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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患听力障碍的儿
童有2万～3万

一半以上是先天造成的

□晚报记者 邢进 实习生 孟丽君

本报讯 正常新生儿中听力障碍
发病率为 0.1%~0.3%，每年患有新生儿
听力障碍的儿童就有2万～3万。昨日，
第四届全国儿童听力筛查诊断干预新
技术研讨班在郑开课。来自澳大利亚
及北京、上海等地的80余名耳鼻喉专家
将在为期 5天的会议中交流、研讨儿童
听力筛查诊断干预新技术。

“新生儿或婴幼儿的听力障碍，只
要能在早期及时发现，在医生指导下可
以使孩子的语言发育不受或少受损害，
保持有效的听觉、语言能力。”市儿童医
院耳鼻喉科韩福根主任介绍，新生儿听
力障碍病因主要分遗传因素和环境因
素。因为听力障碍前往儿童医院就诊
的孩子中，一半以上是先天造成的。预
防听力障碍疾病的发生平时要保持外
耳清洁、防止外耳损伤，游泳时防止污水
入耳引发感染。日常生活中，要注意休
息，防止过度疲劳，精神紧张，同时远离噪
声过大的场合。戴耳机时间不宜过长，声
音也不宜过大。慎用耳毒性药物。积极
防治高血压、动脉硬化、糖尿病。注意科
学饮食，合理营养，多吃粗粮、蔬菜、海产
品，避免神经性耳聋的发生。

据悉，我国有听力障碍的残疾人有
2057 万，居各类残疾人之首。目前，国
内儿童听力障碍患者约为 200 万人，而
且每年新增聋儿近3万名。

10月26日，在荥阳市一所学校的大礼堂内，来自郑州的名师在台上为孩子们讲课，台下的当
地教师受益匪浅。

“今天，我们上《苏州园林》这一课。
让我们先走进苏州园林，感受她的美。”昨
日上午，郑州外国语学校的郑美玲老师把
自己的优质课带到了荥阳市，为农村中学
生上了一堂生动的语文课。而同时听课的
还有近千名教师。这是市教育局组织的郑
州市名师助教团送课下乡活动的第一课，
记者从昨日举行的启动仪式上了解到，在
送课下乡活动中，100 名郑州市名师还将
分别上一堂公开课，把先进的课改理念和
教学方式带到农村学校。

晚报记者 张勤/文 张翼飞/图

组织名教师“送课下乡”，通过发挥名
师的带动作用，为农村教师带去先进的课
改教学理念和方法，提升农村偏远和薄弱
学校教师队伍的教学、教研能力，是市教
育局组织名师送课下乡活动的初衷。昨
日，市教育局启动了郑州市名师助教团送
课下乡活动，据了解，第二届郑州市百名

“名师”都将参与到此次活动中。
昨日上午，郑州市“名师”郑美玲老师

上了送课下乡的第一堂课。郑老师是语
文老师，昨日讲的是《苏州园林》。开始上
课前，郑老师打开多媒体课件，在舒缓悠
扬的音乐声中，同学们看着一幅幅苏州园
林的图片，仿佛身临其境感受苏州园林的
美。随后，在郑老师的引导下，同学们通
过自己发现问题、提出问题，继而找出问
题的答案，加深了理解。

据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2004年
郑州市评选第一届百名“名师”后，就组织
名师送课下乡，把自己拿手的优质课带到
农村学校去上，吸引了很多农村教师前往
课堂上观摩。

根据市教育局的安排，助教团送课下乡活动
将在六县（市）和市区同时进行，郑州市第二届百
名名教师都将参与到现场授课活动中。其中，在
六县（市），市教育局挑选了61名郑州市名师组成
助教团，在市区，也有49名名师在市直和区属中
小学开展交流活动。“农村学校是此次助教活动
的重点。”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昨日，在听了一些名教师的现场授课后，很多
农村教师表示受益匪浅。“名师在课堂结构上处理
更规范，思路也比我们清晰。”不少农村教师说。

“上课跟看电影一样，羡慕。”对于现场使用的多媒
体设备教学，老师们普遍反映，农村学校的条件有
限，很多老师用不上多媒体教学，也给提升教学效
果带来了阻碍。

荥阳市一所农村小学的负责人介绍，目前农
村教师的新课改理念有了很大提升。“农村教师
的理念也很先进，只是教学设备比较落后。”这位
负责人说，希望政府能够加大对农村学校的投
入。“多媒体设备教学更直观，可以把老师从繁多
的板书中解放出来，增加和学生的互动。”

另一方面，农村教师的年龄结构偏大，也制约
着新课改理念的推进。“在荥阳，县城的教师年龄结
构在22岁左右，而农村教师则平均有45岁左右。”
贾峪镇王村小学的一位负责人说，农村学校留不住
年轻教师，不少年轻教师来了两三年就想往外走。

一些农村学校负责人建议，教育主管部门在
送课下乡的同时，也可以考虑从提升农村学校的
硬件设施和优化教师年龄结构方面做一些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