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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视点]

近年来，上海的公益组织、学校

和家长开始为孩子进行职业探索。

而过去家长和学校大多聚焦于康复，

希望改变孩子的症状本身。华东师

范大学教育学部特殊教育系副教授

曾凡林认为，职业康复是孤独症孩子

康复和教育的组成部分，大家应该把

精力放在教育和就业上。

其实，上海就有几个孤独症孩子

成功就业的案例。

这些孩子最终要融入社会，自立

生活。当然，部分症状严重的孩子确

实就业困难。不过相当一部分孩子

有可能参与就业。有一个孤独症患

者栋栋在上海图书馆担任图书管理

员，非常不错，一般交流对他而言没

有问题。

“通过职业体验和探索，可以找

到他们潜在的职业兴趣和就业机

会。”曾凡林说。

近期，社会对这方面也比较关

注。现在不少社会组织在探索职业

体验，大家和学校、职场连接起来，共

享合作是趋势所在。“爱咖啡”咖啡馆

不仅尝试职业体验，还希望能帮助孤

独症孩子就业。这些公益机构的探

索很有意义。

在曾凡林看来，职业体验需要多

方共同配合，“全社会共同努力，创造

职业体验的机会，开发相关活动和项

目。”这对他们未来康复和教育的方

向非常重要。

职业体验包括各类模式，上海正

在逐渐形成体系。除了教育系统，民

非机构也可以开发职业体验活动。

例如，“彩虹笔”在虹口图书馆，开展

图书馆工作人员体验活动。

此外，家长可以通过相关人脉，为

孩子创造职业体验的机会，促进孩子

就业。

职业体验是社会融合的一个方

面。曾老师表示，希望社会上能多多

宣传倡导，由政府支持，扩大孤独症孩

子职业体验的范围，开发自闭症孩子

就业的机会，提供就业支持，最终促进

他们就业。

作为孤独症孩子实现就业的一

种手段，职业体验类项目的可持续性

比较重要，涉及到很多政府相关部门，

需要形成支撑可持续发展的政策。

锻炼沟通能力 培训专业技能 整合社会资源

公益组织兴起“星宝”职业体验热潮
“欢迎光临。您要什么咖啡？”在“爱咖啡”咖啡馆，为顾客点单、制作咖啡的工作人员都是“星星的孩子”。目前，上

海有几家公益组织正在探索孤独症孩子的职业体验，涵盖了咖啡师、图书管理员和医务人员等职业。青年报记者调查
发现，孩子们在职业体验中，锻炼沟通能力，学习相关技能，以此更好地融入社会。 青年报记者 陆安怡

当下，一些机构正在探索孤独症
患者的职业体验，增加孩子的职业技
能，帮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

上海虹口区彩虹笔儿童康健发
展中心主任王兰表示，经过尝试，他
们发现针对“星星的孩子”，开展“职
业生活”需要在真实场景下进行情景
式教学。

她介绍说，“职业生活”理念是让
有能力就业的孩子实现就业；让无法
就业的孩子学会沟通，增强动手能
力。

目前，“彩虹笔”已经开发了图书
馆和医疗门诊部的活动场景，让孩子
们可以体验图书管理员和医务人员
的角色。

无独有偶。关爱孤独症患儿的
公益组织天使知音沙龙，也在探索职
业体验，他们开办了“爱咖啡”咖啡
馆，让有一定能力的孩子在这里担任
咖啡师和服务员。

天使知音沙龙负责人石渡丹尔
表示，这些孩子平均年龄为15岁，很
快就要中学毕业了。“我们就开始思
考，他们毕业以后，如何参加工作？”
于是他们萌生念头：打造实践平台，

给予孩子锻炼机会。
其实在参与经营咖啡馆之前，天

使知音沙龙的孩子们就已经开始尝
试职业技能的学习。他们每周都到
一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感兴趣
的课程，包括烹饪、电子工程等。

而天使知音沙龙之所以将咖啡
馆作为平台，是因为孤独症孩子存在
严重的社交障碍，最需要的是与他人
交流，那么在咖啡馆上班，他们既可
以像原来一样，专注于做自己的事
情，也可以和别人交流。尤其他们在
为顾客点单时，面对顾客的各类要
求，能锻炼逻辑思维能力。

除了咖啡师、服务员，面向孤独
症儿童的职业体验还涉及了图书管
理员和医务人员等职业。

王兰认为，这类活动最好选择与
孩子生活关联较大的职业类型。

“彩虹笔”先后在杨浦区图书馆、
虹口区图书馆开展管理员体验活动，
孤独症孩子在图书馆参与入库出库、
登记借还、借还书等服务。

此外，他们还与医疗门诊部合
作，让孩子在医务人员和志愿者的带
领下，穿上白大褂，体验医生角色。

这些活动的成功举办离不开多
方努力，包括场地、学校、街道，以及
志愿者等。

在图书馆职业体验中，“彩虹笔”
与虹口区图书馆合作，将项目落地。

在开展活动之前，图书馆要进行
长期准备，需要配备工作人员和老
师，所以对人力要求很高。每次最多
只能有 8 个孩子参加，才能保证效
果。因为“星星的孩子”需要一对一
地沟通，并且不停地为他们巩固和强
化技能，还要鼓励他们，让他们有兴
趣继续参加。

开发了图书馆项目后，“彩虹笔”
想继续开发其他与生活密切相关的
场景。广东路街道党建办得知后，帮
助其对接了街道的爱心企业，认领了
职业体验的公益项目。

“孩子和家长遇到身体不适时，
都会到医院就诊，所以医院是他们生

活中都会接触到的场景。”王兰说，她
与爱心企业沟通后，对接了联合医务
上海联和医疗门诊部，达成合作，让
孩子能够到门诊部体验就业。

除了爱心单位的助力，志愿者也
是活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在“爱咖啡”咖啡馆，由志愿者
扮演顾客。石渡丹尔说，这样孩子
们能得到更多帮助。这些志愿者都
是经过一定筛选的，需要填写自己
的本职工作和空闲时间段，由机构
根据他们提供的材料安排光顾时
间。

志愿者在来咖啡馆服务之前，会
收到一段视频，在视频里，每个孩子
都会说出自己的缺点，例如“我在做
咖啡期间会自己跑出去”；“在服务期
间，我常会说……你们要提醒我不能
说这句话。”基于这样的了解，志愿者
可以帮助他们改变自己。

功夫不负有心人。石渡丹尔感
到，孩子们最明显的变化体现在交流
上。

一开始，孩子们讲话就像“报流
水账”。石渡丹尔以点单为例，孩子
们会对顾客说：“欢迎光临。先生请
坐，请问您要什么咖啡？我们这里有
拿铁、卡布基诺……”顾客点单之
后。他们会说：“好的，您要一杯拿铁
咖啡。”紧接着马上对顾客说：“您的
拿铁已上，请慢用。”到咖啡台之后，
他们会向咖啡师复述整个点单流程，
而不是直接说顾客的单子。

现在，孩子们讲话开始带有自己
的想法，而不再是简单复述。每个志
愿者的职业不同，他们会和孩子聊工
作领域的话题，为其拓展知识面。

16岁的“天天”在“爱咖啡”担任
服务人员，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得
到了不小的进步。天天妈妈说，“过
去孩子比较冷漠，可能在他的概念
里，家长就像是生活的一项工具。”

天天在“爱咖啡”体验咖啡工作
之后，令他的父母感到了希望。现在
天天会对爸爸说：“爸爸我爱你，能不
能陪着我，不要去上班？”

“我们最希望看到孩子的幸福人
生是，未来他能参与工作，与社会交
流。”天天妈妈说。

石渡丹尔表示，希望孤独症青少
年能越来越好地与人沟通。“我们也
希望能探索出这个群体的成长之路，
让他们找到自己的社会价值，快乐地
生活，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

近年来，“星星的孩子”职业探索
刚刚在国内起步。一些机构在发展
这类项目时，遇到了不少困难，包括
场地、人力和资金等。

在场地方面，由于一些开展职业
体验的场地，如图书馆属于公共场
所，要接待普通读者，保证正常运营，
那么对于孤独症孩子开放的岗位类
型和数量都有一定限制。如果要拓
展规模，就要相应地配备更多志愿
者，投入更多经费，就又形成了一定
的资金压力。

同样，“爱咖啡”也曾遭遇场地问
题，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面对难题，他们都选择了整合社
会资源，渡过难关。“爱咖啡”与上海
市青年活动中心达成了共建，搬入该
处继续运营，而无需支付租金。同

时，天使知音沙龙的朋友们也非常支
持，捐赠了咖啡豆和器材。

“彩虹笔”则和相关企业合作，实
现自我造血。在“彩虹笔”的联系下，
两位机构内的孤独症孩子与一家艺
术中心签订版权协议。他们的画作
可以通过艺术中心生产成文创产
品，产生的收益进入基金会。这两个
孩子的康复费用可以从基金会申
请。多余的资金还能作为康复费，资
助其他孩子。

今年，彩虹笔主办的门诊部职
业体验活动入选了上海市妇女联合
会“造梦者协同成长计划”，属于家庭
教育项目。王兰说：“我们不能只依
赖社会资源，要真正地对服务对象
起到效果，希望未来能产生长效的
社会效益。”

通过职业体验助力孩子融入社会

多方努力开启职场探索

交流中学会关心、收获希望

整合资源 应对场地、人力和资金困难

职业体验是孤独症青少年实现就业的一种手段

孤独症患者正在制作咖啡。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