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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睇片

「希望我的『小蝸
牛』們能夠不斷超
越自己，更加快樂
地成長。」

—張傑

「教練媽媽！」訓練場邊，張傑的身影甫一出現，孩

子們就爭先恐後撲進她懷中，圍着她說個不停。這些

肢體協調、表達清晰的孩子們，是黑龍江省七台河

「特奧短道速滑隊」的隊員。

張傑是黑龍江省七台河市第一位世界冠軍。曾

是短道速滑女子運動員的她，從上世紀九十年代

開始，於世錦賽等大賽中斬獲過多枚金牌，最終因

腰傷退役。2014年，她以運動康復為目標，從七台河

市特殊教育學校選拔了26名殘障兒童組建了「特奧短道速滑

隊」，並擔任公益教練。七年多來，張傑帶着孩子們從在冰上打滾

爬行開始，到站上了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冠軍領獎台。

「很可惜（今年）冬殘奧會沒有短道速滑項目。如果

有，我們的孩子就能參加選拔。人們了解他們以

前的狀態，一定會感到震撼！」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吳千 黑龍江省七台河報道

手繪圖畫教案
孩子愛看易學

作為特奧短道速滑隊隊員，聶雙月贏得了世界特奧冠
軍。如今，她在黑龍江省雞西市當幼兒園小輪滑班的教
練，基本已與社會完全接軌。
張傑說：「這樣的孩子（如果）不進行康復訓練，症
狀會越來越嚴重，家長們看不到希望。」經過冰上訓
練，孩子的肢體變協調了，也樂觀、愛笑、話多了。
「起初家長還擔心會不會把孩子『練壞了』，現在看

到孩子們的進步，就特別熱衷讓孩子滑冰，總覺得上冰
時間不夠用，申請加量。」「很多孩子即使畢業了，只
要特奧隊有冰上課，他們還是會回來一起滑。」
代安民是已經畢業的特奧隊成員，通過訓練康復，三
級智力障礙的他，現從事快遞工作。「我很喜歡工
作，老闆也支持我每周二、四來隊裏滑冰，在這滑
冰我很快樂，捨不得這些小伙伴。」
包括大唐和高萌在內的幾名殘障孩子，都就
讀於七台河職業大學冰上運動學院。
張傑說：「他們和正常孩子一樣學習，
畢業後的就業方向就是教練員，同時擁
有技能和學歷，可以更好地幫助他們
實現夢想。」

若無康復訓練
症狀會更嚴重

「世界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是由國際特殊奧林匹克
組織舉辦的一項針對智能障礙參與者的國際體育活
動。與奧運會相似，該運動會由夏季和冬季賽事交
替舉行，均為四年舉行一次。運動員可以參加32
項奧林匹克比賽。

原定2021年舉辦的瑞典冬季特奧世界賽事
因新冠疫情順延至 2022
年在俄羅斯喀山舉行，
後同樣因疫情，該屆賽
事再度推遲到 2023 年 1
月舉行，大會設置高山
滑雪、單板滑雪、旱地
冰球、越野滑雪、花樣
滑冰、短道速滑和雪鞋
競逐七個比賽項目。

◆來源：國際特殊奥林
匹克組織官網、美聯社

特奧會四年一次

張傑說，自己曾因腰傷康復，也為了更
好服務體育事業，出國學習了相關課

程。一次課上，教授拿出了智力障礙者的康
復案例，那一瞬間，她感覺自己被點醒了。
「當時就決定，回國後一定要發揮自己的特
長，通過滑冰來幫助這樣的孩子。」

隊員走路不穩 訓練舉步維艱
張傑與在七台河特殊教育學校當老師的
朋友談及了自己的想法，雙方一拍即合，
更得到學校校長和當地教育局、體育局的
支持。
張傑說，組隊時，26個孩子從8歲到17
歲不等，包括唐氏綜合症、多動症、精神
障礙、自閉症、聽力語言障礙等問題。
「我一直認為運動能夠讓人更聰明、更快
樂。我堅信，只要堅持，一定會達到康復
效果。」
因為是公益性質，張傑至今未領過一分
薪水。「我們想為家鄉貢獻餘熱，開始做
特奧隊我們就自己擔負額外的費用，我們
有積蓄，負擔得起，也不覺吃力。而且人
如果為了錢、為了收入才去做事，那可能
什麼都做不好。」
作為支持，學校為孩子們購置了滑冰裝
備，並將教育局為鼓勵當地學校冬季澆冰
場而劃撥的款項交給滑冰館。
「可一訓練我傻眼了。」儘管已有心理

準備，但孩子的基礎條件還是令張傑備受
打擊，他們有的連走路都不穩，有的只會
傻笑、自言自語、對外界無動於衷、或突
然自己跑開。「他們聽不懂別人說的話，
就別指望能自己穿冰刀了。」

「我和助教挨個給孩子穿冰鞋，剛穿到
第二個，第一個孩子就跑了，一腳邁到冰
面上，撲通就摔趴了，站又站不起來，就
一邊喊疼，一邊淌着眼淚在冰上爬。」談
及此事，張傑眼中噙滿淚水。
上冰時，張傑只能一對一地扶着孩子滑

一段，再回去扶下一個。這期間，其他人
就需緊緊抓着圍欄站在原地。「好幾次在
訓練中累倒被送進醫院，但看到那些用腳
尖走路的孩子都能慢慢在冰上挪動了，我
相信一定能讓他們變得更好！」
一年半後，孩子們發生驚人的變化。
張傑說：「就像突然開了竅，所有人平
衡力、學習力、模仿力都飛越一大步。程
度好的孩子甚至能完成整套動作。」「那
天我們抱在一起哭，他們又哭又笑的，表
情都走了樣，可我覺得世上再沒有什麼比
他們更可愛！」

「記得有一個群體需要我們關愛」
張傑說，這些孩子特別需要陪伴與關
愛，扶着他們滑一會、照顧他們的小情
緒、給他們取一個暱稱，熱情地喊他，都
能讓他們開心好久。
「通過訓練康復，孩子的精神面貌也發
生變化，常人習以為常的禮貌、懂事，被
他們越來越多地表現出來。這也是我越來
越愛他們，一定要把他們帶好的動力。希
望我的『小蝸牛』們能夠不斷超越自己，
更加快樂地成長。」
「這個世界是我們的，也是他們的。在

給予優秀掌聲的同時，也要記得有一個群
體更需要我們的關愛。」

2017年，高萌、聶雙月、唐春雷三名特奧隊員先後登
上奧地利格拉茨第11屆世界冬季特奧會冠軍領獎台，並
斬獲4金2銀的驕人成績。
七年來，張傑畫了2,000多幅圖畫教案，累積製作了

十幾本訓練日記。「小到冰鞋構造、動作要領，大到冰
場的結構都通過圖畫來讓孩子們感知，這也是為他們定
製的專屬訓練方式。」
張傑翻着教案說，孩子們看了教案感覺非常親切，就

更容易弄清楚並且記住知識點。

智力情商都提高
「看到孩子們通過運動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包

括）智力智商的提高、情商的提高，特別有成就感！」
張傑說：「大唐（唐春雷）在賽前集訓時特別緊張，

發令槍一響就腿抖摔跟頭，他不想摔，但他控制不了自
己的身體。」張傑表示，為了幫助他克服「恐槍」，
「教練媽媽」張傑不斷地安慰和鼓勵他，又專門借來發
令槍，讓他習慣鳴槍起跑，還安排他和健全孩子一起測
驗、比賽，幫助他適應比賽氛圍。
正式比賽中，他沒有摔跤，面對比自己高出一頭身體
強壯的歐美選手，從起跑時的最後一名成功「逆襲」，
斬獲男子500米和333米兩塊金牌。
而從前不會關注外界事物的高萌，在賽前出現頭痛、

食慾下降、愛哭鼻子等常人常見的壓力過大的表徵，這
是智力殘疾二級（重度智力殘疾，IQ值25-40）的孩子
通常沒有的反應。高萌在看了唐春雷的比賽後，竟轉頭
問張傑「教練媽媽，大唐怎麼沒摔跤呀？」
張傑感慨，兩年多的訓練不僅使高萌獲得了111米金牌和

222米銀牌，更令她變得會觀察、能發現問題和思考了。

張傑說，每周六天課，從上午9時到下午5時，
自己一直穿着冰刀在冰上站着，身體都凍木了。
「到家就要一邊烤電（放療）治腰，一邊寫訓練
總結、做教案，沒有任何精力和體力操持家務，
我的愛人（丈夫）為我付出了太多太多。」
「（他）一直在我身後扶持、體貼、呵護着
我，這份力量和溫暖讓我感到無比幸福。」

女兒：從不理解到心懷感恩
對女兒，張傑說自己懷有愧疚，自己開始做特

奧隊時，女兒上初中，正值叛逆期。當她看媽媽
全身心撲在其他孩子身上，她就覺得媽媽不喜歡
她、在敷衍她。

「不是我想忽略她，而
是特奧隊的孩子在我心中的
分量更重，以致與女兒的關係
一度糟糕到令人崩潰的地步。」
「（我）認了，不求她能理解我，
如果我陷入到愧疚和自責中會帶不好
隊伍，女兒也未必滿意。」
張傑忍住淚水感慨地說，做到你認為

是對的事、好的事，就一定不會錯。
「（如今女兒）經常對我說：『當初我

小，很需要你們，才怪你們。但也是因為你
們這麼做了，我才懂得珍惜我所擁有的，我才
得到了成長。』」

「為了帶隊 虧欠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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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傑（前）帶康復程度較好的孩子像專業選
手一樣在冰上飛馳。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張傑為一名隊員
繫緊冰刀鞋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張傑指導學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張傑（左二）和唐春雷
（右一）、高萌（右二）、
聶雙月合影。 新華社

◆張傑手繪的訓練教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讓孩子們快樂地成長並逐步康復，是張
傑最大的心願。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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