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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记

爱与坚强
张敏尧的世界，是一个寂静无

声的世界，但通过努力，她的世界
变成了一幅色彩斑斓的美丽图画。

从懂事开始，张敏尧就面对
着不同寻常的挑战，但母亲的坚
强深深地影响了她。为了更好
地照顾她，母亲从工作单位辞
职，到市内租了一间小房子，陪
伴她上学。每天放学回到家，母
亲还要教她认字、学说话、看口
型猜字词、摘抄句子等。面对一
遍遍的学习和练习，母亲从来不
放弃。

来自家人的爱，让她坚强起
来。她把这份坚强的爱，传递给儿
子，传递给许许多多聋人学生。

“长大之后才发现，听不到声
音也能当老师。看到老师这么优
秀，我也要加倍努力，把各方面的
事都做好。”这是张敏尧的学生王
颖给她的留言。王颖是一个聋
人孩子，她最初不想上学，不想画
画，不想跟别人接触。就在她最
无助的时候，遇到了张敏尧老
师。只要她有一点点进步，张敏
尧就及时表扬、鼓励她。慢慢地，
王颖恢复了信心，开始认真学画，
性格也越来越开朗。如今，她有
了自己的理想——学习画画，参
加高考，当一个画家。而像王颖
这样，在张敏尧的影响下，对生活
越来越乐观的孩子还有很多。

洒下一缕阳光，播下一粒希
望的种子，就能驱散孩子们心中
的阴霾。很多聋人孩子曾经对生
活绝望过，但幸运的是，他们遇见
了张敏尧。她和学生们一起做游
戏，排练节目，享受艺术的美好：
她鼓励学生努力学习，改变自己
的人生……

除了做好教学工作，张敏尧
还承担了学校校园文化墙、宣传
手册、手语讲座等的设计和布置
工作。这份工作让她的内心总是
充满了幸福感，使她得以拿起照
相机，将美丽的校园以及孩子们
天真的笑脸，定格在图片上，展示
在教学楼里，进而让美好与孩子
们时时相伴。

张敏尧经常在微信朋友圈
里发图片，同时写上几句励志的
话。今年冬天第一场雪后，张敏
尧拍了许多雪景图片。前一段
时间，她开车去了小时候住过的
沈北新区小镇村，拍摄了一组图
片，有寂静的田野、冰封的湖面、
天边的夕阳……“向上，向美，向
着温暖的方向！”她这样写道。

抱怨命运不如改变自己。这是
张敏尧在微信朋友圈里发表的一句
话。作为一名聋人和聋人教育工作
者，她要把爱与坚强传递下去。

记者见到沈阳市铁西区聋
人学校美术教师张敏尧时，她
正在学校加班。高挑的身材、
灿烂的笑容，手里握着一个单
反相机的张敏尧，给人的第一
印象就是优雅、美丽，浑身散发
着艺术气息。

“你好！”当记者向她打招
呼时，她微笑着立即点头。虽
然听不到声音，但她通过对方
口型的变化，可以明白别人说
的话并进行交流。张敏尧用手
指着办公楼走廊墙上挂着的绘

画作品让记者看，同行的学校
手语翻译于勤告诉记者：“这
些都是她学生的作品，通过她
的教学和辅导，这些年学校有
80多个聋人学生考上了大学。”

“虽然失聪让我与寂静为
伴，但幸运的是父母多年对我
付出关爱和培养，让我成为一
名聋人教师。我不但自己通过
努力战胜失聪带来的困难，还
希望更多的孩子走出失聪阴
影，坚强乐观地面对人生。”张
敏尧用手语告诉记者。

张敏尧：在无声世界里描绘多彩人生
本报记者 葛红霞

1977 年，张敏尧出生在沈阳市
沈北新区，父亲是警察，母亲是会
计。她从小活泼可爱，特别爱笑，一
家人其乐融融。

常言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
夕祸福。两岁时，张敏尧感冒发烧，
打针吃药后没几天，就对声音没有
了反应。爷爷抱着她去北京、天津
等地的大医院做了各种检查，得到
的诊断结果是：失聪。

“我父母受到很大打击，不相信
这是事实，他们把我继续送到医院
治疗，但还是看不到任何希望。无
奈之下，他们又生了一个妹妹，希望
她将来能照顾聋人姐姐。”张敏尧
用手语说这些话时，眼里泛着泪光。

张敏尧小时候特别爱学习，站
在旁边看着妈妈打算盘，她很快就
会用三个指头拨弄算盘；看到爷爷
用钢笔写字，她便拿起笔照着抄写，
爷爷特别高兴，把新买的钢笔奖励
给她，并开始教她认字。

7岁那年，张敏尧该上小学了，
但普通的小学都拒绝接收她。听说
家附近有一个聋人孩子已经上了学，
当天晚上，母亲四处打听找到这个孩
子家，得知沈阳市内有聋人学校。父
母请假带张敏尧去市内，一路打听找
到了沈阳市大东区聋人学校，张敏尧
以学前考试第一名的成绩顺利入学。

张敏尧上小学的时候，父亲经
常带她去北方图书城。有一次，她

匆匆翻完一本书，又去换另一本。
父亲用笔在纸上写道：“不要总是换
来换去，找一本想看的书，看不懂没
关系，回家查词典，仔细读，这样才
能提高语言表达能力。”张敏尧点
头，立即去选书。

张敏尧的父亲有一个好习惯，
总是把重要的工作计划写在本子
上，完成一件就画一个勾。张敏尧
觉得这个办法很好，就照着去做，由
此养成了按时完成计划的好习惯。

父母从不把张敏尧当成残疾
人，一直尽可能地让她像正常人一
样学习和生活，这份浓浓的爱让她
度过了一个快乐的童年。

转眼之间，张敏尧读到了八年
级。按照学校的惯例，她毕业后可
以去福利厂上班。“父母觉得我聪明
好学，还有更好的未来，决定让我考
大学。”于是，每天下午 3 点钟放学
后，张敏尧接着去校外学习绘画，从
零基础开始，每天学到晚上 9 点钟
才回家。

“印象最深的是课程券一张 5
元，一周就得 35 元，我父母的工资
都不高，不够花了。”张敏尧回忆
道。懂事的她看到海报上说，如果
成绩优异，可以免费学习一周。于
是，她更加用心画画，并很快获得了
免费的学习机会。几个月后，张敏
尧顺利升级到绘画高级班，并以优
异成绩考上长春大学美术学专业。

做一个勇敢的女孩，面对命运挑战

1997年，张敏尧离开沈阳，开始
了大学生活。她每天画画、练字、看
书，不断进步，每年都获得学校一等
奖学金和优秀学生荣誉称号。

“学无止境。”张敏尧用这四个
字概括她的大学时光。除了平时抓
紧学习，节假日张敏尧还到老师家
做客，一边跟随老师作画，一边学习
新技能。3年时间里，在老师的悉心
指导下，张敏尧的绘画水平、设计思
路迅速提升，同时还学会了不断思
考和总结经验。毕业前，老师对她
说：“你可以做一名高考美术辅导老
师，帮助更多的聋人学生，让他们也
能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

2001年9月，作为沈阳市第一个
聋人教师，张敏尧走上铁西区聋人学
校的讲台，实现了自己的教师梦想。

“把聋人学生培养教育成有用
之才。”张敏尧满怀对聋人教育事
业 的 憧 憬 ，把 这 句 话 写 在 本 子
上。课堂上，她认真讲解示范画，
提高学生的绘画技能；课堂下，她
带领学生走入大自然，感受生活
的美好……慢慢地，张敏尧探索出
了作品赏析——动手实践——相互
交流——师生评价的教学模式。在
工作中，张敏尧发现，从事特殊教育
工作不仅需要有热情，更需要有专
业知识，必须不断学习。她的想法
得到了母亲的支持。于是，每天下
班后，母亲再一次“陪读”，让她安心
复习，参加成人本科考试。

2003 年，张敏尧被沈阳大学师
范学院成人本科录取，专攻美术教
育专业。同一年，结婚不久的张敏
尧发现自己怀孕了。那时，她的血
压一直很低，贫血严重，经常头晕目
眩，但她头脑中闪过的是学生天真
的笑脸，渴望学习的眼神。为了学
生，张敏尧坚持上课，直到怀孕 8 个
多月时不小心摔倒，才回家休息待
产。儿子出生满月后，张敏尧心里
惦记着学生，没等产假结束，就提前
两个多月上班了。

2005 年，学校成立了高考班。

由于美术是聋人学生高考重要的考试
科目，学校决定由张敏尧担任第一届高
考班的美术教师。张敏尧将当时刚满
周岁的儿子送到姥姥家，一心扑在了教
学上。为了挤出更多教学时间，高考团
队的老师们决定每晚6点至 9 点为学
生无偿补课。无论严寒酷暑，张敏尧
从未间断过。她因材施教，让学生拥
有符合自己特点的美术技能，先后有
80多名聋人学生考上北京联合大学、
长春大学等本科院校。在学生们的
画笔下，铁西聋校熠熠生辉，成为开
启梦想的地方。

做一名敬业的教师，鼓励残疾学生

一个聪明可爱的孩子成了聋人，
父母都会痛心不已，张敏尧对此有着
切身感受。她不仅把母爱给了自己的
儿子，也给了她的聋人学生。

张敏尧认为，对于一个聋人孩子
来说，对他们伤害最深的是把他们当
作残疾人看待。有的聋人学生家长认
为，孩子这辈子没有指望了，能上学认
个字就行了。面对个别家长的想法，
张敏尧经常通过文字鼓励学生家长：

“聋人孩子一样可以成才，只不过需要
多费一些心血而已。我们要多投入爱
心，多讲究方法，帮助他们克服困难，
开发潜能。”

一个瘦弱的女学生小杨，在学校
表现反常。张敏尧了解到，这个女孩
来自外省农村，家长对这个孩子基本
放任不管，使她自卑心理日益严重。
张敏尧鼓励小杨参加沈阳科普动漫进
校园比赛，还利用课余时间指导她创

作，小杨最终获得了一等奖。从此，小
杨脸上充满了自信的笑容。

近些年，张敏尧先后获得辽宁青
年五四奖章、辽宁省优秀教师、沈阳市
师德标兵、沈阳市自强模范等荣誉。

张敏尧的儿子今年已17岁，正在
读高二。孩子出生后，父母一直无怨无
悔地帮她照顾到小学毕业，解除了她的
后顾之忧。如今，张敏尧自己开车送儿
子到沈河区的学校上学，再返回铁西区

上班。晚上回到家，张敏尧经常用手
语给儿子讲述当天
的新闻，谈做人的
道理。

2017年父亲去
世后，张敏尧开始照
顾年迈的母亲，“我
在 满 满 的 爱 中 长
大，我也想把更多
的爱回报给妈妈。”

做一个甘于奉献的母亲，关爱所有孩子

两岁时，一次发烧夺去了沈阳市铁
西区聋人学校美术教师张敏尧的听力。
在爷爷奶奶和父母的支持下，张敏尧凭
借不懈努力考上大学，并成为沈阳市第

一个聋人教师。投身特殊教育事业20年，她帮助
80多名聋人学生考上大学，实现了人生理想。近
些年，张敏尧先后获得辽宁青年五四奖章、辽宁省
优秀教师、沈阳市师德标兵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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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敏尧利用课余时间辅导学生作画。

张敏尧（右三）与即将参加高考的学生合影。（本文照片由采访对象提供）

张敏尧（左）与母亲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