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看到“星孩”和坚持的家长就停不下脚步
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14年坚持开发专业课程， 为自闭症孩子做康复训练

过去 14 年间， 陈洁时常徘徊在迷

茫、坚定、兴奋、失落、感动、喜悦等情绪

之间，心境起伏皆因她创办并任校长的

上海青聪泉儿童智能训练中心。
2004 年 10 月，陈洁在长宁区天山

街 道 创 办 “青 聪 泉 ”，本 意 是 想 做 一 家

社区早教馆。 机缘巧合，第一批入学的

孩子中绝大多数是自闭症患儿 ， 口口

相传， 申请入学的自闭症孩子越来越

多。 14 年来， 陈洁既是老师， 更像妈

妈， 耐心陪着近 500 名自闭症孩子走

出 家 庭 、走 进 学 校 、走 上 社 会 。 如 今 ，
“青聪泉”已发展成一家为自闭症儿童

和其他发育障碍儿童及其家庭提供专

业康复训练与辅导的社会组织 ， 并获

得 2010 年度上海市 “最具影响力 ”十

大公益项目、2012 年度“上海市先进社

会组织”等称号。

聚沙成塔， 摸索较完整
的康复训练课程

自闭症又称孤独症，是因神经系统

失调导致的一种发育障碍，症状包括缺

乏社交能力和沟通能力、具有固定的兴

趣和重复的行为等。 自闭症患儿被称为

“星星的孩子”， 他们就像天上的星星，
在遥远又漆黑的夜空中独自闪烁。 陈洁

介绍，“星孩”早期的康复和教育至关重

要，如果训练及时得当，这些孩子可以

进入中小学甚至是大学学习，将来也可

以进入社会工作。
入读“青聪泉 ”的孩子都会接受专

业评估，老师按照评估结果制定专属的

课程规划和目标，主要课程包括口肌训

练、音乐治疗、言语治疗、感觉统合 、沙

盘 心 理 治 疗 、情 景 教 学 、艺 术 课 、自 理

课、游泳课、轮滑课、电鼓课、认识社区、
幼小衔接课程等。 这些课程的创办，源

自多年积累的经验。 “青聪泉” 刚建立

时，陈洁从零起步摸索，被“倒逼”着学

习、研究、尝试，边教边改。 这些年，她和

同事一直在自制教具， 设计教学情境，
并且博采众长，钻研教学新法 ，沙盘心

理治疗课程就是其中的一个特色。 “青

聪泉”理事会李玉红介绍 ，沙盘是心理

治疗的有效方法之一，老师们教孩子摆

沙盘，让他们自己创造情景 ，表达内心

想法。 有一次，“星孩”伟伟（化名）情绪

低落，不管老师和家长怎么问 ，他都低

头不语。 于是，老师陪着他一起摆沙盘。
伟伟摆出的场景里，老师和小朋友的模

型之间放着两条小蛇模型。 老师问：“你
是生老师的气了吗？ 老师有哪里做得不

对？ 你和老师说说吧。 ”果然，伟伟断断

续续地解释， 因为午休时不好好睡觉，
被老师批评了，很不开心。 顺利找到原

因，老师立即“对症下药 ”，打开了伟伟

沉默的心结。
四年前，“青聪泉”出版了自主研发

的认知课程教材《自闭症儿童教育指导

手册》，详细介绍“星孩”认知发展、语言

表达、语言理解、小肌肉发展、大肌肉发

展、模仿发展等方面的具体训练目标和

方法。 每年，“青聪泉”也会派老师去各

地取经，并不定期邀请自闭症教育康复

专家前来督导。 “只有康复训练专业了，
才能真正帮到孩子们。 ”陈洁说。

开办分校，接纳更多“星
孩”

走进 “青聪泉”， 记者看到， 这里

除了普通的教室 ， 还有几间一平方米

大小的小组个训教室 ， 老师会在个训

教室里针对性地给学生上课 ， 提升孩

子 的 理 解 、 沟 通 和 社 交 能 力 。 此 外 ，
学校里还有专门的感统和体能训练教

室 。 有 时 ， 老 师 们 也 会 带 孩 子 外 出 ，
认识银行、 饭店 、 商店 、 居委会 ， 带

他们去游泳馆游泳锻炼。
“青聪泉”的“星孩”大多在 2-6 岁

之间，带教他们并不容易。 很多孩子刚

来时还不会说话， 也没有理解能力，还

常常情绪失控。 有的“星孩”遇到不喜欢

的事情，会打头、撞墙，用自我伤害来表

达情绪；有的则不分场合 ，突然想起什

么就会大哭或大笑。 陈洁说，“一个‘a’
的发音，有时要教三个月 ，每天说几百

遍；教孩子坐下来的动作指令 ，要在发

出‘坐’读音的同时，指导他坐的动作 ，

两项对应着一起实践， 让孩子对上号，
然 后 重 复 教 上 无 数 遍 以 强 化 他 的 记

忆。 ” 工作强度大、压力大 ，创业这些

年，“青聪泉”一路走来并不容易。 陈洁

说：“尽管困难重重，但看到天真的孩子

和坚持的家长就停不下来。 ”令她高兴

的是，如今，全社会对自闭症康复治疗

越来越重视，好心人和爱心机构也越来

越多。
由于场地狭小，“青聪泉”只能接收

50 多名孩子， 还有近 400 个孩子在排

队， 起码要等待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
2015 年， 在爱心人士的帮助下，“青聪

泉” 嘉定分校顺利找到场地，1000 多平

方米空间可以接纳更多“星孩”。

成立互助会， 帮助家长
改善心境

自闭症困住的不仅是孩子，还有家

长。 尽管对孩子发育迟缓、自我封闭等

表现心存担忧和疑虑，但在孩子被诊断

为“星孩”的那一刻，很多家长还是难以

接受，有的甚至因此抑郁。
如何让家长接受现实，并学会用科

学的方法帮助孩子成长？ 2015 年 4 月，
“青聪泉” 成立了星愿家长互助会 ，为

“星孩”家长提供一个平台抱团取暖。 经

过两年多的发展，互助会已有约 300 名

家长加入。 大家在这里交流育儿技能和

心情、分享治疗和康复信息 ，一起为孩

子的未来发展做规划，并且合力向社会

各界宣传自闭症知识， 让更多人了解、
接纳、关怀和帮助自闭症患者。

李女士的儿子患有自闭症，两岁时

还不会说话，也不懂最基本的交流。 “当
时最大的梦想就是盼着孩子开口叫一

声‘妈妈’。 ”李女士说，“从最初的抗拒

逃避、痛苦迷茫，到最后接受现实，艰难

摸索，开始康复训练，每个‘星孩’家长

的心路历程几乎相同，这对父母而言也

是一个挑战。 ”孩子进入“青聪泉”后，李
女士加入了家长互助会 。 在这里 ， 除

了每月的家长分享交流会 、 各种培训

课程、 大型专业讲座等活动 ， “青聪

泉” 还为家长们安排了聚会 、 外出旅

游等一系列 “喘息 ” 活动 ， 让大家聚

在一起放松心情 。 “家长互助会组织

了合唱团， 让有歌唱兴趣和特长的妈

妈 们 有 机 会 一 展 歌 喉 。 ” 李 女 士 说 ，
“开展活动时， 老师会帮忙看着孩子 ，
我们很放心， 可以放松一下。”

据 悉 ，上 海 地 区 所 有 “星 孩 ”家 长

都可加入星愿家长互助会 ，共享资源 ，
参加活动。 李玉红介绍，“‘青聪泉 ’会

为 互 助 会 提 供 尽 可 能 多 的 资 源 和 活

动。 比如，为有需要的家长提供每周一

次、专业的心理减压咨询服务 ，帮助他

们分析孩子在家里的行为 、表现 ，关注

家长的心理健康 ， 甚至是夫妻间的沟

通等问题。 ”

上图：（上）“青聪泉 ” 组织的亲子

烘焙活动；（下）“青聪泉” 组织的母亲

节 活 动 ，让 “星 孩 ”家 长 们 聚 到 一 起 放

松娱乐。
下图：（左）和外国专家一起给孩子

上课。 （右）“青聪泉”的专家为“星孩”家
长提供培训。 本报资料照片

“明年暑假想学什么、玩什么？”暑托

班即将结束， 当志愿者陈小培向孩子们

问出这句话， 杨浦区五角场街道复旦居

委会活动室立即“炸开了锅”。 刚刚上完

水环境保护课的 12 个孩子争相回答：太
阳能机器人、折纸、画画、朗读、参观博物

馆、武术、定向越野……孩子们一口气提

了十多项需求， 其中一大半是这个暑假

陈小培和同事及志愿者带他们学过、玩

过、经历过的。 看来，孩子们意犹未尽。
近年来，本市各街道结合自身需求，

培育出一批携带 “社区基因” 的社会组

织， 为居民们提供更加专业、 深入的服

务， 其中由女性创办或主导的社会组织

占比不小。在五角场街道的支持下，2015
年底， 陈小培创办了上海阖欢青少年家

庭服务交流中心。热心、细心及女性特有

的坚韧品质， 让陈小培得到了居民们的

认可。一年多以来，阖欢青少年家庭服务

交流中心以杨浦区五角场街 道 为 大 本

营，辐射到宝山、浦东、嘉定、奉贤、闵行、
崇明等区，为青少年及其家庭提供科普、
体育、文化等方面的服务。

接“地气”的暑期课程受追捧

“在自然界，各种水体都有一定的自

我净化能力，有的需要几个月，有的需要

几年，时间长短不定，可如果把一罐可乐

倒进水体， 很有可能使这种努力功亏一

篑。 ”今年暑假，阖欢青少年家庭服务交

流中心工作人员傅月凯给复旦居民区的

孩子们详细介绍了水环境相关知识，“水
一旦被污染就不能饮用了， 必须经过净

化。今天的动手环节，我们就要用常见的

材料做一个简易净水器。 ”
制作简易 净 水 器 需 要 废 旧 矿 泉 水

瓶、纱布、剪刀、海沙、水、活性炭、棉花等

多种材料，共有十多个步骤。陈小培和志

愿者邹小育张罗着发放实验材料、 指导

大家做实验。 孩子们都完成了简易净水

器的制作，但滤水效果参差不齐，滤出来

的水有的清澈透明，也有的浑浊不清。见

状，陈小培立即进行环保教育，“你们看，
净化过程多复杂啊，多不容易啊，所以大

家应该从源头保护好水资源。 ”
复旦居委会文教干部陈晓婧介绍，

社区里大概有 40 多名小学生，每年暑假

居委会都会组织他们一起上 课 或 做 活

动，“因为人手有限， 以前的活动内容比

较单一，今年邀请‘阖欢’开展暑期活动，

活动项目包括折纸、画画、朗诵、做废旧

电池回收箱等，内容丰富且接地气，孩子

和家长都非常欢迎。 ”

把公益做成事业需要坚
守和情怀

阖欢青少年家庭服务交流中心的绝

大多数项目都围绕青少年的 需 求 来 设

计、开展和推广。 每项活动开展之初，陈
小培都会和同事带着事先设计好的问卷

走进社区，和家长、孩子们开展交流，了

解他们的需求和想法， 并根据反馈设计

项目。这份细心来自陈小培温润的性格，
也得益于她组织策划过多项青少年活动

和亲子活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
从 2015 年起，陈小培在五角场社区

做志愿者， 后来逐渐参与策划社区里的

各项活动。比如，在五角场街道东郸居民

区，陈小培主办了“小小太极宗师”活动，
带孩子们看太极题材的影视剧， 玩带太

极元素的趣味游戏， 并邀请上海体育学

院的太极高手来上课； 每周五下午孩子

放学后无人看管， 一直困扰着蓝天居民

区的家长们， 于是陈小培和居委会一起

发起“快乐星期五”公益项目，把孩子们

集中起来，带他们复习功课、玩游戏……
这几年， 陈小培的足迹遍布五角场创智

坊 、国 顺 、国 年 、翔 殷 、武 东 等 居 民 区 ，
2015 年底，阖欢青少年家庭服务交流中

心的诞生，可谓水到渠成。
去年，已在社区扎根的“阖欢”有了

“遍地开花”的势头。 陈小培先后在五角

场的八个社区开展了 “快乐星期五”项

目，并开发出小小篮球手、小小拉拉队、
小小乒乓国手等体育类项目， 以及小小

记者、小小国粹传承、小小国术竞技等艺

术类活动项目。成立第一年，“阖欢”就举

办了近 400 场活动。此外，阖欢青少年家

庭服务交流中心还承接了上海市妇联的

一些公益服务项目， 比如在全市开展亲

子阅读活动， 引领孩子和家长阅读诗文

作品，场场爆满。
项目很多、工作很忙，陈小培坦言，

很多时候压力很大，“还好市、 区两级妇

联、各个街道等许多单位和部门，从政策

和资源上支持我们。上海师范大学、复旦

大学、 上海体育学院等单位的老师和同

学也会经常来做志愿者， 成为我们的坚

强后盾。 ”
上图： 陈小培在暑期课程中指导复

旦居民区的小朋友做简易净水器。
本报资料照片

■本报记者 李静

把“她公益”
当作一辈子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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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本市注册登记的 1.46 万多家社会组织中， 由女性创办或主

导的占比超过 40%，以女性员工为主体的占比超过 70%

家庭关爱类社会组织占主导

统计显示， 在上海， 由女性创办或

主导的社会组织中， 占比最大的要数家

庭关爱类社会组织。 这些社会组织主要

致 力 于 服 务 和 关 爱 失 独 家 庭 、 空 巢 老

人、 农村留守儿童家庭等群体。
上海市白玉兰开心家园家庭服务社

成立于 2013 年， 是家庭服务领域的一

颗明珠。 服务社集聚着一批心理学、 法

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重点关注妇女儿

童群体， 并为有需要的市民提供心理咨

询、 权益保护等服务。 近年来， 每年有

近 3000 人次走进服务社 ， 诉说自己在

婚姻情感、 职场压力、 孩子教育等方面

的困扰， 并获得专业人士的指导。
值得一提的是， 创始人、 社长赵红

娣还带领团队扎根社区， 在全市社区形

成了集心理咨询、 法律援助、 调解等于

一体的服务模式。 日前， 服务社再次承

接市妇联委托的公益项目， 走进社区为

居民举办心理健康知识公益讲座， 内容

涉及自我认识、 情绪与压力管理、 家庭

关系、 两性情感与婚恋、 亲子关系、 老

年人课堂、 职业技能等方面。 讲座场场

爆满， 得到社区居民的好评。

创意新秀给公益注入活力

上海市女性社会组织发展中心负责

管理和服务女性社会组织，旨在引导和促

进全市女性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中心负责

人郁进表示，近年来，随着政策支持力度

的不断加大、 社会各界资源的不断导入，
以及社会支持体系的日趋完善，本市女性

社会组织发展步伐稳健且日趋专业。 更令

人欣喜的是，许多女性从创业之初就认定

将以此为终身职业，用专业理念和服务模

式谋求永续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 申城女性社会组织

中还涌现出一批新型创意类新秀， 刷新

了社会组织的发展理念和模式， 给公益

带 来 新 气 象 。 蔡 史 印 是 一 名 高 学 历 海

归。 在西藏盲童学校做义工时， 视障朋

友的生活给她带来震撼。 为了更多地帮

助视障人士 ， 2011 年 ， 蔡史印回沪 创

办社会企业 “黑暗中对话”， 让视障引

导员在全黑环境下引导视健群体体验生

活， 促进人们对视障人士的理解。 “黑

暗中对话” 体验馆为全国 50 多名视障

和听障人士提供了稳定的工作岗位， 体

验馆的部分收入则用于公益项目 “黑盒

子” 和 “黑暗跑团” 的支出。
如 今 ， “黑 暗 跑 团 ” 在 体 育 运 动

界 小 有 名 气 。 去 年 4 月 ， 喜 欢 跑 步 的

蔡史印发起视障公益陪跑项目———“黑

暗跑团”， 招募热心人士帮助视障人士

参 与 体 育 运 动 ， 鼓 励 更 多 视 障 者 走 出

家 门 。 祝 培 华 是 一 名 盲 人 ， 在 “黑 暗

中 对 话 ” 工 作 4 年 多 。 他 感 慨 ， “现

实 生 活 中 视 障 者 出 门 很 少 ， 跑 步 的 就

更少了 ， 其 实 我 们 渴 望 出 门 动 一 动 。”

如 今 ， 祝 培 华 已 是 “黑 暗 跑 团 ” 的 团

长 。 每 周 六 傍 晚 ， “跑 团 ” 都 会 在 滨

江大道跑步， 最多时 20 多人， 平均每

次 有 四 五 名 视 障 人 士 参 加 ， “每 次 跑

步 ， 大 家 都 很 开 心 ， 这 是 一 件 健 康 、
快乐、 有意义的事儿。”

今年 4 月， “黑暗跑团” 支持、 带

领全盲跑者严伟完成波士顿马拉松赛，
创下多项第一。 去年， “黑暗跑团” 还

组织了全国 20 名视障跑者参加长岛马

拉松。 目前， “跑团” 在上海、 杭州、
成都、 深圳、 烟台等城市设立分团， 已

有数千人次参与。

既温柔细腻亦坚韧刚毅， 活跃在社会组织各个领域的女性， 带领着团队在
儿童教育、 养老服务、 公益慈善、 专业调处、 社会治理、 医疗卫生、 艺术教
育、 法律服务、 绿色环保等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 越来越多女性把社会组
织当作一辈子的事业， 将 “她公益” 做得有声有色。

■本报记者 李静

■本报记者 李静

扎根社区服务青少年
阖欢青少年家庭服务交流中心发挥“社区基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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