……

经过努力，他梦想成真。当
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张涛掉
下了眼泪。

2005年，大学毕业后，带着
满腔的热情，张涛如愿回到了沧
州市特教学校，成为我市第一个
全日制本科听障老师。

“看着像自己孩子一样的张
涛长大了，并且也成为一名老
师，我真的特别高兴。真是‘长大
后我就成了你’。”孙永红说。

打开听障孩子心扉

因为无法交谈，听障孩子有
的会有些自卑，他们不容易敞开
心扉。

作为一名听障人士，张涛更
能了解这些孩子们的心理。

为了走进这些孩子的内心，
张涛尽量找时间与孩子们待在
一起。

在与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
张涛时常用自己和身边朋友的
亲身经历“告诉”孩子们，要自

尊、自信、自强、自立，要挺直腰
板做人，要多付出努力，赢得他
人的尊重与赞赏。

“张涛和学生们用手语交流
的时候，打手势的速度特别快。
我们即使会手语，都看不明白。”
孙永红说，张涛与孩子们之间的
交流更加顺畅。

在学校，张涛是听障孩子们
的偶像和榜样。

学生孙慧冉如今特别喜欢
画画。一开始，她一点绘画基础
也没有，也不愿意学画画。

张涛手把手地教她，还“告

诉”她要有自己的梦想。孙慧冉
用手语表示：“我特别喜欢张老
师，也越来越喜欢画画。我将来
也要和他一样，考上大学当一名
特教老师。”

很多学生因为张涛，除了
爱上画画，也变得更加积极上
进。

王研萍是八年级的学生。她
的性格有点内向。张涛喜欢和她

“聊天”，“告诉”她，自己要有规
划，要好好学习。

在张涛的鼓励下，王研萍越
来越自信，学习也越来越好。

苗娜娜刚来到沧州市特教
学校的时候，一点绘画基础也
没有。跟着张涛学习，她也爱上
了画画……

对于每一个学生，张涛都平
等对待，不放弃任何一个人。

为了让学生们在高考时多
一份希望，他牺牲自己的休息时
间，给学生们补习专业知识，悉
心进行指导。

天气热了，张涛会给学生们
买来雪糕。业余时间，张涛会带
着学生用画作装点校园。

课下，张涛和孩子们打成一
片。不管遇到什么难题，学生们
都愿意找他“倾诉”。

有些高中部学生，感觉升
学压力大，会找到张涛“诉说”；
有的学生之间有矛盾，也会找
到张涛帮忙解决；有的学生心
情不好了，也会找张涛交流一
下……

让“折翼天使”飞翔

提起自己的学生，张涛非常
自豪。

学生们毕业后，有的在广告
公司从事艺术设计，有的在蛋糕
店当糕点师傅，有的在学校当工
艺老师……

他们也像健全人一样，通过
加倍努力获得一份工作，得到了
社会的肯定和尊重，也实现了自
己的人生价值。

在张涛的微信好友中，最多
的就是他曾经的学生。

无论是找工作、找对象，还
是结婚、生子，或是遇到了生活、
情感等方面的问题，他们都常和
张涛联系。张涛也总是第一时间
伸出援助之手。

每年的教师节或者节假日，
张涛的手机会不停地收到来自
四面八方的祝福和问候。

今年的教师节，曾经的学生
刘丽华给张涛发来了祝福短信。
张涛在手机上和刘丽华交流，知
道她在沧县的一家蛋糕店工作，
并且干得不错。

孙树茂是沧州市特教学校
的毕业生。有一天，他的爸爸妈
妈找到张涛，说他们和孙树茂在
工作和生活上有矛盾。

“孩子不听我们的话，更愿
意听张涛老师的话。”孙树茂的
妈妈说。

最终，张涛通过微信，帮他
们消除了隔阂。

经常有毕业生给张涛发短
信，他们有的在短信中写道：“张
老师，感谢您用画笔，为我们这
些无声世界里的孩子，打开了一
扇艺术的大门。”

作为一名老师，张涛还积极
为学生们找工作。

知道沧州金达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招工，还优先照顾残障人
士，张涛就介绍毕业生姚刚、何
洪宁等去工作。

有的学生去外地考试、找工
作，自己不敢去，张涛也陪着他
们去。

“作为一名老师，我要帮助
这些‘折翼天使’们飞翔。我要用
自己的力量引导他们走上成长
之路。”张涛用手语表示。

张涛指导孩子绘画张涛指导孩子绘画

手语教学手语教学

张涛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孩子们的荣誉证书张涛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孩子们的荣誉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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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福颐养园
颐养园致力于打造“医养相结合”现代化的养老服务模式，
专业化的医疗团队支持，先进的医疗和康复设备，全心全
意为长者提供医疗、康复、生活照料、文化娱乐等服务，

使长者入住颐养园有归属感、安全感，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安度美好金色年华！
地址：沧县捷地乡政府东行300米 电话：0317-8556789 1383170399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