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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首家商业化运作孤独症咖啡馆开业半个多月，市场反响良好

期待去掉““特殊标签””走向全国
磨豆成粉、打发奶泡、清洁咖啡机……沉

浸式制作一杯拿铁咖啡，孤独症咖啡师吴佳
辰用标准化动作，在 1分钟内完成整个流程，
最后腼腆地把咖啡交到顾客手中，咖啡杯里
的拉花是一颗爱心。事实上，每一杯咖啡都是
他用心制作而成。
在吴佳辰眼里，只有标准化制作咖啡的

流程，与顾客的交流还处于比较少的状态。但
这在吴佳辰爸爸看来，儿子不仅能长大成人
了，还能像普通人一样每天去上班，“我们家
都变得明亮起来了。”
吴佳辰从小在特殊学校就读，又在康复

中心学习制作咖啡，自从接触了咖啡制作，他
就变得更加专注。“对咖啡很喜欢，也愿意从
事咖啡师这份工作。”吴佳辰爸爸说，现在每
天佳辰都早早起床，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
独自坐地铁到咖啡馆上班。
这份有仪式感的工作，让吴佳辰非常有

成就感，每天下班后，跟家人一起吃晚饭时，
还会偶尔眉飞色舞地表达工作时遇到的事
情。这些平凡的小确幸，却是吴佳辰一家难能
可贵的幸福。
吴佳辰的同事王相晴是“多·幸福咖啡

馆”的烘培担当，已经考取初级点心师的她，
如今可以熟练制作曲奇饼干、瑞士卷、蛋

糕等各种点心。开朗的她，总是会
跟顾客来些互动，聊上几

句，“最期待就是拿

工资啦！想给全家人买份礼物。”
事实上，对于孤独症家庭而言，无论孩子

多大，不断地康复训练都是生活的重要组成
部分。像吴佳辰、王相晴这样能够进行社会化
的生活，其家长和老师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
更多的孤独症孩子可能终其一生，都无法走
向社会。
然而即便走向社会，也需要步步有人带

领。比如，在“多·幸福咖啡馆”里，日常运作
共配备 5 名孤独症员工和 1 名带教老师，带
教老师要在旁观察，协助处理一些初期的突
发意外，等到孤独症员工完全适应后，再慢慢
淡出。

其实，孤独症咖啡馆在沪上早已不是新
鲜事，但大多以“前店后厂”模式，孤独症患
者在康复训练中心接受课程培训，然后在对外
营业的中心咖啡馆里进行实操训练，整个培训
基地就是孤独症社会化培训的“中央厨房”。
作为带教老师、上海博爱儿童康健园主

任王恒民表示，孤独症患者首先学讲话发声，
接下来学会和人打交道，然后学会怎么做事
情，最后再进行职业技能培训。
以制作咖啡为例，正常人可能学习几天

就能上手。但为了让孤独症患者熟练掌握，康
复老师将咖啡研磨、咖啡萃取、牛奶拉花和咖
啡机清洁等各种步骤进行分解细化，打造了
一套规范化流程和训练课程，反复训练，“表
面上，孤独症患者在做一杯咖啡，实际上他在
进行认知执行功能训练。”

早在 2014 年，华东师范
大学康复科学系副教授陈东

帆与王恒民便开

始合作研究孤独症患者基于职业目标的精准
康复训练核心课程，经过多年论证，课题组认
为咖啡、烘焙是孤独症患者最合适的职业技
能。2022年年初，“幸福咖啡馆”实训基地作
为“幸福之花”项目的落地形态，在文定路博
爱儿童康健园楼下悄悄开业。
就像最初上海出现的不少孤独症咖啡馆

一样，前来“幸福咖啡馆”买咖啡的人，大多
是因为“孤独症”这一群体，“出于爱心的关
注，我们也很需要。”但在陈东帆看来，一方
面，对于社会化程度较高的孤独症，完全有能
力走向更大的舞台，从而真正实现整个家庭
的目标，自食其力融入社会；另一方面，康复
实训基地无法容纳更多的孤独症患者，还有
更多家庭期待这种实训式的康复训练。
为此，陈东帆开始多方寻求企业合作。但

摆在很多企业面前的，也有无法避免的现实，
在商业化运作的咖啡店里，对咖啡师的速度要
求更高，但孤独症咖啡师大多只能按照自己的
节奏，对于复杂环境下的社交有一定障碍。
“如果没有商业化的模式，那孤独症咖啡

师的社会化之路，只能是温室里的花朵。”陈
东帆表示，一定要把孤独症咖啡师推向市场，
这样才能让更多的孤独症患者和家庭受益。
虽然面对诸多困难，爱心企业多特瑞公

司毅然伸出了橄榄枝，主动提出可以在位于
南京西路丰盛里的体验中心内辟出一块场
地，作为“多·幸福咖啡馆”的商业化运作，为
孤独症咖啡师提供就业岗位。这让陈东帆有
了新的思考，“多特瑞门店有足够的场地开一
家咖啡馆，也可以提供给孤独症患者家庭举
行一些小型的聚会沙龙。”双方一拍即合，
“多·幸福咖啡馆”提上了议事日程。

今年 9月初，“多·幸福咖啡馆”开张了。
经过大半个月的运行，孤独症咖啡师也逐渐
适应了职业化的新生活，这一切都让
陈东帆感到很欣慰，最近他正在
琢磨如何把“幸福咖啡馆”

的模式与更多爱心企业合作。这个始于华东
师范大学“幸福之花”研究基金课题《基于机
器人技术的孤独症儿童社交障碍干预系统》
项目，根据陈东帆的美好规划，未来沪上会有
若干以“幸福咖啡”作为后缀名的孤独症咖啡
馆，并逐步把“幸福咖啡”的品牌推向全国。
不过，陈东帆很清楚，任何一家咖啡馆都

要面临生存的压力，一旦咖啡馆面临经营压
力，那孤独症咖啡师的职业之路就会受阻。如
何让这一模式走得更远，辐射更多的孤独症
咖啡师呢？陈东帆认为，咖啡馆的选址一定要
位于市中心，这样既能有客流的保证，也能让
孤独症患者最大程度与顾客交流。
此外，一味靠社会爱心人士来购买，不能

确保咖啡馆的长期发展。因此还是要从咖啡
本身的品质下功夫，只有味道醇厚、好喝的产
品，才能牢牢吸引消费者，从而让幸福咖啡馆
实现良性发展。陈东帆也清醒地意识到，“幸
福咖啡馆”一定要靠咖啡馆本身的自我造血
功能，但商业化的步子迈得过大，也会带来经
营压力。
因此，陈东帆呼吁更多爱心企业能够加

入到“幸福咖啡馆”的项目当中来，特别是企
业本身就有运营场地，减收免收一定场地的
租金，引入“幸福咖啡馆”的同时，也解决运
营成本的压力，这样就能给更多孤独症咖啡
师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首家“幸福咖啡馆”推出后，整个市场反

响很好，周边白领对这杯秋日里的别样咖啡，
也是好评如潮。这也大大增强了陈东帆和很
多孤独症家庭的信心，看到吴佳辰和他
的同事们一起努力工作、自力更生
的模样，这杯寓意“幸福”的
咖啡，或许真的可以温
暖整个城市。

晨报记者 荀澄敏

孤独症儿童，也被称为“星星的孩子”，可孩子终究
有长大成人的那一天，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这个世界呢？ 静安
区的“多·幸福咖啡馆”，最近迎来了 5 名孤独症职业咖啡师，开
启朝十晚七的职业生涯。

作为上海首家商业化运作的孤独症咖啡馆发起人之一， 华东师范
大学康复科学系副教授陈东帆认为， 唯有商业化的运作， 用市场化的价
格、标准，才能让孤独症咖啡师能够以职业化的状态，真正通过劳动获得
相应收入。

“希望未来的‘幸福咖啡’能依靠口味，赢得市场的信赖，而非孤独症
的特殊标签。”陈东帆说，因此需要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进来，把这种
商业化运作的孤独症咖啡馆模式复制到全国，惠及更多孤独症患者，让他
们实现自力更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