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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范長江行動山東行的一眾學子來到濟南市安安特殊兒童
康復中心（下稱安安康復中心）與其創辦人─港人由仲交流，了解
到他最初是為了自己的兒子創立安安康復中心並引進香港醫教結合的
先進康復理念，幫助內地更多自閉症兒童及其家庭。經過13年的發
展，由仲的小愛已變大愛，如今在老師、家長和孩子三者的不懈努力
下，每年安安康復中心都能讓超過40位自閉症兒童回歸學校。此外
，安安康復中心的一套教育理念和成熟的早期干預模式不僅能改善自
閉症兒童的症狀，也為大齡自閉症兒進入職業培訓打下很好的基礎。

小愛變大愛 港人助自閉童返校
棄商從善 自學課程濟南建康復中心

康復中心取名 「安安」 源於由仲兒子的昵稱。小安安出生在

香港，2歲時被確診為自閉症患者。 「香港需接受康復訓練的患

兒很多，我們需要排24個月的隊。」 礙於輪候治療的時間太長，

由仲便決定帶着兒子回內地，走遍大江南北求醫。

從為兒子治病到服務大眾
但在2000年，自閉症對於內地而言仍是一種神秘的疾病，由

仲回憶道： 「當時北上廣深跑都跑遍了，發現人們根本就不知道

這個病，就連醫生都不知道。」 因此，由仲毅然放棄香港豐厚的

待遇和公司股份，決定自己學習各種關於自閉症康復培訓課程，

並下決心回到山東老家創辦安安康復中心，為兒子創造一個良好

的治療環境。

提到成立安安康復中心的原意，由仲表示最初只是為了自己

的孩子能得到最全面的治療，他笑言在安安康復中心成立的第三

年，心態才慢慢開始轉變，知道這個行業怎麼做，它的使命是什

麼。由仲表示， 「現在的使命是要服務更多的孩子，把最先進的

技術和理念都用到幫助這些孩子身上，讓他們能走出自己的世界

，步入人生的正軌。」
由仲指出，十多年前，內地對於治療自閉症兒童是沒有系統

的康復方案，對他們的教育也是純醫學方面。由仲認為，自閉症

兒童應該有自己的一套行為和生活方式，治療者應尊重他們不同

於一般人的生活。

由仲提到，香港對於自閉症兒童的教育領先於內地。香港教

學的方式是針對自閉症兒童的核心障礙，例如社交溝通困難、怪

異行為、興趣狹窄等，以理論和實踐策略做出康復教育。他舉例

子解釋道，如自閉症兒童的專注能力弱，一般課堂很難讓他們安

坐下來，而中心學習了香港的做法，老師是採用結構化的教學模

式，利用圖片介紹一天的學習行程，幫助患兒提升他們的專注力

。此外，安安康復中心還配備了AI系統，將智能機器人應用於自

閉症教育中。

每年派員赴港進修先進理念
為了不斷學習和更新康復和教育方法，安安康復中心每年會

派老師到香港的院校進修。安安康復中心院長王衛紅介紹，這些

老師到香港院校學習後，回來的教學效能提高不少，例如能更好

地跟進學生及家長的情況，能夠針對自閉症兒童的不同情況及時

作出調整，提升兒童的學習效能。

如今，全國共有12間安安康復中心，已為超過7000例患兒

進行了康復治療。由仲表示，未來將創辦更多自閉症特殊教育的

康復中心，將香港相關自閉症及兒童教育的理念輻射全中國，改

善中國自閉症兒童的教育方式及認知，讓更多的自閉症

兒童可以有更好的教育甚至幫助他們就業。

機械人教學 打開星兒心扉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陳巧瑤濟南報道：16日

，學子們來到假日麗景小金星幼兒園。據了解，該

幼稚園是由港人謝燕川創辦，但與香港以知識為主

導的課程大綱和教學模式截然不同，該校注重國教

並寓教於樂，激發幼兒對儒家文化等中華傳統文化

的興趣，從而讓幼兒傳承優秀中華傳統文化。

該園園長尹受梅介紹，幼兒園採用主題教學，

配上各種有趣生動的教學方法，如藝術創作、看圖

說故事和唱歌跳舞，簡化艱深難明的儒家思想內容

，讓學生理解孔子學說。

比如 「梅、蘭、竹、菊」 是四君子的象徵，但

這類語意象徵的詞語對幼稚園的小孩而言過於深奧

，因此校方以藝術創作來傳授這些知識，學童們利

用彩色畫紙剪下四種植物的形狀，然後重新拼貼，

透過親手製作讓孩子們了解每一種植物的特徵，從

而傳授其所代表的意思。

此外，老師還會用看圖說故事的模式傳授中國

禮儀，例如通過展示孔融讓梨的圖片教導學生長

幼有序。

港人辦幼園 弘揚傳統文化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陳巧瑤濟
南報道：在安安康復中心，學子們看到

機械人已運用到康復教學中。由於自閉

症兒童難以與人溝通，所以機械人輔助

系統小E就是老師們和自閉兒童之間的

溝通橋樑，也是教學的重要輔助工具。

該中心教學主任劉小亮向學子們

展示小E是如何協助康復培訓的：按一

下小E胸前的接觸屏幕，說出希望它做

的事情，如 「小E做俯卧撐」 ，它馬上

雙手撐地做起了俯卧撐。小E不僅能接

收指令還可以向自閉兒童發出指令，如

它會說 「摸一摸我的頭」 ，如果自閉兒

童照做了，小E會說 「做得好」 。

機械人的應用還拓展到二維條碼

技術，這對於提升自閉兒童的認知大有

幫助。劉小亮說，他們會準備正方體、

長方體和三角體等道具並把二維條碼貼

上，小E會指示自閉兒童拿出一個指定

立體，立體上的二維條碼就會對上小E

頭頂上的鏡頭以核對答案。劉小亮表示

，自閉兒童在接觸小E時會模仿它的動

作，如唱歌跳舞等，可以促進自閉兒童

的肌肉發展。

據了解，中心透過網上平台，例

如內地較受歡迎的應用程式喜馬拉雅和

微信進行教學。中心還引進平板電腦，

用平板電腦界面操作小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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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實習記者王雯漪
、陳穎欣、廖詠詩濟南報道：在一

間小小的課室裏，康康安靜地坐在

桌前，見到學子們的到來，他突然

用雙手捂住自己的耳朵。一個15歲

的大男孩，清秀而又青澀的臉龐配

上近一米八的身高，正正是青春期

孩子健康成長的獨有標誌，但康康

卻是 「來自星星的孩子」 ，幸運的

是，他有一位樂觀的母親全心全意

伴他左右。

兩歲的時候，本會說話的康康

突然失去了言語能力，後被確診為

「孤獨症」 。當得知安安康復中心

能治療 「孤獨症」 ，王寬美便帶着

康康來這裏接受康復訓練。

接受治療後，康康無論在語言

還是情緒方面進步都很大。其中，

在康復教育初期，王媽媽就發現兒

子在精細手工課中執筆寫畫的能力

較為突出，具一定的天賦，而經過

了多年的訓練後，近年他參加了多

項繪畫比賽，當中還取得不少獎項

，其畫作更多次被拍賣和展出。除

了繪畫以外，更發掘到其他興趣愛

好，如抄寫佛經和唱歌。談起這些

，王媽媽更興奮地掏出手機，播放

一曲由康康演唱的《上海灘》，發

音準確也能掌握音樂的節奏，讓學

子們讚嘆不已。

【大公報訊】實習記者李夢瑤濟
南報道：父母生恩在，祖孫情更深。在

安安康復中心內，任阿姨陪伴五歲自閉

症孫子進行康復治療的歷程令在場港生

動容。

在低齡自閉症兒童康復班級 「青
竹二班」 門口，學子們遇到準備陪護小

孫子宋詞做康復訓練的任阿姨。她一邊

目送孫子走進教室，一邊接受採訪道：

「當時以為孩子只是說話慢，誰都沒想

到是得了這個病。」
小宋詞被確診為自閉症時給任阿

姨家庭帶來了極大的痛苦，在四處求醫

問藥都被告知小宋詞智力發育遲緩只能

接受引導治療後，小宋詞的父母對這個

孩子漸漸喪失了信心，整個家裏只有任

阿姨一直堅持為他尋求康復治療。

「孩子是我一手帶到這麼大的，

只有我知道他沒有別人想的這麼差。」
為此，任阿姨和小宋詞來到了安安康復

中心。為了讓小宋詞達到更好的治療效

果，不識字的她還自學了簡單的常用字

和簡筆畫，在家寫給孩子看念給孩子

聽。

小宋詞在安安康復中心已經接受

四個月的治療，他在語言和行動能力上

的進步令任阿姨無比欣喜， 「比四個月

之前愛說話了，反應也快了很多，真的

很感謝安安的老師。」
當香港學子們問到小宋詞以後的

治療計劃時，任阿姨語氣堅定地說： 「
只要我還有一口氣就一定不會放棄。」

挖掘繪畫潛能 作品多次展出

祖母不離不棄 五歲孫康復好轉

大公報實習記者 郭慧、劉嘉傑濟南報道

▲大齡自閉症小畫家康智傑與他
的畫作 大公報實習記者李寅舟

▲學子們與小金星幼稚園的孩子們在交流
大公報記者黃杜煜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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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仲接受香港傳媒學子採訪 大公報記者丁春麗攝

▲安安康復中心將智能機器人應用於
自閉症教學中 大公報記者丁春麗攝

濟南市

探訪港人投資運營的小金星幼兒園探訪港人投資運營的小金星幼兒園

採訪港人創辦的安安特殊兒童康復中心採訪港人創辦的安安特殊兒童康復中心

（記者丁春麗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