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开心吗？”“开心！”下
课铃一响，位于新北区曼哈顿商
业广场内的爱迪儿童康复中心
里热闹了起来。孩子们走出教
室，来到父母身边，蹦蹦跳跳、叽
叽喳喳的开心模样，一时很难把
他们与“星星的孩子”联系起来。

2019年成立的新北区爱迪
儿童康复机构，一直致力于帮助
孤独症儿童进行语言、智力、运
动等多方面的康复和治疗。中
心配备了现代化的康复设备和
器材，为孩子量身定制康复方
案。除了定期组织康复游戏、亲
子活动、康复讲座等，爱迪还提
供家庭康复指导。

负责人沈宝介绍，中心目前
有百余名学生，其中18个月到3
周岁的孩子约20名，他们所上
的“地板时光”课程是爱迪的一
大特色，老师和孩子一起坐在地
板上进行一些游戏教学。“孤独
症如果早发现、早介入，有可能
获得比较好的康复效果。”

即将3周岁的洋洋（化名）
就是小龄课程的受益孩子之

一。洋洋18个月大的时候有症
状出现。第一次来到爱迪时，老
师发现他只对“旋转东西”感兴
趣，拿到笔转，拿到球转，拿到书
也转，跟人却没有交流。“喜物大
于人，这是孤独症的典型表现之
一。”老师深入观察了解洋洋后，
决定从他最明显的兴趣点进入，
陪着他一起“转东西”。慢慢地，
洋洋能被老师逗乐，愿意有眼神
交流，愿意模仿动作。在连续几
个月每周5次的课程之后，洋洋
的孤独症倾向有所好转。

爱迪的25位老师来自康复
治疗、特殊教育、幼教等相关专
业。老师们的备课本上有一句
话，代表着教学的理念——“教
室里的每个孩子，都是一个家庭
的整个世界，教育者要永远保持
一颗充满爱与责任的心。”

近几年，爱迪团队中还有几
位年轻的“00后”加入。“这里的
工作氛围很好，选择从事这个职
业的人，心中都有爱。”出生于
2000年的朱梦情毕业于成人康
复专业，在同学的推荐下来到这

里。她说，帮助孤独症孩子康复
需要付出极大的耐心，很多时
候，努力不一定会有回报，但孩
子们一点细微的变化都会给她
带来巨大的动力。“有个属鼠的
孩子，平时只说‘我是鼠宝宝’，
但有一天，她突然说了句‘我是
妈妈的宝宝’。就为这一句话，
我和她妈妈都开心了很久。”

爱迪儿童康复中心

为孩子和家庭量身定制康复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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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2日是第十七个世界孤独症关注日，今年
的主题是“全生涯服务 全方位关爱”。这群孩子，被称
为“星星的孩子”，他们能听见、能看见，却因为疾病，导
致缺乏基础的生存技能和社交技能，孤独地沉浸在自己的
世界里……

近年来，新北区高度重视特殊儿童关爱教育，关心他们
的健康成长。同时，一批机构也致力于推动孤独症群体融
合教育和关爱体系建设，帮助他们尽早融入社会。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近这群“星星的孩子”。

推动康复融合教育，帮助“星星的孩子”

“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
是什么？”“医院。”“这个
呢？”“马路。”个训室里，于
老师指着手里的卡片耐心
地一个个询问，身旁的小熊
（化名）如今已经能熟练说
出卡片上的内容。这种认
知训练，在一堂课上需要重
复好几次。

小熊今年 5岁半，是一
名自闭症儿童，这里的孩子
都是“星星的孩子”。去年下
半年，小熊来到常州星星益
站儿童成长中心开始进行康
复训练，从最初情绪激烈，抗
拒进教室，到如今能上完一
整节课，进步十分明显。

“任何改变对自闭症孩
子来说，都是非常不容易
的。”星星益站的创始人梁
立胆是一名自闭症孩子的
父亲，他的儿子2011年1月
出生。“长着长着，我总觉得
他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眼神
呆滞，叫他也没反应。后来
带他去医院，才知道是自闭
症。”为了让儿子得到更好
的照顾，原本是工程师的梁
立胆辞去了工作，专心带儿
子康复。但他渐渐发现，儿
子更需要的针对性训练，有
些机构难以实现，于是，他
萌生了创办自闭症康复机
构的想法。

第一家星星益站创办于
苏州工业园区。常州首家
星星益站于 2018 年 5 月 1
日开业，位于新北区，目前

全市共4家。新北的这家目
前有 83个孩子、24名康复
老师，课程以一对一个训和
感统集体训练为主，针对不
同年龄段开发了不同的课
程。

“近几年，自闭症儿童群
体的变化很大。现在轻症患
儿居多，这意味着，经过长期
针对性的康复训练，自闭症
孩子能减轻症状。”梁立胆的
儿子今年在一所普通小学读
六年级。起初，在语文课上
捧起数学书、在试卷上乱画、
上课总想溜出门……这些情
况都在孩子身上出现过。“虽
然他现在课程仍然跟不上，
但好在最煎熬的时候已经过
去了。对我们而言，能慢慢
融入学校这个小社会，就是
成功的第一步。”

作为一名亲历者，也是
一名推动者，梁立胆认为目
前自闭症儿童群体教育最
大的困难，是那些已经踏入
幼儿园、小学的孩子如何实
现过渡。“对自闭症孩子而
言，任何陌生的环境和群体
都需要很长的一段适应时
间，更关键的是，对于大龄
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下的
技能培养是非常关键的。”
目前，星星益站也正在这方
面努力，“我们的目标，是让
这群孩子能掌握基本的生
活技能，能有一技之长，让
我们这些做父母的能看到
希望”。

常州星星益站儿童成长中心

探索各阶段自闭症儿童融合教育

小雨（化名）在2周岁时被
确诊为自闭症，小雨妈妈在经历
了一段痛苦期后，很快冷静下
来。她辞去工作，向常州向日葵
儿童康复中心寻求支持。

“这些年里，自闭症家长对
自闭症的认知越来越科学，一旦
确诊，会马上采取干预措施。”张
云深刻理解这些家长，因为她不
仅是康复中心的负责人，更是一
位自闭症孩子的妈妈——18年
前，4岁的儿子被确诊为自闭
症，一度让她心灰意冷。

为了让儿子能“好起来”，张
云毅然转掉当时开办的公司，陪
伴儿子到各地康复。但她渐渐
意识到，自闭症的治疗和干预是
要伴随终身的。当时市场上的
自闭症康复机构处于探索的早
期阶段，很多地方还不完善，为
此，张云到各地学习，并查阅了
大量资料，于2009年创办常州
向日葵儿童康复中心。

张云说，不同的自闭症患者
都有着完全不同的表现形式，有
的沉默不语；有的喋喋不休；有
的情绪激烈，外人很难接触……

“语言、动作、表情都只是表征，
我们要做的是由表及里，探究
花、叶下扎入土里的根系。”张云
举例，比如孩子开口说话，不要
小瞧这个行为，背后需要一套复
杂的程序予以支持，涉及孩子的
理解能力、模仿能力、配合度以
及口腔肌肉状况，这些都可以通

过动态训练予以矫正。
个案天差地别，所以必须因

材施教。一对一指导是张云创
办机构的坚持。

小雨的教学大纲中，康复中
心老师用红、黑、蓝不同颜色的
笔写道：“仰卧起坐方面，腰腹力
量有提升，偶尔会僵着不起；跳
台阶方面，抗拒时多数蹲下不
起，拉衣袖，眼神会飘；拍球方
面，有拍的意识，但不理解连贯
这个词……”

“既需要康复中心老师的专
业，也离不开家长们的支持。我
常跟家长打比方，孩子的进步就

像长身高，变化从来不是一瞬间
的。”让张云坚持下去的动力是，
如今22岁的儿子让人欣慰：能
独自出门，可以为晚回家的妈妈
做一份蛋炒饭，也会表达更多元
的情感。“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
为了帮助他们推开通向社会的
那扇门。”

常州向日葵儿童康复中心

及早干预帮助患儿融入社会

愿他们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