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株洲的特殊教育不只限于特
殊教育学校。记者发现，在我市
各个普通学校，几乎都能找到残
疾孩子的身影。

由于靠近市儿童社会福利院
和市特殊教育学校，湘江小学接
纳了不少残疾儿童。

“一开始这名孩子几乎不怎
么说话，但到了毕业时，性格明显
开朗很多。”湘江小学工会主席邓
岚，同时也是英语教师，她回忆
说，接手五年级的一个班中，就有
一名叫“小燕”的女生，存在智力
和行为障碍。大课间时，同学们
会扶着她下楼参加活动。外出户

外活动，也会让她优先参与。在
文化教育方面，各科老师都会在
学期之初为她制定学习目标，再
根据目标完成教学计划。

“我认为学校教育，更多的是
让残疾孩子，尤其是精神、智力类
残疾儿童，接触社会，学会交流，
提升生活技能。”邓岚表示，近年
来，一部分残疾学生通过随班就
读形式的融合教育升入普通初
中，或者进入特殊教育学校继续
求学，提升了他们的文化水平，更
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在南方三小，登记在册的残
疾学生也有 20 余名，是芦淞区当

前接纳残疾学生最多的一所学
校。该校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
这样的孩子，老师们会给予更多
的鼓励和关注，让他们能够更快
进步。

自闭症患者“洲洲”从小学开
始随班就读，2014年，他参加全国
普通高考，被湖南汽车工程学院
机电工程系汽车制造与装配专业
录取。在校期间，他的考试成绩
平均分在 80 分以上，曾获得感动
校园十大学子称号和国家励志奖
学金，还被评为三好学生和优秀
毕业生。

昨日是第31个全国助残日。数据显示，
我市进入普通学校接受义务教育的残疾学生
已 超 过 1300 人 ，全 市 残 疾 儿 童 入 学 率 达
98.35%以上。一批残疾学生在教育中改变了
命运，是教育助残的最好体现。但在实际操
作过程中，教育助残也面临诸如教师精力不
足、部分家长不理解的问题。

部分残疾学生随班就读现象

“失聪改变了我的生活，但是教育
改变了我的命运。”赖俊勇出生于
1979年，小学曾就读于芦淞区贺家土
小学。

1988 年的寒假，8 岁多的赖俊勇
突发肾炎，治好后却听不见声音了，辗
转多地治疗仍无法回到有声世界。

赖俊勇的父亲了解到株洲市特殊
教育学校（原为“市聋哑盲学校”）后，
把儿子送到了这里。赖俊勇回忆说，
那时特殊学校的课程和普通学校差不
多，也是语文、数学，只是难度稍低。

初中就读株洲市特校时，赖俊勇
学的是理发，在十几个学生中，他的理
发技术是最好的。然而，赖俊勇听说
学绘画可以上大学，他又主动要求调
换专业。白天勤学苦练，晚上熄灯后，
他就在厕所里借着微弱的灯光，练习
速写、素描。高中三年，他有过连续三
个月没有回家的记录。功夫不负有心
人，1999年，在全国特教考试中，赖俊
勇以文化全国第一、专业第十二名的
优异成绩，被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录取。

2003 年 7 月毕业后，赖俊勇有幸
进入株洲书画院工作。同时，他又再
次踏上了学习求索之路。2005 年 9
月，赖俊勇赴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脱产进修一年，苦攻水墨人物画，作品
多次获得全国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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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残疾儿童入学率超98％

融合教育全域化背后困境仍存
□ 株洲晚报融媒体首席记者 戴凛

幼时失聪，因教育改变人生

案例

根据我省推进残疾儿童随班
就读试点工作的要求，视力、听
力、智力三类轻度残疾儿童可就
近入普通中小学随班就读。

记者从市教育局学前教育与
特殊教育科了解到，截至 2020 年
底，我市进入普通学校接受义务
教育的残疾学生增至 1371 人，实
施融合教育的普通学校增至 428
所，覆盖全市各县市区。全市残
疾儿童入学率达 98.35%以上，融
合教育全域化格局基本形成。

但对于普通中小学来说，也
面临专业师资缺乏、教师精力有
限等方面的难题。采访中，多名

教师表示，对残疾学生确实要花
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需要制定
不同的教学计划。对于一些出行
不便的残疾学生，还要安排送教
上门。

“他们的行为有时比较特殊，
还会做出一些奇怪的举动。”一名
教师表示，融合教育是一种全纳
式的平等教育，以消除障碍、促进
融合为手段，让残障学子同健全
人一样，共获做人的尊严价值。
老师们并不排斥这些孩子，但是
在实际管理上，还是会有一些意
想不到的问题。她回忆说，去年，
一名在校残疾儿童突然“消失”，

全校教师对校内及校园周边进行
了大搜索，但依旧无果。最终，一
名教师在找作业本时，意外发现
孩子竟藏在讲台里“躲猫猫”。

对于融合教育，一些普通孩
子的家长也持有异议，担心影响
孩子学习。湘江小学原校长邓英
姿表示，为了让家长和同学们更
多理解和关心这个群体，学校经
常会带学生到福利院开展德育实
践活动，让他们理解残疾孩子的
不易，残疾孩子也有享受教育的
权利，应给予更多尊重和理解。
家长委员会成员则在家长群体中
做好表率。

专业师资缺乏，一些家长有异议困境

近年来，我市残障儿童教育
已发生了巨大的飞跃，这些孩子
和普通孩子一样，实现了就近入
学，在各类考试中，还为他们设有
专门的考室和服务。一些残障学
子还在平等教育、融合教育中脱
颖而出，甚至成了佼佼者。同时，
对于普通学生来说，这也成为非
常好的一种生命教育，能让更多
孩子从小明白，生命是多元的，要

尊重差异。
但在当前，城区较大班额依

然存在的情况下，教师除了要实
现班级有序管理以外，还需要额
外关注残障孩子的学习和成长情
况。因此有教师发出“力不从心”
的声音，折射出师资不足或针对
残障教育专业技能不足的现状。

另外，在部分学校，随班就读
这样的融合教育，在落地过程中

还曾引起家校矛盾。
因此，推进融合教育、保障残

疾儿童的受教育权利，还得加大投
入，加强特殊教育相关资源建设，
尤其是有专业特教技能的师资建
设。同时，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力
度，完善保障体系，在扩大随班就
读规模与扩建特殊教育学校的同
时，多措并举，切实提高特殊教育
的质量，让残障孩子走得更远。

让残障孩子走得更远记者手记

▲特校学生体验面点制作技能。 记者 戴凛 摄

▲省画院联展，赖俊勇的作品入选。
受访者供图

和西的油画其实是一部由
色彩构建的个人心灵史。他一
直在用油画这样的形式创建一
种个人化的心灵秘境吧，我想。

多年的关注与交往，我也
算摸透了和西的秉性，但凡他
在创作上有障碍的时候，或者
心情郁闷的时候，他会以爬山、
散步、洗脚、喝茶为由头，把我
们几个约出来。把心头的疑惑
说出来与我们一起讨论。经过
一段时间，由宣泄、徘徊、思考、
探索再抵达另外一个高度，和
西的创作就这样经过周期性的
阶梯式的飞跃。我是近年来和
西多次飞跃的见证者之一。

——叶梦（中国作家协会
一级作家、湖南省作协名誉主
席）

外来艺术本土化、民族化
一直以来就是艺术家面临和必
须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华文化
是一个具有强大包容力的文化
体系，任何强大而精深的外来
文化在中华文化的浸润下都转
化成了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
分。佛教与佛教艺术已成为中
华传统的一个重要因子，而佛
教艺术在民族化过程中，中国
的哲学思想和艺术语言体系使
佛教艺术成功转型为中国艺
术，或者说中国佛教艺术。油
画传入中国虽然时间不短了，
而且已发展成画坛的主要画种
之一，但真正全方位做出思考
并成功创作出具有中国文化
底蕴和语言形式的画家与作
品并不是很多，陈和西算是最
成功的画家之一。

——姜松荣（教授、博导、
《中国工艺美术史》著作人）

陈和西的油画创作题材，
大多通过写生平台视角来反映
当下生活内涵，借助五光十色
之油彩渲染，描摹出一个个眩
惑耐看的童话意境。这种将写
实和写意美感重构的艺术表现
手法，使当今油画富含中国元
素的创新意义，无疑上升到一
个可喜高度。

我 相 信 ：难 忘 的 视 觉 盛
宴，定会在众人心灵空间留下
珍藏位置。

——瞿军安（资深报人、陈
和西工厂的同事）

依着秋日的门楣看陈和西
老 师 作 画 ，时 光 总 是 匆 匆 一
晃。他画笔下的风，自由，即兴
写意。那冒着炊烟的农家、篱
笆墙上的影子，有一种宁静悠
远之美，使人能感受到故乡泥
土的亲切。

——蒋璐徽（中国油画学
会会员，陈和西的学生）

油画其实是一部由色彩构
建的个人心灵史。诗意的写实
就是我的个人追求，这其中包
括对色彩、造型、用笔的运用都
有一定的实践和思考，这些纯
属于绘画本体的东西和内容无
关，但它与文化和精神密不可
分。湖湘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是中华多元化结构中一
个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作为
楚文化发源地之一的湖南，其
艺术之包容与开明、自信与创
新的精神，无拘无束的想象，烙
印独特的湖湘地域特色，更易
蜕变通向现代。事实上，我一
直在用油画这样的形式创建一
种个人化的心灵图式。也的确
是年复一年地在不断地自我发
现、自我超越、蜕变的过程中，
走过了一条并不平坦的路。

—— 陈和西

艺术心语

绘画，无论油画，还是中国
画 ，都 强 调 画 的 形 式 美 和 抽 象
美。形式美是艺术的第一利器。
形式美了，意境美才有桥梁。读
陈和西在庚子疫中画的新作，可
以看到陈和西把作品打破、蜕变、

“ 揉 进 心 里 最 想 表 达 的 一 些 情
愫”，将交响乐的各个声部、各种
乐器发出的柔美、谐和曲调，巧妙
地揉入画面之中。此刻，你会感
觉到男女间特有的火花在跳，灵
魂在叫，荷尔蒙感爆棚，有如置身
于吴冠中的绚烂色彩、塞尚的厚
重结构、凡·高的如火激情、东山
魁夷的静寂禅意的图境中。

这是我读陈和西的第一感觉
——油画的形式美和抽象美。

陈和西油画的第二种利器，
是他在他的意境田园垒砌了一个
诗意的家。这种诗意，发自心灵
与灵感，浸润着他多年对西画与
水墨画如何契合的思考。如果
说，七十年代末的陈和西从株洲
石棉水泥厂走进广州美院孜孜以
求的是西方艺术视觉的新颖性，

艺术感觉的敏锐性，表现手法的
多样性，抽象形式的共通性的话，
那么，新世纪以来陈和西所有的
努力，基本上就是想给油画安个
家，垒一个类似《天龙八部》乔峰
所向往的那种家。

在天台山，乔峰问阿朱：
“这些刀头上搏命的勾当，我

的确过得厌了。在塞外草原中驰
马放鹰，纵犬逐兔，从此无牵挂，
当真开心得多。阿朱，我在塞外，
你来瞧我不瞧？”

这是一个关于“家”的邀约。
此时此刻，所有的功名事业，对乔
峰来说都像流云散去。乔峰就想有
个诗意的田园，寻找自己的真爱。

阿朱回答说：“你驰马打猎，
我便放牛牧羊。”

乔峰哈哈大笑，把阿朱向空
中抛起又接住，一脸欢颜，腮边却
已落泪。这正是一个找到家的儿
童的欢喜。

这也是浸润着陈和西渴望意
态重构创作感觉与表达心灵的家。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

玉生烟。”
艺术，就是人生一切苦难和

美好的调剂色。陈和西在形象美
中发现了意境美的心脏，在这个
诗意的自然空间里，他自如地发
表内涵丰富、联想奇逸的感受，尽
情地宣泄、描绘自己深刻的领悟
和一时难以分辨的妙境，以含蓄
抽象、富涵蕴味的唐诗宋词的色
彩写诗，借山水风物探寻文化灵
魂和人生真谛，结合东西方两种
艺术传统，用20多年的时间跨度，
构建了一个属于他个人精神品格
的心灵图式，这使他的画成了他

“理想中最美的景”，呈现出一种
对世界诗意的默想和跨越国际空
间的观照。

佛曰：“坐亦禅，行亦禅，一花
一世界，一叶一如来，春来花自
青，秋至叶飘零，无穷般若心自
在，语默动静体自然”。

艺术没有统一标准，审美是
私人体验。我想，每个读者可以
通过品读陈和西的画，印证自己
心目中的陈和西。

陈和西，1953 年
10 月出生，祖籍湖南
浏阳。1982 年毕业
于广州美术学院油
画系。现为湖南师
范大学美术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中
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中国油画学会理事、湖
南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美术作品曾入选第六、七、八、
九、十、十一届全国美展，数件作
品被中国美术馆和北京国际艺苑
收藏。出版有《艺术基础教程》

《现代水粉画技法》《陈和西素描集》《陈和西油画作品
精选》《陈和西油画风景集》《当代名家画典陈和西、谢
伦和素描集》《高等美术院校教学示范作品—油画风
景》《高等美术院校系列教材—油画》等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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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

陈和西，一个以色彩写诗的油画家
□ 莫鹤群

▲陈和西

◀陈和西油画《乡村小景》

▲陈和西油画《黎安港农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