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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世界走进这间咖啡吧当世界走进这间咖啡吧当世界走进这间咖啡吧当世界走进这间咖啡吧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邹倜然邹倜然

“欢迎光临，请问要喝点什么？”6 月 18

日下午，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

朝晖七小区深处的一间咖啡吧刚开门，收银员

周帅就迎来了当天、也是当周的第一位客人。

开张晚不是因为生意冷清。每周三下午 1

点半开门迎客，3 点钟准时打烊，周帅所在的很

可能是全杭州市营业时间最短的咖啡吧。除此

以外，相比于一般的咖啡店，这个咖啡吧可供选

择的饮品数量明显偏少，甚至，它都没有一个正

式的名字。只是在包括咖啡吧在内的几间相连

的店面上方有一块统一的“招牌”——彩虹桥职

教基地。

紧挨彩虹桥职教基地的，是它所属的杭州

市健康实验学校。在那里，目前有 100 多位因身

患各种疾病导致心智障碍的学生就读。今年 3

月起，为了锻炼孩子们的社交能力，此前仅作为

教学场所的职教基地咖啡吧开始对外义卖。

在一杯杯咖啡买与卖的过程中，这群特殊

的孩子正一点点打开通往外面世界的大门。

为了就业的可能

藏身在居民楼间的杭州市健康实验学校是

浙江省最早的一所特殊教育学校。不同于普通

学校教育，在这里，很大一部分课程设计是以让

学生适应生活环境、掌握生活技能为主要目

的。在 2021 年前，由于健康实验学校只开设学

前和九年义务教育，孩子们初中毕业后何去何

从一直是困扰家长的难题。

“少数智力水平相对偏高、手脚又比较麻利

的学生还有机会找到一份简单的工作，更多动

作慢一些、心思钝一些的孩子离开学校后，大部

分时间只能待在家里。”健康实验学校大队辅导

员孙乐说，全国范围内，这样的情况在心智障碍

青少年群体中很普遍，往前迈不过进入社会的

门槛，往后又退不回学校课堂。时间长了，孩子

们之前上学时好不容易锻炼出来的自理能力和

社交能力慢慢就退化了。

“能不能让他们像普通学生一样继续上高

中？”随着越来越多家长提出期盼，经过综合考

虑，健康实验学校决定新增职业高中教育，帮助

学生学习谋生技能，争取更多的就业可能性。

正巧在那时，学校此前两间长期出租的店

铺收了回来。老师们商议后，决定把店铺连带

几间临街的教室一起改造成职教课堂和实训

基地。

淡暖色的装修基调与柔和的灯光能避免刺

激孩子们本就容易波动的情绪；四人位的方桌

便于上课时分组教学；职教场地位于一楼，墙布

要防潮，地砖要防滑……经过学校老师“全流程

把控”，很快，绒绣坊、竹编室、小超市、西点室和

咖啡吧共 5个实训室初具模样，并被统一命名为

“彩虹桥职教基地”。

2021年 9月，健康实验学校职高教育迎来了

第一届学生。别的课程开展都很顺利，唯独咖

啡吧里出了状况：当时，全校老师中没有一个人

有这方面的基础经验，教学成了难题。

在特殊教育领域，咖啡制作已被证明是一

项很适合部分智力发育不健全的孩子掌握的职

业技能。为了不让学生失去这个机会，美术老

师盛秋萍买来一台家用咖啡机，工作之余在咖

啡吧一边看网上的教学视频一边实操。等到对

一个流程基本熟悉后，她再转过头“现学现卖”

给学生上课。

这样摸索着过了一学年后，2022 年暑假，盛

秋萍专门到杭州市西湖职高园区里开设的西点

和咖啡培训班学习了半个月，第二年她又和一

位同事一起报班考下了咖啡师中级工和西式面

点师中级工的资格证书。

有了专业师资，设备也不能落后。经学校

同意，咖啡吧购置了功能更齐全的商用咖啡机，

并增添了制冰机、收银柜台等设备。“这样能给

孩子们提供更好的实训环境。”盛秋萍说。

“老师，您的咖啡到了！”

“你接咖啡，你装冰块，我来拉花。”6月 18日

的义卖开始没多久，到店的客人就多了起来。

在制作区，组长沈佳琪一边给“同事”分配任务，

一边自己手里也忙个不停。一个半小时的工作

时间里，沈佳琪头脑清晰、动作熟练，让人很难

看出她是一个有智力障碍的孩子。

这背后，是近三年的学习和练习。

即使到了职高阶段，特殊教育依然不是容

易的事。很多时候，能让学生顺利地上完一节

课，对教师来说就是一种“胜利”。

这天，饮品制作老师梁爽迎来了几位第一

次上珍珠奶茶制作实训课的孩子。按照惯例，

她先让大家四人一组围着四方桌坐下。没过多

久，其中一位学生躁动起来，嘴里发出呜呜的声

音，同时伸手想掀开面前的桌布。“上课环境跟

之前不一样了，他不适应。”梁爽一边说，一边把

这个男孩带到一旁轻声安抚。

进入实操环节，又有两个孩子争夺起了做

“珍珠”的木薯淀粉。眼见他们越说越急、越凑

越近，梁爽赶紧上前把两人分开，并带着他们做

深呼吸练习。等到双方情绪都平稳后，梁爽和

孩子们一起平分了木薯淀粉，练习才得以继续

下去。

除了随时可能出现的情绪问题，智力上的缺

陷也会拖慢学生的学习进度。患有孤独症的许

福林今年初开始跟着盛秋萍学做咖啡，光是掌握

萃取和融合两项技术，他就花了一学期时间。

同样患有孤独症的于越是许福林的同班同

学。临近学期末，他开始尝试拉花。只是无论

盛秋萍怎么示范、怎么提醒，于越总是看完、听

完就忘了。他每一次操作，歪歪扭扭的拉花图

案都还没成形就散开了。

“职高班的学生要基本掌握咖啡制作的流

程，平均都得一年左右的时间。”盛秋萍说，有时

候自己上课上得肩膀酸痛，孩子们却依然反复犯

错，真会急得跺脚。“可转头看到他们攥着奶缸一

遍遍近乎固执地练习，什么气也都消了——下一

次，一定能教会。”

除了学做饮品，想要毕业后有更高的求职

成功率，这些特殊的孩子还要学会服务和社

交。为此，健康实验学校的老师专门设计了“模

拟经营”的教学环节，让学生们体验“工作”是什

么感觉，同时也能尽量避免实训时做出来的饮

料被浪费。

按流程，扮做顾客的老师来到咖啡吧，门口

首先会有学生给他们发放模拟币；在柜台，负责

收银的孩子要根据顾客所点饮品的价格收钱、

找钱，并将准确的订单传递给制作区的同学；饮

品制作完成后，再由打包区的“工作人员”按照

订单上标注的“堂食”或“外带”要求，来决定是

将饮料装盘还是装袋。

为了让孩子们尽可能多地与人交流，咖啡吧

还推出了送餐服务。老师们可以在下单时留下

教室信息，再由负责外送的学生把饮料送上门。

“一开始，不时会有人迷路或送错订单，也

有人走到一半情绪来了不想送了。”孙乐说，这

种时候，沿路的老师或同学会主动帮忙，一路带

着送餐的孩子找到正确的地点。

“老师，您的咖啡到了！”这是健康实验学校

的教学楼里常常会响起的一句话。老师们开玩

笑说，过去几年，为了照顾学生们的“生意”，不

知道喝了多少杯咖啡。

从摆摊到义卖

从咖啡制作师、西点烘焙师到超市售货员、

餐厅服务员，彩虹桥职教基地给学生创造了多

个高仿真的社会场景。可“模拟经营”时间长

了，老师和同学之间渐渐形成了打交道的套路，

“真实感始终还是有所欠缺。”盛秋萍说。

转机出现在今年 3月初。当时，杭州市拱墅

区举办了一次内购活动，健康实验学校也接到

了摆摊邀请。“这可是锻炼孩子们的好机会！”活

动当天一大早，5位老师、5位学生就带着头一天

做好的西点、此前闲置的家用咖啡机等物资赶

到了会场。

许福林分到了宣传的任务。“这是传单，请

看一下。”不变的语调、不变的姿势，一开始他会

执着地把手里的传单塞给每一个目之所及的

人，哪怕对方正在别的摊位驻足。孙乐赶紧上

前，告诉许福林要先观察来往的路人是否方便

接收传单。“这就是在学校无法模拟的场景。”事

后孙乐回忆说。

另一边，患有智力障碍的查浩正负责介绍

西点。由于口齿不清，查浩正平时不爱说话。

但那天，事先知道他是特殊学校的学生，顾客都

耐心听完了他的讲解，并纷纷捧场购买。

同样受欢迎的还有咖啡。“这是孩子们做的

吗？”“他们学了多长时间？”……随着购买的人

越来越多，健康实验学校的摊位前排起了队。

现场原材料能做出的大约 80 杯咖啡卖完后，孙

乐又联系留在校内的老师紧急加做了 100 杯送

到会场，最后也卖断了货。

早在“模拟营业”时，健康实验学校的老师

就讨论过咖啡吧的定价问题。综合考虑成本

和学生制作产品的品质，最终饮品和西点的价

格都落在了 5~7 元的区间内。按照这样的定

价，内购活动那天，学校的摊位共卖出了超过

1000 元 的“ 营 业 额 ”。“ 每 个 人 都 特 别 有 成 就

感。”孙乐说。

既然能去外面摆摊，为什么不能在职教基

地义卖？初次实践的成功让健康实验学校的老

师们有了新思路。他们决定把每周三下午 1 点

半到 3 点定为咖啡吧的开放时间，由学生当主

角，对外营业。

3 月 12 日，咖啡吧临街的玻璃门打开了，写

着“爱心义卖”字样的小黑板摆在门侧，第一批

“员工”早早地就守在各自岗位。很快，咖啡的

香味在职教基地周边弥漫开来。

日常教学时，为了让职高班学生学到与自

身能力相匹配的技能，老师们会进行分组教

学。身体状况较好、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分到 A

组，他们是义卖时咖啡制作区的主力成员。B 组

的孩子主要负责制作珍珠奶茶和打包，有的因

为疾病容易情绪失控的学生还能通过搓“珍珠”

的工作锻炼专注度，一边义卖一边进行康复治

疗。能力再弱一些的学生则被归入 C 组，咖啡

吧菜单中制作流程最简单的手工酸奶大多出自

他们之手。

此外，考虑到孩子们学习进度较慢，学校会

让综合素质突出的初中生提前到职教基地参与

实训，15 岁的孤独症患者周帅就是其中一位。

因为还在上七年级，周帅胸前总是戴着红领巾，

但在很多老师口中，他已经是咖啡吧的“金牌收

银员”了。

咖啡吧开放第一个月，前来消费的主要是

在周边工作和居住的顾客。4 月初，以世界孤独

症日为契机，拱墅区教育局在社交平台上发布

了一则咖啡吧的宣传视频。很快，这个特殊的

“商铺”引起了越来越多杭州市民的关注，每周

的开放日也变得越来越热闹。

没有“套路”，全是“突发”

又是一个周三下午，拱墅区朝晖幼儿园的

老师郭昱彤不到一点就赶到了彩虹桥职教基

地。她想提前来跟孩子们一起做义卖前的准备

工作。

在拱墅区教育局的组织下，过去十多年里，

该区多个学校的教师一直坚持轮流到健康实验

学校当启智志愿者，郭昱彤就是最近“在岗”的

一位。

两年前，郭昱彤刚做志愿者时，正好遇到

彩虹桥职教基地开始“模拟经营”。除了和老

师们一起扮演顾客，郭昱彤还帮着学生梳理迎

客、点餐、打包递送等环节的服务流程以及可

能遇到的突发情况和处理方法。虽然如此，当

基地的大门真的对外敞开后，依然有各种意料

之外的状况发生。

“别着急，想想这个标识是什么意思？”这

天 的 义 卖 中 途 ，打 包 区 的 工 作 突 然“ 堵 ”住

了 。 本 来 在 操 作 区 帮 忙 的 郭 昱 彤 走 过 去 一

看，发现是孩子们被杯子上很少见到的印有

“2/3”的标签难倒了。“这是一个订单有多杯

饮品的意思，要一起装袋！”在郭昱彤的提示

下，有人想起了答案。问题解决，打包进度重

新快了起来。

同样会难倒小小“营业员”的，还有完全没

有预设的社交。有一次，一位顾客突然问吧台

后的于越自己点的咖啡要等多久，结果被于越

语气生硬地回了一句“不知道”。一旁的盛秋萍

马上向客人致歉，并把于越拉到角落现场教学，

“你可以说，‘我帮您问一下’”。

“当天于越不负责制作工作，他确实不知道

要等多久。”在盛秋萍看来，很多有心智障碍的

学生，遇事只能用‘预设程序’来应对，“想要孩

子们学会应变，就要在实践时把每个新的情况、

新的处理方式一一拆解说明，让他们的认知中

有更多可调用的‘程序’”。

每周一个半小时的义卖时间里，启智志愿

者和健康实验学校的老师随时要准备为突发情

况兜底，与此同时，他们也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

与进步。

为了当好收银员，周帅会反复背诵老师们

准备的常用服务用语。有一次，顾客点单时已

说明要“冰美式咖啡”，结果周帅依然严格按照

服务流程回应道：“好的，冰美式要冰的还是热

的？”话一出口，顾客愣住了，站在周帅身旁的班

主任陈银莲则既欣慰又无奈地笑了。

“经过后面几周的锻炼，现在他不会再闹这

样的笑话了。”陈银莲说，这个变化看似简单，却

说明周帅已开始根据外界情况做出恰当反应，

“这对孤独症患者而言并不容易”。

类似的改变也发生在其他“店员”身上。郭

昱彤说，义卖开始至今，孩子们看错订单的情况

越来越少，即使偶尔搞错了，大部分人也能控制

情绪重新制作；一些刚开始很害怕陌生人的学

生，现在不仅会主动给堂食客人送餐，还能与对

方聊上几句。

当然，新的问题也会不时出现。这天，一位

客人点了 3 个圆筒冰淇淋，递送到最后一个时，

周帅终于没抵挡住诱惑，突然蹲下身子自己吃

了起来。见此情形，孙乐知道周帅有些累了，马

上让别的同学接手他的工作。没想到，周帅竟

因此有些赌气，趁人不注意溜回点单机前一通

乱按。

“对这些孩子来说，自制力属于高阶能力。”

看着周帅满脸委屈的样子，孙乐笑了，“现在我

们还得多帮他们‘踩刹车’。”

走过彩虹桥

“您好，这是您的咖啡，请慢用。”6 月 18 日，

临近下午 3 点，咖啡吧里的学生依然在忙碌着。

孙乐说，过去近两个月，前来购买义卖产品的顾

客越来越多，而且大部分都是从杭州各地来的

“生面孔”。他们中有人专门选择堂食，以便和

孩子们多聊几句；有人说自己不赶时间，请小咖

啡师们“慢慢拉花”；还有爱心企业派员工到职

教基地一口气买走十多杯咖啡。有好几周，义

卖的收入都超过了 1000 元，它们将被全部用于

特殊儿童的教育教学。

这天，市民李女士特意给上小学二年级的

儿子毛毛请了半天假，带他一起到咖啡吧“支

持哥哥姐姐”。难得看见小朋友，患有唐氏综

合 症 的 陈 易 含 在 工 作 间 隙 一 直“ 偷 看 ”着 毛

毛。注意到这一点后，李女士故意离开了和儿

子一起坐着的沙发。很快，陈易含走上前主动

向毛毛打招呼，“你叫什么名字？”“今年几岁

了？”……你一句我一句，两个男孩聊了好一会

儿，直到又有客人进店，陈易含才意犹未尽地

回到了柜台后。

相比于不断增长的客流量和营业额，更让

学校老师们感到高兴的是义卖带来的包括李

女士母子在内的各种各样的“社会老师”。孩

子们与顾客的每一次交流、互动，都是他们与

外面世界的一次连接，也能为他们最终融入社

会增加胜算。

沈佳琪就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7 月，她

即将从职高班毕业，就在前不久，她通过面试在

一家连锁茶饮店找到了工作，上个月拿到了第

一笔 4000 多元的工资。“我也能赚钱养活自己

了。”沈佳琪说。

虽然平时要上班，但周三轮休时沈佳琪总

会回到学校，带着学弟学妹们一起搓“珍珠”、做

咖啡。她说未来想要继续学习，制作出更好喝

更好看的咖啡。

最近，距离健康实验学校不远的一处夜市

向彩虹桥职教基地发出了公益摆摊的邀请，但

这一来会增加“营业时间”，对学生们的身心状

态是新的挑战；二来也需要咖啡吧设法取得正

式的商业经营资质。

“接下来我们又有事要忙了。”孙乐说，暑假

期间咖啡吧会暂停义卖，利用这个间隙，老师们

一方面要研究可行的摆摊方案，另一方面要探

索更广泛的教育教学空间。孙乐表示，未来学

校会创造条件，让主要学习竹编、绒绣等技能的

学生也有与社会接触的机会。

或许就像职教基地的名字一样，当更多教

室沿街的玻璃门打开，就会有更多特殊的孩子

经过彩虹桥走进世界。

周帅正在为堂食客人送餐。因为还在上七年级，义卖时他胸前总是戴着红领巾。 本报通讯员 许驰 摄

义卖时，于越在为顾客点单。
本报通讯员 许驰 摄

在彩虹桥职教基地咖啡吧，许福林正在练习拉花。
本报通讯员 许驰 摄

在启智志愿者（左二）的协助下，咖啡吧的“店员”在打包
饮品。 本报通讯员 许驰 摄

一个周三上午，孩子们正在搓“珍珠”，为下午的义卖做准备。
本报通讯员 许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