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们是一群不幸的孩子，因为走失或者

被遗弃，失去了家庭的温暖。但他们却又是幸
运的孩子，在无微不至的关怀中，他们的童年

不再昏暗无光。日前，上海市儿童福利院首次
举行媒体开放日活动，这里主要承担本市范

围内 0-18周岁被父母遗弃，经公安部门查找
后，确认为弃婴、弃儿的收容和养育。记者来

到儿童福利院，看到的是一张张天真灿烂的
笑脸，他们在这里得到了治疗、教育、关爱，并

且在成长中找到了人生的意义。

用笑容拨开自卑阴霾
来到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第一感觉是令

人揪心。这里的孩子们大多有着各种各样的

残疾，自闭症、唐氏综合征、脑积水、肢残等
等。但看到有访客到来，孩子们还是露出了灿

烂的笑脸，一些小朋友们还会主动和客人打
着招呼，邀请他们到教室参观，丝毫没有因为

自己的缺陷表现出自卑害羞，几乎每一个孩

子都是落落大方阳光开朗。
教室里，一群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孩子正

在上课，老师一遍遍教他们认字说话，这是一
个艰难的过程，但可以看出孩子们很享受上

课的过程，而老师的耐心也令人叹服。副院长
袁仿来告诉记者，这些孩子普遍在身体、智

力、语言等方面都要远远落后于同龄孩子。但
是，他们同样也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和渴望。目

前，适龄的唐氏综合征孩子参与课堂教学的
比率保持在 80%以上，所有符合条件的学龄

前唐氏综合征的孩子都已按年龄和能力安排
到不同的班级接受教育。

老师尝试使用交互白板、触摸学习板让
孩子们能够更加直观地来感受教学内容和各

类信息。院内还创设了情景模拟教室，聘请专
业的团队设计和建造了各类模拟社会环境，

包括医院、理发店、快餐店、超市等等。让孩子
们通过最真实、最直观的方式来走近社会，有

效地推进了孩子们的社会化进程，积极培养
他们独立生活的能力，让他们日后更好地融

入社会。

用温柔打开禁锢内心
在自闭症康复室，四个患有自闭症小朋

友正进行康复干预训练。在老师的指导下，他

们一起做游戏，对外界信息做出正确回应。他
们很好地完成了训练，还邀请记者们一起和

他们做游戏。
老师告诉记者，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往往

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难以沟通交流。这些

孩子的症状比较轻，而且因为得到了及时干
预，病情已经大为缓解，能够正常与他人开展

互动，这对他们而言，已经是非常大的进步。
市儿童福利院康复中心自闭症小组自

2002年成立以来已有 17年，小组成员包括医
生、康复治疗师、特教老师、心理治疗师等不

同专业背景的人员，通

过医教结合、综合性康复课

程以及十几种干预方法帮助自闭症儿童康

复。通过这些方法的运用与实践，大批自闭症
患儿症状得到改善，一部分儿童能够回到课

堂接受正常的九年制义务教育。
自闭症儿童慧慧初次来训练时 3岁，大

小便不能自理、不会说活，不听从指令、严重
挑食、行为情绪问题严重，不满足心愿就大

哭、尖叫。经过系统地培训，孩子逐渐开始有

听指令的意识，进入日托班后，通过语言、认
知、感统、心理等多方面的干预，能理解简单

对话并回答问题，能完成拼板、写画等简单操
作，挑食、情绪失控等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慧慧母亲是全职妈妈，女儿的病情让她
感到压力巨大。老师推荐她参加了家长团体

心理辅导，通过专业人员的干预，慧慧妈妈焦

虑、抑郁的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也变好了，目前慧慧已经顺利从康

复中心毕业进入辅读学校。

用实践助其展翅高飞
儿童福利院长大的孩子们，总有要离开

家的一天。当他们成年后，将会自食其力独自

生活。而为了帮助他们能够适应生活环境巨
大的变化，儿福院开展“大龄儿童岗位实践项

目”等孤儿社会融合工作，帮助他们实现从机
构照料到社会安置的“软着陆”。截至目

前，经过精心照护与教育，上海儿童福

利院已累计有 280余位成年孤残儿

童顺利回归社会，安居乐业。

“大家好，这是我们开的小超

市，自主经营，自主管理。”18岁

的店长小周告诉记者，这个小超

市是儿童福利院开设的首个“大

龄儿童岗位实践项目”———“学生

之家”，这些项目帮助成年孤儿回

归社会安置，培养他们的实践和职

业能力。

今年 29岁的李文卫两年前离开这

里，如今在崇明一家慈善超市工作。他 10多

岁那年在火车站走失，之后就一直住在儿童
福利院。李文卫告诉记者，之前因为住处没有

落实，就一直住在儿福院，2年前真正要离开
时，心中还是非常焦虑，担心无法适应社会，

还好在“学生之家”当过店长，他很快习惯了
新生活，如今完全可以自食其力。

“我一直觉得，这里还是我的家，老师同

学就是我的亲人，想他们的时候我就会回来，
他们是我生活最大的动力。”李文卫说，他暂

时还没有什么太大的目标，目前先要努力在
社会上站稳脚跟，今后如果有余力，一定会想

办法帮助福利院的弟弟妹妹们融入社会，这
是他报恩的方式。

本报记者 李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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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儿童福利院举行首个媒体开放日

“幸福之家”里孩子们笑容灿烂

    本报讯（首席记者 王蔚）在今天上午

由上海开放大学主办的儿童发展与青春期
家庭教育国际研讨会上，“中国特大城市青

少年发育状况及青春期教育对策报告”引起
关注。学校、家庭、社会有必要三方联动，共

同探索针对青春期青少年性问题的预防和
应急服务机制，协助他们正确面对和处理青

春期问题，促进每个孩子的健康成长。

这份由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跟踪
20多年后于去年完成的调查，6000份样本

主要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的初中生、高
中生和大学生。调查显示，男生的首次遗精

平均年龄为 13.03岁，女生的月经初潮平均
年龄为 12.21岁。与 2004年相比，男生的平

均初遗年龄提前了 0.44岁，女生平均初潮
年龄提前了 0.49岁。随着健康与营养改善，

对历年数据比较可以发现，中国青少年的性
生理发育“前倾”趋势明显。

数据显示，认同性是“快乐”和“美好”的
青少年比例是 58.0%和 58.2%，而不认同的

比例为 5.1%和 5.5%；有 64.3%的青少年认
同性是一种“责任”，不认同的比例为 6.9%。

可见，积极、正面的性观念占据了主流。但同
时也要注意到，有 8.6%的青少年认同性是

“肮脏”的，有 8.5%的青少年表示“厌恶”性，

这也表明，仍有部分青少年对性持负面态
度。

学校和家庭普遍“警惕”的孩子早恋问
题，是否真实存在呢？主持这项调查的上海

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说，调查发
现，高中生有超过四成的人已经历过初恋。

初中生有过恋爱经历的占 10.6%，高中生中

有过恋爱经历的占 42.3%，大学生中有过恋
爱经历的占 56.3%。当青少年面对性困惑

时，网络成为其最主要的解惑途径。有
23.6%的青少年主要通过网络（含社交软

件）寻求性困惑的答案；通过学校课程寻求
解困的青少年比例为 14.3%，从朋友和同学

处寻求性困惑答案的比例为 12.6%。可见，
在遇到性困惑时，自我摸索甚至“无师自通”

成为青少年的主要解决方法。
“虽然面向青少年的性教育较以往有了

很大的充实和提升，但客观而言，目前仍缺
乏科学化、系统化的青春期性教育。”杨雄提

出，要进一步充实和健全主流渠道的青春期
性教育，通过学校课程、社会科普、家庭交流

等方式，引导青少年通过正规途径获得科学
的性知识。同时，应该规范青春期性教育的

内容，吸取国际上先进和规范的性教育经
验，逐步编写完善的性教育课程标准和相关

教材，使青春期性教育“有本”可依。

    本报讯（记者 左妍）今天上午，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发布国
内首张《儿童医院公益空间地图》，公益空间

开放日活动让患儿及家长全方位认识院内的
30个公益空间，其中部分特色项目将于医院

新的医疗科教大楼正式开放后向公众推出。
早在 20年前，上海儿童医学中心就探索

将公益资源引入医院，与著名企业及爱心人

士、慈善基金会合作，将优质公益空间项目投
入实施，如迪士尼欢乐屋、麦当劳叔叔乐园

等，已经成为孩子们看病期间的快乐源泉。公
益空间分布于 6个楼宇，由专业医务社工团

队进行日常管理，人均服务约 300余人次。

儿中心院长江忠仪介绍，下月 17日即将

投入使用的新医疗科教综合楼，为本市“十三
五”最大医疗建筑单体，除了新增 15间手术

室包括三间一体化智能手术室外，还将推出
七大全新的公益空间，每个楼面都配置赋予

患儿心理、人文关怀的“童趣世界”，如雨林奇
境、海洋奇境、太空奇境等，用主题式场景带

领患儿探索自然和宇宙奥秘。据悉，《地图》发

布后，院内各类公益空间将进一步按照功能
属性参与医疗过程，提升医疗质量，传递服务

温度。今年，儿中心还将筹建“国家儿童医学
中心医务社会工作与公益慈善联盟”，将上海

经验带向全国。

    本报讯 （记者 左妍）“首先记牢饭前便

后要勤洗手，擦擦肥皂、打点泡泡、细菌消灭
掉⋯⋯不要成天在家看电视看手机，出来晒晒

太阳运动运动、强健体魄长力气⋯⋯”今天上

午，在上海童谣唱作人王渊超带领下，儿科医
院的小患儿哼唱起《健康小不点》。这是复旦大学

附属儿科医院“孔祥东乐疗工作室”送给孩子的
六一礼物———儿童医学科普童谣。医务人员和

音乐人的灵感碰撞诞生了这首歌曲，通过童谣
唱诵方式让孩子们将健康生活习惯牢记在心。

钢琴家孔祥东是儿科医院志愿者的一
员，一直想通过“孔祥东乐疗工作室”提升对

患儿的关爱。“大王王”王渊超是工作室主要

成员之一，给女儿写过上百首童谣。王渊超坦

言，首支医学科普童谣是从儿科医院神经外
科医生郑继翠和社工部主任傅丽丽提供的医

学素材基础上产生灵感创作而成，普通话穿
插一些英语，今后还将尝试沪语唱诵，将医学

健康知识通过童谣展示出来。
这也是国内首次推出的医学科普童谣。

儿科医院党委书记徐虹教授认为，如果能做

好日常生活中的防护，可预防疾病发生；即使
生病，孩子也能对医疗过程有个客观理解，就

医过程会顺利很多。今后还将推出系列儿童
医学科普童谣，愿孩子们唱诵童谣之时，从被

保护者真正转变为保护自己的小主人。

性生理发育提早明显 四成高中生有过恋爱

青少年性困惑
岂能无师自通？

看公益空间地图在医院找童趣

小患儿快乐哼唱医学科普童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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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别 六 一 礼 物

▲ 上海市儿童福利院的老师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荩 小朋友在吃药 本版摄影 通讯员 阚文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