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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

一 指尖舞者

本届上海国家通用手语大赛上，青少年组
冠军被一位亭亭玉立的少女摘得，她就是今年
  岁的方思尧。

方思尧是浦东新区民办恒洋外国语学校的
一名初一学生。比赛现场，方思尧用手语深情
演绎歌曲《如愿》，柔美的动作、标准的手势，赢
得了全场一致好评。一位评委在点评中感慨
道：“看了思尧的表演才发现，手语原来可以这
么美。”

能打出赏心悦目的手语，是方思尧的天赋，
也是她苦练的结果。据方思尧的妈妈顾逸萍回
忆，女儿3岁起就学习舞蹈和朗诵并一直持续至
今，前者给小思尧带来了柔韧的体态，后者则锻
炼出小思尧自信的舞台风范。如今，这两种技
能都被方思尧运用到手语上，舞蹈的美感、朗诵
的台风得以在指尖呈现。

比赛现场，市残联融媒体专职摄影师、听障
人士朱德春用手语与方思尧打起了招呼。“我三
年前给你拍过照片，还记得我吗？你长高了，小
女孩变成大姑娘了。”朱德春所说的初见，正是
方思尧刚接触手语之时。两人因公益而结缘，
朱德春见证女孩走进了手语这扇神奇的大门。

近年来，社会对于无障碍建设的重视程度
与日俱增，能熟练掌握手语的专业人才非常紧
缺，上海市残联非常欢迎健全人特别是青少年
学习国家通用手语，并且开设了许多公益课程。

    年7月，长期关注公益慈善事业的顾逸
萍在残联微信公众号上看到了一条“爱上海·学
手语”的推送，在线征集对手语感兴趣的市民线
下培训，她立即为女儿“抢到”了一个名额。“在此
之前，我们与手语几乎完全没有交集，只是觉得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学会之后或许可以帮助
到残障人士。”顾逸萍最初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
让女儿多接触公益，掌握一些技能帮助他人，后
来发现，方思尧能做的事情远超预期。

上了几堂手语课后，方思尧觉得很有意思，
难度也不算太高，因为和许多语言不同，学习手
语不用死记硬背，许多词汇即便没有学过也能
大致猜到是什么意思。学会了一些词汇后，方
思尧就时常在家人和朋友面前练习，顾逸萍有
时也会拍下一些视频发朋友圈。虽然只是初学
者，但因为有舞蹈基础，方思尧的手语视频颇具
美感，也很有观赏性。这些视频引起了培训班
手语老师的注意，他们告诉顾逸萍，小思尧表现
力很强，很有手语天赋。很快，他们也开始转发
这些手语视频。

得到了老师的肯定，方思尧学手语的积极性
更高了，顾逸萍也由此开始认真考虑一个问题：
如果让孩子在这条路上坚持下去，在未来能够
成为一名手语翻译，也是一种不错的职业选择。

学习手语仅 个月，方思尧就收到了上海
市残联的邀请，请她担任当年第   场手语微
课堂的小老师，开课前，市残联对小思尧进行了
手语测评考试。考核通过后，方思尧获得了“通
用手语阳光推广大使”聘书，年仅9岁的女孩，成
了上海年龄最小的“手语推广大使”。

二 初心不变

虽然有了“梦幻开局”，但在方思尧看来，
学习手语并非一蹴而就，要熟练掌握更是一
个漫长的过程。

学习中，方思尧最大的苦恼就是没有语
言环境，因为身边很难接触到听障人士。大
多时候，她只能对着残联公众号上的视频练
习，准确度到底怎么样，心里也没底。

女儿学习手语不久后，有一天顾逸萍在
家附近的一家理发店偶遇了一位听障员工，
顿时如获至宝。从此她经常带着女儿光顾这
家理发店，希望小思尧能多和这位听障小哥
哥用手语交流。

真正开始使用的时候，方思尧才发现自
己学习的国家通用手语，相当于手语中的普
通话，与听障人士习惯使用的方言手语有一
定的区别。当然，简单的沟通没有问题。在
和这位听障小哥哥的交流中，小思尧深深感
受到，听障人士真的非常需要社会关爱，因为
交流不便，听障人士的内心往往非常封闭，即
便身处善意之中，也担心自己受到歧视，表现
得非常“社恐”。

“当我用手语和他打招呼时，小哥哥非常
激动，有种终于能够被理解的感觉。”方思尧
说，通过和这位听障人士的交流，她不仅提高

了手语水平，也对学习手语的意义有了更深
的理解。她还找到了一个新的努力方向：利
用自己的天赋，把歌曲、诗句用优雅美丽的手
势动作呈现出来，帮助听障人士更多感受生
活中的美好。

和同龄人一样，学业依旧是方思尧的主
要任务，即便休息日也要抓紧时间学习，学手
语只能见缝插针。除了日常自学，她还会参
加各种手语推广活动或比赛，通过同台竞技
提高水平，发现短板和与高手之间的差距。

学习手语3年后，方思尧已经可以和听
障人士进行对话交流，虽然和专业人士相比
还不算太熟练，但在初学者中已是当之无愧

的佼佼者。这次在全市比赛中获得青少年组
冠军，也是对她坚持手语学习的认可与回报。

“现在，学习舞蹈和朗诵的优先级已经排
在手语之后，我们觉得这是一种让孩子参与
公益的最好方式。”顾逸萍说，不论孩子今后
从事什么职业，都希望她能将手语学习坚持
下去，因为这种技能很稀缺、社会很需要，也
希望孩子永远葆有这份“帮助他人”的初心。

三 自主学习

与方思尧同台竞技的孩子们，有不少是
组团参赛。因为他们的学校开设了手语课

程，孩子们是通过课外兴趣班接触到了手语。
但特别有意思的是，本次获得团体二等

奖的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是个例外——七
位小女生不是通过学校兴趣班接触手语，而
是自发学习有成后，“反向”推动了学校手语
教学的发展。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比赛
中，几位三年级的女生表演了手语配乐诗朗
诵。“其实，这些小朋友的参赛故事更加神
奇。”卢湾一中心教师宋立芸是孩子们的大队
辅导员，据她回忆，去年学校有几位同学参加
过一个视频的录制，用通用手语演绎少先队
队歌，不少同学看到视频后觉得非常有趣，
就自发形成了一个兴趣小组，成为了学习手
语的“忠粉”。

让宋立芸感到神奇的是，这次来参加
比赛的这几位同学，没有一个参加过去年
的视频录制，全是在机缘巧合后发展出的

“爱好者”。
“作为老师，我们其实对手语一知半解，

学校当时也没有专门的手语兴趣班，孩子们
的兴趣爱好跑在了学校和老师的前面。”宋立
芸说，孩子们自己会去网上找视频学习，再相
互传授、相互交流，看到高手的精彩发挥，他
们也会由衷赞叹，由此可以感受到孩子们对
手语是发自内心的热爱。

发现了孩子们这一兴趣爱好后，学校和
老师都非常支持。这几位同学今年通过复赛
后，宋立芸便和孩子们共同策划了决赛演出
节目，并找到专业的手语老师进行赛前培
训。经过努力练习，卢湾一中心小学最终获
得了团体第二名的好成绩，但宋立芸认为，比
赛结果并不是最重要的，孩子们努力学习手
语的目的是帮助听障人士，这份善良纯粹的
公益之心更值得珍视与守护。

“如果有更多的小朋友对手语感兴趣，学
校会为他们创造更多的机会。我们考虑开设
兴趣班，让手语走进校园。”宋立芸透露，孩子
们获奖后最大的心愿，就是在学校升旗仪式
上为全校同学老师表演。在她看来，这心愿
就像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旦萌发，定会扩散四
方、向阳生长。

四 未来可期

“在青少年群体中推广手语，对于手语
的推广发展极为重要，因为孩子们是希望
和未来。”上海三享两益青年职业发展促进
中心理事长周文佳认为，近几年上海手语
推广活动非常活跃，通过各方努力，手语的
社会知晓度不断提高，这也是社会进步的
一种体现。

    年，上海市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发起
了“爱上海 · 学手语”的微课堂，在星巴克、东
方航空、熊爪咖啡等店铺和场所推广手语，提
升普通市民和听障人士交流的能力。迄今为
止，上海学过手语的市民已超  万人次。如
今，在上海街头的不少咖啡店里，都有听障咖
啡师，不少市民可以用手语和他们进行简单
交流。

    年，上海市教委推动学手语活动走
进学校，让更多学生有机会接触到手语，这也
是推广普及手语工作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周文佳认为，此举有助于让青少年更好地理
解和关爱听障人士，促进社会的多元化和融
合。“孩子们心里种下了乐善助残的种子，学
会了包容与关怀。”

此次“指尖传情 共享阳光”    年上海
市国家通用手语大赛上，就有很多青少年选
手参赛并获奖。孩子们参加手语学习的形式
多种多样，有手语歌、手语诗歌、手语朗诵等，
这些方式不仅提升了学习手语的趣味性，也
让孩子们通过这种美好的“语言”，更加理解
和尊重听障人士。

据周文佳透露，截至目前，上海已有  所
中小学开展了“爱上海 · 学手语”活动，超过上
万人次的学生参与学习，未来还会有更多学
生加入学手语的行列。

“推广过程中，我们也发现老师对手语了
解不深、手语微课堂无法在学校成功开展等
问题。”周文佳希望通过更多的社会宣传和公
益活动来提高手语的社会接纳度，同时鼓励
更多的学校参与手语推广，让更多的孩子有
机会接触到手语，成为打造无障碍社会重要
的专业后备军，残健携手共同营造友好包容
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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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一能

今天是国际残疾人
日，让我们走近一群爱
上手语的少年。

一个听说能力健全
的人，为什么会去学习
手语？不是在社交平台
上摆几个酷炫的动作，
而是全身心沉浸其中，
日复一日地练习。12岁
女孩方思尧的回答是：
“可以帮助他人。”

2024年上海市国家
通用手语大赛近日在上
海报业集团大厦举行。
来自社会各界的手语从
业者与爱好者同场竞
技、切磋交流。众多参
赛者中，竟有不少孩子
的身影，他们中很多人
和方思尧一样，虽然身
体并无缺憾，却在繁忙
学业之余自学了手语。
这些孩子是如何接

触到手语、又是为何对
手语产生兴趣？学习手
语的经历，将怎样影响
他们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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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旧认真排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