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自强不息追梦 大爱无疆树人

【总导视】

三十八年追寻光明，成就自强不息的逐梦人。

【王结】遭遇残疾是不幸的，但是我们生长在这一个伟大的热气腾腾的时代，我

们是幸运的。

七十余载立德树人，筑建大爱无疆的“象牙塔”。

【祁淑红 】学生在这里，他们学习、心理、生活他都非常的有收获。  

职业教育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和典型人物特色案例，聚焦陕西省自强中

等专业学校“自强不息追梦 大爱无疆树人”。

【解说】

王结，刚刚年过五十，便已荣誉缠身。然而，在众多的奖励和国家级

荣誉中，最让他看重的是两个称号。

【同期】王结 毕业生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因为每一个它还是都是很珍贵很有意义的，但是可能最能体现我成长

的这种艰辛和道路的应该是全国先进工作者，还有全国技术能手。健

全人可以创造精彩的人生。那么残疾人通过努力一样可以创造精彩的

人生。

【解说】13 岁时的一次意外，让王结双目失明。这，不仅让他失去

了光明，也让他一度失去了生存的信心。。

【同期】王结

简直感觉自己就没法生活，或者说是没法想象什么叫未来，就是一切

都破灭了，一切都绝望了。



【解说】如何让王结重新振作，找到自己的人生轨道，成了全家人的

难题。这时，做医生的父亲，帮他点亮了希望。接下来的三年里，王

结一边学习按摩技术，一边自学盲文和中学课程，16 岁那年，王结

顺利考入了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同期】王结

渴望了几年之后重新回到课堂，特别的温暖，特别的高兴。同时感受

收获最大的就是学校的老师的那种爱心，那种对事业执着的那种情怀，

对学生倾囊而赠的这种师德，这一方面给我的内心种下了很好的对教

师的职业的一个理解。

【解说】

王结就读的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是一所对残疾青年和健全学生

进行融合教育的职业学校。这种独特的培养方式，收到了意想不到的

效果。

【同期】 祁淑红 副校长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你比如说健全学生，他就学习残疾学生身上的这种自强自立，面对这

样一些人生的挫折，  永不言败，努力刻苦的学习精神。

  所以我们残疾学生，他们在这个环境中能很好地调试自己的心理，他

们会认为别人能行的我也能行。  所以学习上生活上我们就是在这方面

给学生创设一个就是无歧视的  这样一个比较友好互助这样的环境。  

学生在这里，他们学习、心理、生活他都非常的有收获。  

【解说】

友好互助的校园环境，加上班主任的悉心关爱，帮助王结摆脱了阴影，



重拾了自信。

【同期】王结

我的班主任杨晓沛老师。

他给了我很多学习和生活上的关心和帮助。学习上因为我是西吉山沟

沟过去的，那么基础也很薄弱，他给了我很多指导教诲，包括他的人

格修养，为人师表的这种言行举止都给了我深刻的熏陶和影响。到现

在还温暖鼓励着我。

【解说】

老师们的授业解惑，让王结系统地掌握了中医按摩技术，更为他打开

了一扇职业之“门”。

【同期】王结

另外对我的技能，因为学校有着几十年的教学经验，老师们的技能和

理论都特别好，给我教了规范的标准的，让我掌握了按摩技能，又形

成了一个系统的这种中医按摩的知识体系。

【同期】祁淑红

看到残疾孩子他们身上这种自强自立的精神，让我们老师也很感动，  

所以我们老师都很希望的多为孩子做一些课上课余，还有时候双休日，

  我们的老师敬业精神和对学生的这种爱，  体现的可能比其他学校的学

生的老师体现的就更加的充分。  无私奉献大大小小的事情，首先就想

到学生怎么样为学生能多做一些工作。

【解说】

毕业后，王结成为西吉县医院的一名按摩医生，在临床服务中，他意



识到了自己能力的欠缺，在学校培养的坚定意志和钻研精神，让他决

定奋发学习，继续深造。

【同期】杨晓沛 教师 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

毕业了以后他这方面的学习始终没停，先后就上两个大学，研究生，

这到现在了还在学习，别人按摩技术比较好的他就知道了，他就到哪

去就学，因此他学习一直就没有停。

【解说】

植根家乡，服务广大患者的同时，王结也不忘帮扶弱势群体，为他们

传授专业技能。多年来，王结培训各类残疾人、下岗职工、待业青年

7000 多人，帮助超过 4000 人实现了就业创业的梦想。

【同期】王结

我想说一个人一生中  会遇到各种境遇，这种境遇有让我们  欢喜的很高

兴的，那么难免也有让我们很难去面对的。  所以我们的学弟学妹我们

遭遇了残疾，我们不可怕，  遭遇残疾是不幸的，但是我们生长在这一

个伟大的  热气腾腾的时代，我们是幸运的。

【解说】

多年来，凭借其超常的毅力，王结赢得了社会的认可和尊重。不忘初

心的他, 还在母校，陕西省自强中等专业学校成立了“技能大师工作

室”，为培养更多的残疾技能人才献出自己的力量。

【同期】祁淑红

因为王结老师他的多指连按这样的一个按摩技能，在国内甚至国际都

非常有影响力。我就希望他能够把他自己的技能特长带回母校，同时



他了解到的国际国内先进的中医推拿的先进技术都能够带回到母校，

让母校更多的后面的残疾学生，他的师弟师妹们能够通过他学到更好

的先进技术。

【同期】王结

我觉着这个工作室它是一个平台，一个载体，它也是一个摇篮，可能

作为平台来说，我们会开展一系列的一些关于技能方面的一些科研，

中医推拿这门技能，这门，学科的科研，一些学术的交流，深层次的

挖掘，那么作为一个载体来说，它又是我们传承的一块阵地，更更进

一步的向我们母校的老师们学习，和老师们一起建这一个阵地，把一

些好的东西传承下去。那么作为摇篮来说，是我们学校的同学们和我

们毕业的这些毕业生们继续成长继续发展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摇篮。

【解说】

多年来，陕西自强中专培养了很多像王结这样的毕业生，他们感恩母

校、回馈母校，乐于奉献、顽强拼搏的精神也激励着一代代“自强人”

走出精彩绚丽的人生。

【同期】祁淑红

我们的学生其实我们很为他们骄傲，因为他们自己其实说有残障的话，

他们的人生是真的是很艰难很辛苦，他们的要面对的命运和我们是不

一样的，但是他们真的是在就这么艰苦的情况下，努力的去学习，融

入社会，他们这样的精神真的也是值得我们老师学习的。而且他们出

学校了之后，凭借技能，有些成为单位的骨干，有些甚至是创业成功，

辐射当地的群众，为当地群众解决用技能解决当地群众的需要的一些



问题，而且还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吸纳更多的残疾人来就业，还有

健全人也来就业，他们为社会做出了更大的贡献。所以我们老师一方

面对他们更是表达表示敬意，也是很自信自豪。

【解说】

从七十年前的“陕西省荣誉军人教养院”到如今的“陕西自强中等专

业学校”，老师用“仁心”授业解惑，学生用“信心”自强自立，学

校用“恒心”立德树人，形成了“靠技能生存，凭特长发展，以诚信

立足，为祖国奉献”的良好育人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