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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杰秋 通讯员 韩尧钰

今年世界自闭症日（4月2日）的宣传
口号是“消除误区，倡导全纳”，旨在消除
公众在认知和行为上存在的误区，唤起全
社会对自闭症群体及家庭的理解、包容与
接纳，呼吁更多的爱心力量加入到关爱自
闭症的公益队伍中，从实际出发帮助他
们参与社会活动，融入社会生活。青岛巴
士联合青岛市残联正式启动“消除误区
倡导全纳”蓝色关爱行动，公交车上集体
悬挂了蓝丝带，并在31条公交线路全面
推广普及“爱聚星空”乘车引导牌。

公交悬挂蓝丝带

4月2日在公交市南巴士公司山东
路停车场，举行针对自闭症儿童群体的
蓝色关爱活动。到场的公交驾乘人员，左
手上都系上了蓝色的丝带，场站内每一
辆公交车车头上，也都系上了蓝丝带。
“根据以往经验，在乘坐公交车时，
自闭症儿童会突然出现尖叫、突然站立、
连续拍打等异常举动，容易吓到其他乘
客，常常招致误解。”青岛公交集团党委
副书记、副总经理赵思嵩表示，为了消除
这种误解，当天起青岛公交市南巴士公
司在所属的 31条线路上推出“爱聚星
空”乘车引导牌。引导牌正面印制了“爱
聚星空”活动主题，背面则印着市南巴士
公司下属的31条线路，方便“星儿”选择
合适线路乘坐。今后只要见到这种引导
牌，驾驶员便会根据“星儿”的需求，提供
座位调整、特殊照看等多项服务。
当天，志愿者还和一群“星儿”代表，

在一辆25路公交车上打造了主题车厢，车
内展示了“星儿”们的绘画作品以及手工艺
品。“看到这群孩子们的绘画和手工作品，
真的是很感动。说明通过不断的康复训
练，自闭症儿童也能和正常的孩子一样，
希望全社会能够给他们更多的关爱和包
容。”公交市南巴士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黄杰介绍，公司所属的31条线路途经市
区多个景点，今后遇到“星儿”乘车时，驾
驶员会第一时间为其安排视野开阔、靠窗
的座位，并注意通风等问题，尽量避免孩
子在密闭、拥挤的空间内产生焦躁情绪。

“让星空蓝起来”点亮浮山湾

据了解，青岛市“消除误区，倡导全
纳”系列主题宣传活动共分为“爱，让星
空蓝起来”、“蓝色关爱”现场活动、“传递
蓝色正能量”公益活动和“关爱·互助·共
融”校园融合启动仪式等多个板块。
4月2日19：00～ 20：00，“爱，让

星空蓝起来”点亮蓝灯活动在浮山湾灯
光秀举行，旨在借助魅力的浮山湾灯光
秀呼吁社会从“心”出发，了解和帮助自
闭症群体，给他们一个理解、包容、接纳
的社会环境，共同传递蓝色正能量。此
外，青岛市残疾人康复职业培训中心还
将组织自闭症康复专业教师走进部分学
校宣讲普及助残理念、自闭症知识，消除
师生对自闭症群体的认识误区，宣传蓝
色关爱行动的意义，让更多普通学校的
老师、同学科学地认识自闭症群体，学会
接纳自闭症群体，用实际行动帮助自闭
症群体融入社会。
据悉，青岛市现有自闭症儿童2300

余人。近年来，青岛市持续实施多元化康
复救助措施，把包括自闭症儿童在内的
残疾儿童康复救助纳入市办实事，有效
提高了自闭症儿童康复训练的普及，减
轻了自闭症者家庭负担。

□半岛记者 刘
笑笑 报道

4月2日晚，
点亮蓝灯活动在
浮山湾举行，呼
吁社会了解和帮
助自闭症群体。

昨天是第十二个世界自闭症日，岛城现有2300余名“星星的孩子”

蓝灯蓝丝带，送上“蓝色关爱”

□半岛记者 刘笑笑 实习生 邓杰
秋

你了解自闭症吗？如果让你的孩
子和自闭症儿童在一起玩耍学习，你
会接纳吗？《中国自闭症教育服务行业
发展状况报告》显示，目前中国自闭症
患者已超1000万，14岁以下儿童患病
者可能达200多万。帮助、救治自闭儿
童已成为社会各界共识。在岛城两家
幼儿园里，自闭症儿童可以与正常儿
童一同学习、生活、玩耍、交朋友。作为
融合教育的先行者，他们看到了融合
的曙光，看到了同班、同伴、同行的力
量——— 普通孩子学会了关爱与责任，
特殊孩子在正常环境中获得认知。

家长担心孩子不被接纳

市民于峰（化名）的女儿就患有自
闭症，4月1日记者见到于峰时，他正
在岛城一家康复机构陪着女儿上课。
于峰的女儿今年6岁半，3岁时被诊断
为重度典型自闭症。
三年前，于峰带着女儿开始了康

复训练之路。令人欣慰的是，经过三年
的康复训练，于峰女儿的自闭症已经
由重度转为中度。虽然女儿到了适龄
入学年龄，于峰却不敢奢望她能正常
入学。他既担心女儿适应不了正常的
校园学习生活，又担心不被其他家长
和孩子接纳。
渴望与正常儿童在一起玩耍，是

很多自闭症孩子家长的心愿，但是“怕
影响别人”又成了内心脆弱的他们最
大的担忧。林丽的孩子大有和是一名7
岁半的男孩，四年前大有和在外地一
所普通幼儿园就读，但是大有和表现
出很多异于普通孩子的特性：玩耍时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经常自言自语，
或者长时间玩手……慢慢地，跟大有
和玩得很好的小朋友也不再找他玩
了，小朋友们的家长也退避三舍。
因为怕儿子禁锢在自己的小世界

里，而无法融入社会，思考再三，林丽
和丈夫放弃外地的工作，回到老家青
岛，原因有些心酸：“我们的家人亲戚

都在青岛，亲戚家的孩子肯定能接纳
他。”

普通孩子成了“小老师”

两年前，林丽经人介绍将大有和
送到青岛幸福之家融合幼儿园。“在这
里，大有和认识了5个好朋友，都是正
常孩子。”林丽告诉记者，这里的孩子
被分为特幼和普幼，每个普通孩子会
结对一个自闭症孩子，充当他们的小
老师。林丽发现，正常孩子带自闭症孩
子的效果，往往效果优于家长：“比如
要吃加餐了，正常孩子会立马聚集在
一起，而自闭症的孩子是分散开的，不
会主动融入集体。这个时候，‘小老师’
会主动过去提醒他的小伙伴。”
幸福之家融合幼儿园园长刘树芹

已经在融合教育的道路上摸索了15个
年头。2004年，她接触到了十几个“来
自星星的孩子”。当时她就想，如果他
们能和普通孩子一起活动该多好。为
此，刘树芹多次亲自上门动员亲友家
的孩子，和自闭症孩子一起活动。起
初，一听说幼儿园有自闭症孩子，很多
普通孩子的家长都有顾虑。没办法，刘
树芹就免费招收普通孩子。刘树芹告
诉记者：“经过时间证明，无论是对于
普通孩子还是自闭症孩子，融合教育
让他们有了明显的进步。”
4月1日上午，记者来到幸福之家

融合幼儿园，操场上一群孩子们围成
一圈，在老师的带领下做游戏，不时传
来欢声笑语。从外表看来，根本无法区
分哪些是自闭症儿童，每个孩子的脸
上都洋溢着笑容。
吴萌的两个女儿都在幸福之家幼

儿园就读过。起初老大上幼儿园时，家
门口的幸福之家并不在吴萌的选择范
围内，因为幼儿园里有自闭症孩子，但
是由于她家周围有不少自闭症孩子的
家庭租住，接触后发现“自闭症并不像
网上说的那样，有暴力倾向”。后来她
索性选择了幸福之家，大女儿仅仅上
了一个多月，吴萌就感觉出了变化：明
显学会包容妹妹了，变得有责任感。在
女儿的影响下，吴萌也跟特幼家长走

到了一起：“节假日我就会帮着张罗组
织活动，让普幼带着特幼一起出去玩，
很和谐很有意思。”

师资力量是“融合”难题

四年前，青岛市实验幼儿园创办
了特教中心，是青岛市唯一一家公办
园办特教。青岛市实验幼儿园特教中
心园长曲烨说，自闭症儿童的学习需
要在不同的环境中泛化，如果因为一
些不合适宜的行为而隔离，那么他们
将失去在真实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发
展的机会，社交障碍这一核心问题将
无法解决。可以通过有效干预问题行
为和加强防范等措施，保护其他儿童
的同时，为自闭症儿童提供融合的学
习、生活环境。
为了消除误区、实现全纳，实验幼

儿园会通过家长会、个别约谈等形式
帮助普通儿童的家长认识自闭症群
体，在理解的基础上去接纳、关爱、帮
助他们。“如今，招收的自闭症儿童每
天快乐地与同伴在一起学习、生活。自
闭症儿童进步的同时，融合班的普通
儿童在社会性、学习品质等方面也优
于非融合班的儿童。”曲烨说。
长期从事自闭症研究、教育的青

岛以琳创始人方静认为，要进行融合
教育，必须针对自闭症孩子的特点来
开展，融合的环境必须要有一整套支
持体系。“一味融合不光会给老师带来
压力，也会影响孩子自身的发展。”她
认为当前融合教育的最大难点在于专
业的师资力量、普通孩子家长的接纳
程度以及自闭症孩子家长的期望值。
“融合教育中，如果没有一对一的师幼
配比，个别化教育的时间和强度均不
足，影响其融合的效果。而一对一的师
幼配比成本高，且招聘教师比较难。”
曲烨呼吁高等院校扩招特殊教育专业
学生，支持更多的幼儿园敞开大门，接
纳自闭症儿童入园接受融合教育。这
一点与刘树芹的观点不谋而合，她表
示，倡导全纳涉及到财力支持、教育支
持和社会保障，需要全社会协作解决，
共同努力。

■探访 让自闭症孩子和普通孩子“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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