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期干预至关重要

贾美香是北京大学第六医
院主任医师，也是北京市孤独症
儿童康复协会会长，40 多年来，
她一直竭尽全力帮助患有孤独
症的孩子。 从上个月开始，她帮
助的几个大龄孤独症患者的父
母接二连三去世，这些“大孩子”
由于早期没有康复机构可去，错
过了干预的“黄金期”，大多数在
青春期出现了一些情绪和行为
问题后就没有再去学校上学，只
能由父母来照顾。 父母离开这个
世界后， 他们生活不能自理，只
好被送进机构。

很多大龄孤独症患者在被
送入机构后， 每天只是吃喝睡
觉，无事可做，于是身体迅速发
胖。 肥胖和超重是机构里的大龄
孤独症患者常见的问题，而肥胖
又会带来血糖、血脂、血压超标
等一系列机体疾病。 贾美香不得
不为他们寻找体能训练的老师。
一位体能老师要训练诸多独孤
症“大孩子”显然力不从心，然而
这却是独孤症康复行业的严峻
现状———康复老师严重不足。

贾美香告诉记者，每个孤独
症孩子的家庭，都注定要为孩子
的康复投入大量金钱和时间。 然
而，一个普遍而让人心酸的现象
是，父母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时
间，孩子却因为遇不到专业的康
复老师、规范的康复机构，得不
到有效康复，成年后生活仍然不
能自理，需要由家长照顾，而家
长去世后，又变成社会的负担。

贾美香指出，孤独症儿童的
早期训练，对于孩子的一生至关
重要，需要医生、老师和家长的
共同努力和坚持。 然而，目前这
三方面却都存在诸多问题，除了
医教不配套，家长有病乱投医之
外，儿童康复师的缺乏和康复教
育的不规范更是行业的弊病。 大
大小小的诸多康复机构“各自为
政”， 每个机构都有自己的运营
模式和管理体系。“没有统一的
教材，从国外引进一个方法就认
为自己是最好的。 老师的水平参
差不齐，大多数老师不懂得要针
对每一个孩子的具体问题进行
个性化教学。 ”贾美香说。

不规范的训练不仅对孩子
没有帮助，还会为孩子康复带来
诸多弊病。 贾美香认为，专业的
康复必须是教育和医疗相配合，
必须贯穿孩子的生命全程。 孤独
症患者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有
不同的需要：0-3 岁孩子的康复
需要在妇幼保健院进行，需要医
生全程参与，3-6 岁的孩子需要
学前教育，6-12 岁的儿童需要学
龄期教育，大龄孩子需要进行职
业技能培训， 并且最终回归社
会。“训练的目的是要让孩子将
来能够回归社会。 ”贾美香说。

人才缺口巨大

孤独症儿童康复师严重缺
乏， 现有儿童康复老师水平参
差不齐， 这些问题由来已久并
被多次讨论。 近期在宁波举办
的“校园杯”儿童康复全国职业
技能大赛可以说是规范康复教
学，推动行业树立“金标准”的
一次尝试。

在儿童感统训练赛道上，记
者看到一位参赛选手正在向来自
全国的几位专家评委演示对感统
失调儿童（由另一位选手配合扮
演）的康复训练。“儿童”在选手的

引导下， 成功地完成了使用平衡
车“过河”、写字等各项指令。

观看完演示， 贾美香告诉
记者，选手们还存在一些问题：
“首先，这位老师说话的声音太
小。 在现实中，老师给孩子交代
任务时， 一定要让孩子清楚地
听到， 尤其是感统失调的孩子
会比较吵闹， 所以老师声音一
定要大。 其次，孩子的扮演者没
有给老师设置任何障碍， 而在
现实生活中， 孩子绝对不可能
这么听话，所以在模拟演示时，
应该适当地给老师设置一些困
难， 让老师展示自己调动孩子
积极性的能力。 ”

虽然选手还有提升空间，但
贾美香表示， 这种以赛促学、以
赛促教的大赛模式，对于儿童康
复行业的发展、学校人才的标准
化培养还是非常重要的，大赛让
儿童康复走进了院校，帮助学校
培养了能和社会接轨的技能应
用型人才。

北大医疗脑健康线上事业
部总经理杜俐佼向记者介绍：
“今年发布的《儿童发展障碍康
复行业报告》显示，我国残联在
册的孤独症康复人才大约有 2
万余名， 然而面对的却是 300 万
患孤独症的孩子。 在欧美一些发
达国家，平均每 4 名患孤独症的

孩子就能分配到一名康复师；而
在中国，康复师与孤独症儿童患
者的比例却是 1:143。我国儿童康
复行业当前普遍存在缺师资、不
专业等问题。 ”

尽管面临大量人才缺口，然
而目前全国却极少有院校设有
儿童康复这个专业，“大部分儿
童康复师在校学习的都是卫生
护理、 儿童心理教育等专业，相
较而言，特教还算是比较对口的
专业。 ”杜俐佼说。

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作
为一所承担卫生健康服务领域
紧缺人才培养的高职院校，同样
没有开设儿童康复专业，该校校
长贾让成对记者说，学校采取的
是与北大医疗脑健康合作，通过
学科交叉的方式， 让护理专业、
营养专业、健康管理专业，以及
医学专业的学生，在接受三年本
专业的基础教育后，通过在线上
观看北大医疗脑健康提供的儿
童康复培训的数字教程以及线
下实习，来培养儿童康复技能。

既然儿童康复师有如此之
大的缺口，为什么学校没有开设
这个专业，专门培养这方面人才
的计划呢？ 贾让成告诉记者，“开
设一个专业， 最大的困难是师
资，目前，在儿童康复领域，业内
人才紧缺，能够承担教师任务的
人就更少。 所以需要行业与院校
开展产教融合， 完善专业标准，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行业与
专业的共同发展。 ”

就业市场待规范

另一个事实是，虽然儿童康
复行业面临巨大的人才缺口，学
校担心的却是，没有足够多的正
规机构去吸收所有的毕业生，为
学生提供有保障的就业前景。

贾美香告诉记者，要解决儿
童康复师的缺口问题，除了要加
强人才培养，还需要为儿童康复
师提供更广阔、更有职业晋升空
间的就业前景。

对于儿童康复师来说 ，过
去，特教学校大概是他们最好的
选择， 因为可以被纳入教师编
制，有职业晋升空间，而且待遇
也能让人满意。 相较之下，民间
机构的儿童康复师，职业发展前
景就显得不尽如人意。 现在，随
着康复行业规范化发展，一些大
型康复机构也设置了晋升机制，
有了“基层老师-组长-管理者”
这样明确的晋升路径，然而不少
中小机构的老师仍然面临着“不
知未来去哪里”的问题。

贾美香指出， 儿童康复应该
是医学、教育、康复三者的有机结
合， 需要在上层建筑进行有机管
理和规划，培训好的儿童康复师，
需要从源头上规范康复教学，设
置统一的教材，统一的教学大纲，
统一的考试题库， 有一个真正的
考试专业委员会对儿童康复师进
行考核和认证。“这个行业的考核
将来应该是公开、公正、透明的，
不仅要培养高水平的儿童康复
师，还要为他们设置职业规划，完
善配套资源，让他们有编制，有晋
升空间， 能够在这个行业里坚定
长远地走下去。 ”

（据《中国青年报》）

� � 我国首例被确诊的孤独症患者今年已经 52 岁。 一个半月前，他的母亲去世了。
他的父亲已过世多年，他一直由母亲照护生活，母亲是癌症晚期患者，过世

时已 80 多岁。 母亲生前一直担心自己过世后没有人照顾这个孩子，她曾对贾美香说，
要努力为孩子多活一天，“因为只有妈妈活得久，孩子才能幸福。 ”

母亲去世后，这位大龄孤独症患者被送进了养护机构。 被机构收养确实可以衣食
无忧，但这就是孤独症患者的最终出路吗？ 机构是否能够为这些大龄孤独症患者提供
正确的帮助和训练？ 很多大龄孤独症患者具备一定的工作能力，机构是否能为他们找
到适合他们做的事情？是否考虑到他们未来的发展？在看到身边许多大龄孤独症患者
父母去世后不得不被安置到机构时，贾美香提出了一系列直击灵魂的拷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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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万孤独症患儿呼唤
专业儿童康复师

“

4 月 3 日，第十四届“世界孤独症关注日”公益活动现场，志愿者教自闭症孩子乘坐电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