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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特殊教育

奉献于无声世界
跋涉为融合教育

———记我国聋教育专家、融合教育探索者叶立言先生

● 季 瑾 孙家文 马建强

一、品学兼优，与特教结缘

叶立言先生上小学校时，成绩优异，门门功课一百

分，深受老师喜欢和同学敬佩。每年五一节、国庆节，他

都被选送去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等国家领导人的

检阅。1954 年 7 月小学毕业，他以优异成绩被北京四

中录取。初中 3 年他都获得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学习

优良奖章。1957 年升入高中部，他又被选为学校团委

委员，担任学习部部长。在老师、学生、家长眼中，叶立

言是品学兼优的“学霸”，是众望所归的北大清华的好

苗子。谁知，高三毕业时被检查出肺结核，无法达到高考

体检标准，最后与高考失之交臂。当年北京市教师紧缺，

于是叶立言被推荐到北京市第四聋哑学校担任教师。
听说要去聋哑学校，叶立言一脸愕然，满腹失望：

“我长这么大可从来没有听说过‘聋哑学校’，也从来没

有与聋哑人打过交道，聋人听不见，我怎么教他们

……”叶立言当即向文教科领导说：“您可以把我分配

到西城区最艰苦的学校去，聋哑学校我胜任不了，我不

愿去。”文教科领导说：“聋哑学校就是西城区最艰苦的

学校啊！你是共青团员，优秀学生，我们相信你能胜任

这份工作。”叶立言意外结缘聋教，由此开启特教生涯。
叶立言把分到聋哑学校任教的消息告诉了父母，

想不到他们却很支持，父亲说：教聋哑孩子有什么不

好？那可是个“冷门”，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教会的，你要

好好干。1960 年 10 月 19 日，叶立言到北京市第四聋

哑学校报到，担任三年级语文教师兼班主任。当时叶立

言心里只有一个想法：争口气，把聋哑学生教好！

二、无怨无悔，为聋童做奉献

在聋校教书，首先要尽快掌握好手语。为尽快学会

聋人手语，叶立言整天与学生形影不离，虚心向学生请

教，随身还带着本子和笔，随时记下一个个手势。回到

家里躺在床上，也反复练习手语。家人都说他“着魔

了”。功夫不负有心人，两三个月之后，学生们都夸叶老

人物小传

叶立言，1942 年 3 月生于北京。 1954 年 7 月小学毕业，以优异

成绩考取北京四中。 初中连续 3 年获北京市教育局颁发的学习优良

奖章。 高中毕业时因病未能升入大学，却与特殊教育结缘。 1960 年

10 月至 2002 年 9 月任教于北京市第四聋哑学校、 北京市第二聋哑

学校。 2002 年退休后一直担任教育部、北京市教委等随班就读指导

专家。1983 年 4 月至次年 5 月，由教育部公派赴美国进修特殊教育。

1985 年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86 年被评为北京市 特级教师，

1988 年获得中学高级教师职称，1996 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贴，2001 年获得首届“江民特教园丁奖”。出版个人专著《聋校语言教

学》，参与编著《听力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工作手册》《满足特殊教育促

进有效参与》等，发表论文 20 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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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立言认为，由于特殊儿童在学习上存在着各种困难，融合教育教师应具有以下几种能力，一是驾

驭差异教学的能力，二是制订与实施个别化教学计划的能力，三是指导学生进行康复训练的能力，

四是信息技术能力，五是教科研的能力。

师手语打得清楚连贯，课堂教学效果明显改善。因为他

手语打得好，全校集会时经常安排他担任手语翻译。后

来他还到校外担任手语翻译。有一次，“中国的保尔”吴
运铎给全市聋人作报告，就请了叶立言做手语翻译，他

的手语得到了聋人群体的普遍认同与喜爱。
过了语言关后还要过教学关。叶立言主动虚心向

老教师学习，向课本学习。1961 年，区教育局领导到聋

校调研，听了叶立言的课后给予了高度评价，此后开始

对叶立言进行重点培养，组织专家帮他备课、上课，听

他的课，给他评课。叶立言非常珍惜这样的机会，从手

语与汉语的比较入手，依据“教学过程与形成发展语言

相统一”的原则，扎实研究聋校语言教学，很快成长为

教学骨干，区、市教学能手，并在全市聋校教研活动中

开公开课，给全国聋校老师开示范课。
名师出高徒。高向昱从小在无锡长大，后到北京插

班成为叶老师学生，她胆子很小，不爱交流。叶老师因

材施教，专门安排一个同学与她结伴，还经常找她谈

心，相互学习北京与无锡的手势，让她逐步掌握北京手

语，融入新的学习环境。经过一段时间，高向昱性格开

朗了，学习成绩也提高了。毕业后，她以优异成绩考入

长春大学，大学毕业后又被北京四聋录取为教师，工作

很出色。他们师生情如父女。高向昱只是叶立言培养的

众多优秀聋生中的代表而已。
1980 年 12 月的一天，北京四聋校长王宗文把叶

立言带到自己的办公室对他说：“叶立言，国家要送你

到美国去进修！”去美国进修，这让叶立言喜出望外。
1981 年 2 月，他来到上海外国语学院留学生预备部进

修一年，他勤奋刻苦如饥似渴，英语水平突飞猛进，

1982 年 1 月，他以四门功课全优的成绩顺利结业。
1983 年 4 月至 1984 年 5 月，叶立言由教育部公派赴

美国进修，叶立言先后在俄亥俄州哥伦布技术学院和

俄亥俄州州立聋人学校进修，学习美国手势语言，担任

手语译员，承担小学、中学和职业班的教学辅导工作。
叶立言把在美国进修的 13 个月时间都花在学习与工

作上。与叶立言一同进修的有来自 17 个国家的 18 个

同学，他们劝说叶立言不要成天只是学习工作，不应失

掉这短暂的“美好经历”。叶立言认为，出国不是寻求自

己的“美好经历”，而是为中国聋人寻求美好前途。

一年多的进修与实践，叶立言对美国聋人学校的

教学体制、管理过程、课程设置等有了全面、具体的感

知与认识。他围绕“如何有效地对聋哑儿童实施语言教

学”这个课题，搜集了大量手语教学、口语教学及综合

教学方面的论文、素材、样品，为回国后从事相关理论

研究与实践探索积累了珍贵的一手资料。
叶立言回国后，在聋校教学研究方面成果累累，

1985 年 2 月，他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85 年 6
月，调任北京二聋副校长兼教导主任。

三、淡泊名利，推融合开新路

1986 年，我国颁布《义务教育法》，明确把特殊儿

童的义务教育纳入国民义务教育体系。为了寻找一条

投入少、见效快、方便就近入学、适合我国国情的普及

特殊儿童义务教育之路，随班就读应运而生。1989 年

国务院颁发了《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提出

了“以一定数量的特殊教育学校为骨干、以大量的普校

附设特教班和残疾人随班就读为主体的发展格局”。从
1992 年起，叶立言开始研究和推进随班就读工作。

受原国家教委委托，他 1992 年底至 1993 年初到

黑龙江海伦县（现海伦市）、江苏省盐城市进行聋童随

班就读可行性调研考察。1993 年 6 月为原国家教委完

成了《听力残疾儿童随班就读工作手册》编写出版工

作。1994 年 3 月至 2004 年 9 月 10 年间，他作为国际项

目“对有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教育”的国家级专家，先后

到宁夏、黑龙江、内蒙古等中西部地区指导、评估残疾儿

童随班就读工作。
叶立言认为，由于特殊儿童在学习上存在着各种

困难，融合教育教师应具有以下几种能力，一是驾驭差

异教学的能力，二是制订与实施个别化教学计划的能

力，三是指导学生进行康复训练的能力，四是信息技术

能力，五是教科研的能力。他期望越来越多的一线老师

能扎实地做好实证研究，推出更多的有研究价值的案

例，建设好学生发展评价数据库和评价参照体系，切实

提高随班就读教育教学质量。
本文为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 2015 年度

课题“中国近代以来特殊教育课程的历史嬗变与沿革”
的成果，课题号：B-b/2015/01/0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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