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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从 2018 年起，为了帮助视障学生更好应对大学生活、学习的挑战，上海有

人公益基金会开始支持金盲杖团队在各地开展视障大学生预科班活动。预科班

先后得到中国盲人协会、天津体育学院、小米公司、博世中国慈善中心、金光

集团、黄奕聪慈善基金会等政府、高校、企业及慈善机构的支持。

转眼，视障大学生预科班已经成功举办了四届，成为视障学生在正式踏入

大学校园前争先恐后报名的活动，更成为了视障准大学生们挑战自我、提升能

力、获取支持的重要平台。

过去的四年里，金盲杖视障大学生预科班分别为 73 位视障学生进入大学前

提供了“独立出行”、“计算机操作”、“青春不迷茫”等主题必要培训，以激发

视障学生自主生活的意识，使他们可以更好的应对进入大学后的挑战。同时学

长面对面的交流，也为同学们之间提供了更多的联结。往期学长学姐向准大学

生分享自己在大学校园中的学习、生活经验，逐渐形成一对一支持、同校小组

支持的良性循环。甚至许多前几届的学员在每次活动前，自发向金盲杖团队申

请成为导师，向学弟学妹们传播经验、讨论收获、传播技能，这给我们带来欣

慰的同时，也让我们开始思考面向视障大学生建设视障资源中心，以更好的为

视障学生搭建学习支持平台的必要性。

近年来，疫情的反复成为了金盲杖团队开展活动前考虑的重要因素，这让

金盲杖团队成员在项目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历练和成长。在一次又一次根据各

种突发状况解决问题的经验积累里，金盲杖团队成员更深刻的探索了不同形式

的教学方案，提升了应对突发情况的组织能力和机动能力。

真挚感谢黄奕聪慈善基金会对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的信任，对金盲杖团队

价值的肯定，并始终给与的大力支持。正是这份信任和鼓励，让金盲杖团队的

同事们充满力量和决心，正是这份始终不渝的支持，成为第五届金盲杖视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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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预科班顺利举办的基石，让新一届的视障准大学生从五湖四海相聚在南京，

走入大学校园，开启了本届预科班为期九天的训练营生活。

二、项目目标

从提升自身技能的角度，帮助即将进入大学的视障学生更好地应对挑战，

融入大学生活，促进公众对视障教育的了解。

三、执行情况

1、报名与招生：人数少，信任多

本届预科班收到了来自 20 个省、市、自治区共 43 位学生的报名信息。相

比于往年，报名数量是较少的。但在今年疫情反复的情况下，仍有这些学生想

要参与预科班，并得到家人的支持独自前来，这体现了多年来视障群体队我们

的信任。

最终，根据是否参加普通高考、是否在融合教育中进行学习，“我的大学”

小作文评选以及不同地区、学校之间的平衡等条件，综合筛选，20 名视障学生

成为了本届预科班的学员。

其中，有以纪培坤、杨潞为代表，参加了普通高考的视障学生，也有即将

离开盲校到特教学院进行本科学习的视障学生，还有已经踏入社会参加工作，

但因中途失明重新选择考入大学学习的视障学生。

不同背景、不同经历的学员，不仅让人们看到了视障学生的多样性，更体

现了每个个体的不同需求，这也为金盲杖视障大学生预科班的课程设计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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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高要求。

2、先期准备：创造一个沉浸式环境

让预科班在大学校园中举办，为视障学生建立沉浸式的训练环境，这是金

盲杖团队一直以来的想法。但自 2020 年以来的疫情，让这项计划推进起来十分

艰难。最终，我们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达成了合作，将预科班的举办地确

定于此。为了更真实的创造大学融合分为，我们还邀请了 15 位南京特殊教育师

范学院的非视障同学作为志愿者全程参与活动。

预科班开始前，金盲杖工作人员来到学校对于教学场地进行评估和布置，

为制作盲文校园平面图提前进行勘测，在住宿环境、餐食来源、场地使用方面

与校方对接落实。会务方面，同步对志愿者报名人员进行筛选，最终确定驻会

志愿者 16 人，为课程有序开展做好准备。同时我们紧密关注各地相关政策及疫

情发展动向，权利做好预科班期间的各项活动保障。

3、课程设计：考虑疫情，注重体验

（1）课程概要

经过前四期预科班的经验与往届学员的反馈，本届预科班在保留技能与意

识课的同时，增加了更多通识课程与社团体验课程的设计，以期通过更多的拓

展训练，让学员们获得多维度的收获和体验。同时，考虑到疫情的影响，我们

还将“残障意识”课程放到了线上，一方面减少线下时间，一方面使同学们在

线下之前更快的进入了学习状态。

课程包括了科技赋能、独立出行等视障技能课程，残障意识、生涯规划、

信息辅具了解、青春不迷茫、有效沟通、学长面对面等通识课程，咖啡冲调、

非视觉乐高、融合剧本杀、彩妆拓展等各项社团体验课程三大部分。以更好的



5

校园融合为目标，以视障者与大学生两个身份的交叉为出发点进行设计。

（2）融合社团

读大学对于一个人来说，不仅是学专业，还是一个人融入更大社会的开始。

而对于视障者来说，要更好的和同学们融合在一起，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眼界

和广泛的兴趣。基于此，我们特别设计了丰富的体验性社团，使同学们通过亲

自尝试获得认知，培养兴趣。

融合剧本杀社团，无障碍剧本、合适的 BGM，把视障者与志愿者联结在了一

起，让大家了解到游戏不只是游戏，更是人与人交流的场域。

咖啡冲调社团，让视障学生了解了咖啡相关知识，掌握了冲调咖啡的技巧，

感受到把自己冲好的咖啡分享给他人的快乐。

非视觉乐高社团，在给与无障碍说明的情况下，让视障学生与志愿者配合

完成乐高作品，体验协作的魅力与专注的意义。

彩妆社团，让许多视障学生掌握了化妆技巧，看不见也有方法给自己或他

人话上精致的妆容，自信又美丽。

四、训练营剪影

以下，是训练营期间的部分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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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一 开营仪式。左：开营仪式；右上：开营宣誓；右下：破冰游戏

图二 社团活动。左上：计算机课；左下：咖啡社团；右上：非视觉乐高；右下：狼人杀社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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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独立出行。左上：触摸路口；中上：使用导航；右上：练习坐扶梯；中：触摸路口地图；左下：分

组练习过马路；右下：熟悉校园

图四 经验分享。左：王鑫分享；右：李泽慧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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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五 考核与闭营。左上：终极打卡抽签；右上：双人任务商场打卡；下：闭营宣誓

五、社会影响力：专家参与，媒体盛赞

本次预科班从 2022 年 7 月 29 日至 8月 6日，为期九天。

我们请到了定向行走专家沈剑辉、特教专业学者李泽慧、日本驻波大学博

士王鑫、江苏省残联组联处处长苏娟等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为学生们讲授课

程、分享经验，使学生们打开视野、提升认知、明确未来。

开营仪式与闭营仪式，我们都在微信视频号进行了对外直播。共有近两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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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看过，并表示希望训练营中的一些课程，有机会也能够对外直播，让线上的

小伙伴也能和预科班的同学们一起学习，感受训练营中的氛围。

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为本次预科班配备了专业的摄影师与摄像师，并与新

华日报等媒体合作，用影像的方式记录了预科班期间的每个瞬间。纪录片正在

制作当中，预计十一月中旬制作完成。

以下，是部分媒体对于本次预科班的报道：

1、交汇点·视觉：观·点｜盲人的又一场“高考”

2、央广网：9 月即将进入校园 来自全国 14 个省市自治区的 20 位视障准大学

生参加了一次特别的“预科班”

3、荔枝新闻：触摸社会：盲障大学生为未来生活“预演”

六、个案故事

1、巴根

巴根来自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是预科班招募的首位新疆学员。从小

失明的他，此前并没有想过自己可以有机会上大学，一心想着早点毕业赚钱，

改善家庭贫寒的经济状况。然而一次和老师的交流中，发现上大学不仅仅是学

知识，更可以收获广阔的眼界与别样的人生体验，最终得到了家人的支持，今

年顺利考入理想大学。

报名预科班时还经历了一段波折，家人的不放心与往返较高的路费让他决

定放弃，了解到情况后金盲杖团队经过了紧急商议，决定为其报销来回所有路

费。在与杨青风导师的交流后，巴根说服家人独自来到几千公里外的南京，开

https://jnews.xhby.net/v3/waparticles/ce9d6364012b42919b69521327e92036/0/xBmB6Ei88Y1mg2Mt/1
http://js.cnr.cn/rdzt/qnjs/qnjsgdxw/20220805/t20220805_525949727.shtml
http://js.cnr.cn/rdzt/qnjs/qnjsgdxw/20220805/t20220805_525949727.shtml
http://v.jstv.com/wap/a/20220806/1659786555226.shtml?jsbcAp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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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了自己预科班的学习历程。

第一次拿起盲杖逛商场，第一次参与融合剧本杀游戏，第一次知道视障者

也可以编程，这些第一次成了他走进校园前最大的收获。

因为疫情缘故，巴根如今只能留在新疆上网课。他经常和我们交流，自己

十分幸运可以参加预科班，感受美好的校园时光，希望自己可以早日回到校园

进行学习。

2、郑燕

初二暑假时，郑燕骑着自行车去找同学玩，然而迎面的一辆大货车，彻底

改变了她的命运。从小的大学梦想彻底破灭，她每天无所事事，不知道自己的

未来在何方。后从朋友处了解到视障者也可以上大学，毅然决然的报考了当地

的一所盲校开始学习。

家人并不支持她，常说该结婚的年龄了，为什么还有这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但她依旧不为所动、努力奔跑，追逐自己从小向往的大学梦。

今年，她终于得偿所愿，即将开启大学生活。在预科班报名的小作文里，

她引用了这句：“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明确表示了上大学对

于她的意义所在。

今年预科班中，计算机的学习和化妆的学习让她获益良多。她表示，通过

计算机课程的学习，自己掌握了使用办公软件以及浏览网页的方法，这些都是

进入大学必不可少的技能。化妆让她变得更加自信、更加美丽，更以黄莺老师

为榜样，向自己未来拥有的可能性不断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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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学长面对面》音频节目

从 2015 年开始，每年都有视障学生，通过盲文参加普通高考进入了大学，

和普通同学在同一间教室学习，接受融合教育。

这些同学在大学的生活是怎样的？学习上会遇到哪些挑战？他们的经历，

会给同样想要参加普通高考，希望在大学里接受融合教育的学生们提供哪些经

验？

今年，我们找到了在普通学校就读的学生们，录制了十期系列节目《学长

面对面》，从考试经验，志愿填报、校园融合、升学就业等多个维度，介绍了参

加普通高考后视障学生的生活，同时也分享了遇到一些问题的解决方案。

节目在喜马拉雅上传，收听地址如下：

1、“学长面对面”第一期

2、“学长面对面”第二期

3、“学长面对面”第三期

4、“学长面对面”第四期

5、“学长面对面”第五期

6、“学长面对面”第六期

7、“学长面对面”第七期

8、“学长面对面”第八期

9、“学长面对面”第九期

10、“学长面对面”第十期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72906?shrpid=181d16678ab422c&cId=13&albumIds=69158573%2C45193013%2C61853864&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7b1c9a90b61bacd32619d8821118503d&shrh5=iphone&shrid=181d16678abe8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73044?shrpid=181d166eba4e89c&cId=13&albumIds=69158573%2C45193013%2C61853864&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a6de3c03922639258db9eb643f6d1c41&shrh5=iphone&shrid=181d166eba415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73238?shrpid=181d16534ee1445c&cId=13&albumIds=45193013%2C61853864%2C3281949&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05c4f3911305c4582622c394245e663f&shrh5=iphone&shrid=181d16534eecb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73391?shrpid=181d167c202ffa6&cId=13&albumIds=69158573%2C45193013%2C61853864&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e70afb98767908846b7580354318ec0a&shrh5=iphone&shrid=181d167c20271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73610?shrpid=181d16839dd1573b&cId=13&albumIds=69158573%2C45193013%2C61853864&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bd318b6e8d9c689cba5334b3c62694d6&shrh5=iphone&shrid=181d16839dd2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73702?shrpid=181d168e25b33f6&cId=13&albumIds=69158573%2C45193013%2C61853864&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a3839252d0c58556d87c7969cf77aecd&shrh5=iphone&shrid=181d168e25b87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97605?shrpid=181d169598f96a3&cId=13&albumIds=69158573%2C45193013%2C61853864&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ad3ddd2c13054fa5779af53876e8883e&shrh5=iphone&shrid=181d169598fbf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73930?shrpid=181d169e0e6116e4&cId=13&albumIds=69158573%2C45193013%2C61853864&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a95a7f5129df7451c03a5cd015250b26&shrh5=iphone&shrid=181d169e0e67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74010?shrpid=181d16a4c5ada3&cId=13&albumIds=69158573%2C45193013%2C61853864&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0e69ef5a7af77afcbb7cf04ea61effa1&shrh5=iphone&shrid=181d16a4c5a114
https://m.ximalaya.com/selfshare/sound/549274074?shrpid=181d16ac49a8e18&cId=13&albumIds=69158573%2C45193013%2C61853864&shrdv=FF493C05-5C95-42BD-A426-2781ADC8A48A&shareLevel=1&commandShareId=8ccaf305c4c6608386db173b899cd621&shrh5=iphone&shrid=181d16ac49a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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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成长与反思

1、疫情的影响

疫情的反复给预科班的举办带来了很大的不确定性。为保证活动顺利举办，

我们与浙江师范学院、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武汉理工大学进行了联系，确

定了三个线下地点，同时设计了线上课程方案，以应对可能出现的疫情突发情

况。

最终，上海有人公益基金会与金盲杖团队，让预科班在疫情后首次进入校园，

给学生们营造了沉浸式的训练环境，让学生们更加深切的体验了大学生活的状

态。

2、融合社团

今年的融合社团设计，让我们意识到视障学生作为社会人这部分的重要性。

如何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案，推动无障碍环境的改善，促进视障大学生与社会

环境的融合，这是我们在未来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点。

只有让学生真正投入进来，切身的进行体验，才能增长见闻，与社会进行

联结。

3、覆盖人数

线下覆盖的人数有限，未能参加预科班的视障大学生如何获得支持，这是

我们一直在思考，并需要在未来不断完善的部分。例如建设视障学生线上资源

中心，连接视障学生成立青年支持小组等。

今年，开营仪式和闭营仪式，我们进行了线上直播，很多观众都表示希望

参与预科班更多的课程，这也让我们意识到，建立视障学生资源支持中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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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学生提供支持，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九、未来计划：建设中国首个视障青年发展线上资源中心

1、背景

2015 年，首批视障学生通过普通高考走入大学。然而在当时，普通高校并

不知如何提供支持，学生也不知如何适应。金盲杖团队在实践中逐渐摸索经验，

研究如何为他们提供有效帮助，如面向学校和学生提供独立出行教学、专业教

材制作等服务。

2018 年，首届金盲杖视障大学生预科班的开展，让金盲杖团队意识到，建

立一套从需求评估到技能培训的可持续体系十分重要。

2、建立中国首个视障青年发展线上资源中心

大学生预科班只是视障学生进入大学的第一部。后续的入校生活跟踪，学

习支持网络的建立，甚至是各类职场环境的实习对接，都是他们今后可能面临

的问题。未来，除了面向即将步入大学的学生继续开展预科班支持外，我们还

会建立一个线上资源中心，通过中心为视障大学生以及更多视障青年提供教材

制作、一对一成长陪伴、英语 46 级等专业培训、就业招聘，以及更多有利于视

障青年发展的多种活动。

十、财务结算情况

因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 年预科班的部分环节未能进行，我

们将资助款项核算后，向黄奕聪基金会重新申请了 14.6 万元，合计作为本届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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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班的活动经费。财务报告，详见项目报告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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