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强不息 追逐生命之光

“2、3、5点‘ao’，2、3、4、6点‘ei’……”3月5
日下午，在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5楼教室里，张
晨正在教一年级学生学习盲文韵母，一边读一
边写，写完后再逐个检查孩子们完成情况。

“每周十多节课，主要教音乐和一年级盲
文。和那些看得见的老师相比，我更熟悉盲文
一些，也更了解盲生学习盲文的习惯。对于低
年级的孩子，我们亦师亦友，互动很多，我觉得
这种状态能让我们有更深入的交流。”张晨告诉
记者。

“张老师学历高又负责任，她每堂课进教室
第一件事就是关门。她看不见，所以担心孩子
课中跑出去。另外，她教学有方法，孩子们都很
喜欢她。”学生家长汪火节说。

13 岁时，张晨因过度用眼导致视网膜脱
落，不幸双目失明，骤然陷入黑暗，她感到焦虑、
迷茫、无所适从，就连走路、夹菜这样的生活小
事，对她来说都异常艰难。在父母的鼓励下，
张晨逐渐走出阴霾，前往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
学习。

“当时已经完全看不见了，这种情况下只
有学习盲文这一个选择。当一个人只有一个选
择时，她就只能做到，没有别的办法。”谈及
当初学习盲文遇到的困难，张晨坚定地说。
随后，她插班到六年级，从头开始学习盲文。
一周内她便学会了盲文，两三个月后便能阅读
盲文，速度远超一般盲生。这背后，是她起
早贪黑的付出和努力。

在刚失明的那段时间，她每天都很烦躁，有
一次偶然听到德彪西的《月光》。“它好像一只温
柔的大手，一下子就让我安定下来。我在《月
光》里看到了很多画面，光影交织，很快便沉醉
在视听双重享受中。”张晨说。

自此，张晨与音乐结缘，换了一种方式
“看”世界。她将乐谱翻译成盲文，反复熟悉
琴键。经过刻苦练习，2002年，年仅16岁的
她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长春大学音乐系
钢琴专业。

在大学里，张晨努力学习，积极向上，她的
声乐技术、音乐素养不断提升。

行而不辍 不断向上攀登

大学毕业后，张晨回到安庆市特教学校任
教，这一教就是14年。长期输出式教学让她萌
生了深造的想法，于是2019年她便与丈夫相约
一起考研。

“一方面我一直都想读研充电，另一方面我
也希望给学生做个榜样。因为在他们心目中，
盲人读到本科就是‘天花板’了。如果我能够读
研成功，就能给他们正向激励，他们会发现原来
盲人也能读研，未来的可能性、选择性就会更
广阔。”张晨说。

在备考过程中虽然盲文复习资料少，接收
盲人的学校也少，但张晨始终没有放弃。“我一
般4点45分起床，从5点学习到7点半，然后准
备给学生上课，课间休息时再刷题和背单词。”
为了兼顾工作和学习，张晨给自己制定了严格
的作息计划。

经过半年的努力，张晨初试、复试均以专业
第一的成绩考入安庆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2020
级学科教学（音乐）专业硕士研究生，成为全国
首个音乐学科教学专业声乐方向的盲人研究
生。在校园里，她不辜负学习的每一天，写论
文、做课题，生活丰富而充实。

“没有破茧的勇气，哪来飞舞的美丽。”2022
年3月14日，张晨拿到第九届国际声乐公开赛
总决赛的中国民歌、歌剧咏叹调和中国艺术歌
曲三个专题组中青年B组的一等奖证书，这也
是安徽首位盲人研究生获国际声乐大奖。

2022年6月，张晨顺利从安庆师范大学毕
业，获得全国首张盲人声乐硕士文凭。随后，张
晨再次回到母校安庆特教学校，站上三尺讲台，
帮助更多视障学生。

针对盲生身心特点，张晨总结出“具身认知
理论下多审美通道统合的音乐教学法”。“简单
来说，就是盲生视觉通道受阻，需要其他通道去
弥补，比如听觉、触觉、嗅觉、味觉。在我的课
上，我尽量多开发这些通道，让他们在这些通道
获得更多信息来弥补视觉的缺陷。另外，因为
我们都看不到，所以我还会用我自己的理解和
感受以及语言去启发他们，让他们产生画面感，
在音乐中产生色彩感。”张晨说。

音乐相伴 做赠花的人

一路走来，音乐陪伴着张晨度过人生低谷，
她在音乐中获得力量。现在，她又以音乐为桥
梁，帮助更多盲生打开心扉、追寻未来。

在3月5日下午初一年级的音乐课上，张晨
让孩子们先识别高低音，然后让他们参与其中，
逐个跟着自己敲出一段和弦。互动结束后，再
正式进入《茉莉花》歌曲的教学中。

“我们都很喜欢张老师的课，课堂上氛围轻
松愉快，充满欢声笑语。现在每周两节音乐课，
感觉都不够。”学生雷梓翔说。

“很多孩子其实是有些自卑的，他们被歧
视、被忽略，心里会有些压抑，我的音乐课就是
让他们情绪被打开，在音乐中找到快乐，找到自
信。”张晨表示。

2009年，张晨在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成立
了七彩旋合唱团。合唱团的孩子们，录制校园
歌曲、创作演绎音乐广播剧，在音乐中自信、快
乐前行。

为了让盲生学会勇敢迎接挑战，张晨还冒
着严寒酷暑，身兼数职，创作排练中国首个盲童
表演的舞台音乐剧。为了让盲生更好地融入社
会，也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盲人，她创作配乐
诗朗诵《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参加全国中小学
生艺术展演，荣获一等奖、最佳精神风貌奖。她
还为学生创编了歌曲《花开梦田》，荣获全国特
教学生文艺汇演一等奖。

她把快乐的音符播种在盲人孩子的心
田，多次指导学生在全国获奖，她的学生还
参与了北京冬残奥会开闭幕式国旗入场和文
艺演出。

“我很敬佩张老师，她自强不息、积极向上
的品质值得我们学习。她是我们的榜样，照亮
我前行的方向。”七彩旋合唱团学生戴鑫说。

2021年12月，张晨以艺名“田甜”在多个平
台发布了首支原创歌曲《萤火虫》，这也是她实
现音乐之旅最初的梦想。“不想等待，我要飞翔，
关爱像一阵风，托起我的翅膀……”这首歌曲温
柔而坚定，美好又充满力量，正如张晨本人一
般，瘦小但充满活力，努力发光，点燃自己前进
的方向，照亮更多孩子的人生。

努力发光，照亮更多孩子的人生

张晨：换一种方式“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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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通讯员 柯玲

13 岁时突遭变故，视网膜脱落，从此失
去光明，自强不息的她在黑暗中坚定前行；16
岁，她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上长春大学特
殊教育学院音乐表演专业；35 岁，她以初
试、复试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安庆师范大学音乐
学院，成为国内首位盲人声乐硕士，毕业后她
毅然回到母校，为孩子们带来音乐的力量。

她是安庆市特殊教育学校教师张晨，曾
获第二十七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2020 年度
中国自强之星、第二十五届安徽省青年五四
奖章、安徽省优秀研究生、安庆好人等荣誉
称号。3月3日，她再次荣获全国三八红旗手
称号。

3月5日，张晨正在给孩子们上课。 全媒体记者 雷琳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