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孙云 袁玮 上海市盲童学校创下一个个新纪录

! 全国第一所低视力学校和盲校高中部
! 国内首次进行多重残疾儿童教育!训练
! 输送国内首批盲人大学生
! 成立国内首个校内盲文印刷厂向全国供应

盲校教材和盲文课外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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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今天上午，这所在我国最早成
立的盲童学校喜迎百年校庆。它的
成长，见证着上海特殊教育事业的
发展，也是上海视障儿童获得平等
教育机会的一个缩影。

创下国内多项第一
上海市盲童学校拥有一段传奇

历史。!"!#年，传教士傅兰雅在四
川北路的一间民舍中创办其前身上
海盲童学堂，这是国人第一次听闻

“盲童也有接受教育权利”的理念。
改革开放后，盲童学校不断创

下一个个新纪录：全国第一所低视
力学校和盲校高中部，国内首次进
行多重残疾儿童教育、训练，输送国
内首批盲人大学生，成立国内首个
校内盲文印刷厂向全国供应盲校教
材和盲文课外读物……全市视障儿
童得以在盲童学校内和随班就读的
普通学校内，得到平等教育机会，获
得更好发展。

体系完善因材施教
盲生不仅视力有差异，一些学

生还有多重残疾，学校真正因材施
教，把有智力障碍、自闭症等多重残
疾的孩子编为不同班级，在一个班

级内也注意开展个性化教学，为此，
老师们独创许多教学方法和教具。
最初，学校没有盲文印刷设备，

师生手抄 $%%余册盲文图书。为了
让学生“看见”书本知识，老师们制
作了活动地图、国徽模型、音乐符号
等各种模型，盲生还有了专用摄影
器材，即使看不见，也能拍下美丽画
面。!""&年，盲校首次成立专收多
重残疾儿童的启智班，一年后，三分
之一学生可以跟随普通班学生一起
就读，至此，盲童学校的教学模式正
式拓展为盲、低视、启智三种类型。
'""(年，盲校高中部成立，覆盖学
前教育、九年制义务教育、高中教育
全阶段，后来，又在高中部引入职业
教育，培养出按摩师和钢琴调律师

等许多专业人才，未来，还计划开展
网店经营、播音主持等新型培训。

助学生回归社会主流
盲校教育并不止步于校园内，

而是希望帮助学生回归社会主流。
“上课，起立！小朋友早！”每天

上课前，陈雅玲老师都会一丝不苟
地向孩子们鞠躬行礼，她说，教全盲
班 "年来，从来没有省略这个动作，
因为她压根不把学生当成盲人：“一
开始我也像很多人一样‘可怜’他
们，不怎么严格要求。可后来觉得，
把他们当成普通人一样严格要求，
才是真正对他们好，‘可怜、同情’反
而会害了他们。”
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一批批

视障学生经过盲校培养融入社会，
成为对家庭和社会有用的人才。
#%%#年，三名盲校毕业生顺利考入
上海师范大学英语专业，成为国内
第一批盲人大学生，#%%$年，其中
一位毕业生任铮浩回到母校，执起
教鞭。十年来，盲校已走出 $&名大
学生。此外，盲校还在 #%)%年成立
上海市视障学生康复指导中心。

创下国内多项“第一”视障儿童获得平等教育机会

他们用听觉探索未来寻找光明
上海市盲童学校今天迎来百年校庆

比“奥运首金”许海
峰早一个月获得残奥会
跳远金牌的初二女生，在
世博园里举行婚礼的志
愿者，在世博会闭幕式上
演出的合唱队，在长宁区
特殊青少年达人秀舞台
上让人眼花缭乱的花样
跳绳……这些都来自上
海市盲童学校的孩子们。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潘高峰）国
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在昨天举行
的“上海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研讨
会”上提出一系列思考，也是上海名
人故居保护正在面临的困难。市政
协文史委名人故居保护和利用课题
组组长朱敏彦昨天透露，本市仍有
(*处名人故居未列入保护范围。

名人评判标准
不妨先做学术讨论
本报去年曾对名人故居保护进

行系列报道。时至今日，名人标准如
何判断，依然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
对此，同济大学副校长伍江教授认
为，在名人标准的评判上，不妨先通
过学术化、专业化的视角进行讨论，
避免政治化，更不要过于敏感。复旦
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主任李天纲
教授对此表示支持，认为更应从名
人故居的历史文化价值上进行判
断，要有突破的勇气。

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
究中心主任阮仪三教授认为，从这
个角度来说，不仅要保护名人故居，
更要保护民居。“现在很多名人故居
孤零零的保存下来，与其所处的文
化生态完全割裂。”阮仪三认为，这
种保护是不健康的。应该认识到，名
人故居和民居的保护，其实都是对
文化的保护，对一个城市历史记忆
的传承。“现在全国民居的破坏都非
常严重，不少有特色和历史价值的
民居已经消亡。”

名人故居保护
别与商业利益挂钩
“现在经常看到一种怪象，把真

的、应该保护的拆除了，去建造假
的、仿制的，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
思维方式。”阮仪三说，“对名人故居
的态度，其实考验的是一个城市对
待文化的态度。”现在的保护往往对
那些保存得比较好、建筑上有特色

的故居比较感兴趣，因为开发后有
商业利益；对那些有历史价值但却
破烂、难看的建筑往往不热心，因为
不但保护起来投入大，商业价值也
不高。

“其实越是破烂的越是要重点
保护，因为再不保护就要消失了。消
失的不仅是一幢建筑，而且是一段
历史的见证。”伍江认为，对于此类
建筑不能以能否进行商业、旅游开

发为标准，而是要以对历史负责的
态度尽早保护起来。

破坏名人故居
应当付出更高代价
列入保护名录并不等于得到保

护。朱敏彦建议，对于那些有了“护
身符”却依然被拆除的建筑，有关部
门应当制定更加严格的赔偿和处罚
标准，要追责，要有明确说法。“)+

年前制定的《文物法》，赔偿额仅 ,%

万元，已经远远无法适应现在的需
要。他认为应当制定更高的标准，让
破坏者付出更高的代价。
“如果一些历史文化建筑真的

成为城市发展和建设的瓶颈，应当
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保护？我认为，
可以通过原拆原建的方式，将建筑
的每一部分完好保存，异地重建。这
样做成本可能会很高，但这是必须
付出的代价，要让拆除者自己来评
估，值不值得走这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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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破坏名人故居应当付出更高代价

名人故居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界定？在
城市拆旧建新的大潮中，名人故居如何避
免被拆除被破坏的命运？仍然作为住房使
用的名人故居，如何在有效保护的同时，实
现居民居住环境的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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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 （记者
刘珍华 实习生 任竹
青）今天上午，松江佘
山北保障性住房大型
居住社区基地和公共
租赁住房漕河泾松江
园区项目正式开工建
设，副市长沈骏出席
仪式并宣布项目开
工。
松江佘山北保障

性住房大型居住社区
基地坐落于佘山国家
旅游度假区东北部，
在松江新城、青浦新
城和虹桥商务区的交
汇点。此次开工建设
的一期项目共约 (%

万平方米，而整个项
目总规划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规划
建筑面积达 /"*.&万
平方米，规划居住人
口约 )*.,万人。
漕河泾松江园区

是临港集团和松江区
合作开发建设的市级
“生产性服务业功能
区”和全市首个“区区
合作、品牌联动”的示
范基地。该项目位于松江九亭镇
漕河泾开发区松江生产性服务业
功能区东南角，总建筑面积约
*).*/万平方米，以紧凑型中小户
型为主。全部建成后可容纳 -%%%

余名园区企业职工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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