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镜头
2023年7月14日 星期五 责编：刘欣

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斜着穿过，暖暖地打在
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五楼走廊的照片墙上。迎
着阳光，照片的像素越来越高、色彩越来越艳，衣服
从白色的确良渐变成黑底学士服——那张前几天新
被挂上的毕业合影中，10位全国首届聋人听障工科
硕士脸上的笑容和蓝底硕士服尤为跳跃。老师们接
力般笑眯眯地守在前排，有的从青丝满头守到华发
渐生。一届届毕业生的合影，如同时间长轴，串起了
这个“聋人小清华”的32年。

退休教师汪美林的家中，珍藏着一本厚厚的自
制档案。从 1991 年 9 月 11 日天津大学机电分校
（1996年并入天津理工大学）特教部成立，首批6名聋
生入学；到1996年 4月 26日，“创办天津聋人工学
院”被明确列入中国残疾人事业“九五”计划纲要；再

到1997年 11月 5日，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正式
挂牌，她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聋人高等工科教育从无
到有的发展历程。

更详尽的档案，存在于学院每一位老师的脑海
里。他们不仅记得这些孩子从哪里考来、毕业后去
了哪里、取得了什么进步，还记得他们失去听力的年
纪和原因，甚至记得谁为了省钱总不好好吃饭。
现任天津市聋人协会主席陈华铭就是该校首届6名

学生之一。他来自山西，毕业后辗转多个单位，最终通过
努力留在政府部门工作。做好本职工作之余，陈华铭四
处为残疾人事业奔波，还是手语版国歌研制小组成员。
他说：“汪老师是我的恩师。人一生能碰到一个特别负
责、把学生当孩子的老师，那是非常大的荣幸。”

不只是汪美林之于陈华铭，几乎每位听障生都觉

得在这儿遇到了真正的“蜡烛”，让人生从此明亮起来。
上个月穿上硕士服的中国首届聋人工科硕士生梁

一帆，曾被评为“2019 年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她
2016年从河南考来读艺术专业产品设计方向本科，到
大学才学的手语，不仅手语、口语交流都没问题，还能
做手语翻译。在老师们指导下，她积极参加各种社会
活动，做过全国第十届残运会闭幕式舞蹈手语指挥，疫
情期间还给武汉的听障人群录过防疫知识手语视频。
2015届毕业生王慧，跟随宝坻区阳光福乐多助残

基地创办人田丽超一起，依托养老院的收入，为40多名
智力障碍家境清贫的孩子撑起了一方天地，对他们进
行简单职业培训，让他们学着用双手养活自己。
……
32年一晃而过，开拓者们当年坚持的很多东西，都

如无形资产般传了下来。学院在全国率先提出并创建
了全纳教育模式，选拔听力、理解力强的听障生到其他
学院与普通生同堂学习。学院还创建了天津首个聋人
众创空间，通过“以赛促练”“以赛促学”，提升听障大学
生创新创业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北京冬奥会央视直
播手语翻译资料库即是采用了聋人工学院师生科研团
队的“手语实时翻译系统”成果。近两年，听障生与健
听生同场竞技，获得了“挑战杯”全国特等奖、“互联
网+”全国金奖、“大艺展”全国一等奖等奖项。学院还
开创了与美国听障教育的学分互认，实现听障生赴美
留学。当初的特教部现在已拥有5个本科、6个全纳教
育、2个研究生专业，年招新生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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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科研团队中，听障学生与健听学生借助“音转字App”沟通。

听力相对较好的同学可接受全纳教育，到其他学院与普

通生同堂上课。

手机是听障生最好的助手。

计算机专业听障生与健听生共同研发“安全出行智能

头盔”，帮助听障骑行者感知汽车鸣笛等声音产生的方向。

其他学院老师语速可以很快，也可以偶尔背对学生讲话，但聋人工学院老师必须面朝学生，普通话与手语同时进行。

毕业典礼上，听障生“唱”国歌。

一届届毕业生的合影，组成了教学楼五楼的照

片墙，也组成了聋人工学院的历史。

答辩会上，低年级同学帮忙提示剩余时间。

硕士生在残疾人专场招聘会展示区介绍自己的

作品。

让他们读懂“无声世界”
——全国首届聋人听障工科硕士毕业啦

教室角落的桌子上，放着同学们做的艺术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