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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苏木草原育“新苗”
短期支教能为受助孩子带来什么？

带去开放性思维

第一次来到贝尔苏木，支
教团团员们有点意外，这里的
教学条件和生活条件并不匮
乏，甚至有队员觉得这里并不
需要支教。

可通过上课和观察， 支教
队员有了新发现： 孩子们的知
识水平和心理状态令人担忧。
很多孩子和奥运一样， 小学一
年级就要到离家 100 多公里外
的学校读书、住宿，寒暑假才能
回家。因为缺少父母的陪伴，很
多孩子性格孤僻或桀骜不驯。

对家长来说，他们期盼孩
子通过求学走出草原，但因为
自身文化水平有限，他们很少
参与孩子的学习过程。

在英语课堂上，支教团团
长龙安靖发现同龄孩子之间
的英语水平差距很大，有人可
以简单地进行英语对话，有人
却还不会写 26 个英文字母。

原本支教团准备了很多
与主科相关的课程，了解实际
情况后，团员们重新调整了教

学方向。
支教团设置了爱国主义

教育、心理健康、朗诵、垃圾分
类、科学实验、地理景观、手工
创作等课程，还为少数参与夏
令营的初高中生开设了职业
生涯规划课。

曾经沉默寡言的蒙古族
男孩吉雅，如今最喜欢上朗诵
课。支教团发起人那日苏记得
初见吉雅时，他不喜欢和同学
相处，也不爱说话，必须要回
应时也只使用蒙语。由于父母
在深牧区放牧， 当时只有 10
岁的吉雅被寄养在亲戚家。但
吉雅擅长骑马，拿过不少骑马
比赛的冠军。

在朗诵课上，那日苏鼓励
吉雅站到教室前面，用普通话
做自我介绍， 在一次次鼓励
中，吉雅逐渐打开了心门。

爱国主义教育课，也是新
苗支教团的特色课，支教老师
会给孩子们讲国歌的来历 ，
带大家看爱国主义电影和节
目。 每周一次的升国旗仪式
上， 孩子们会用蒙语高声唱
国歌， 响亮的歌声在草原上

回荡。这个画面让很多支教团
员记忆犹新。

经过前两年的支教历练和
经验总结， 团员们对短期支教
有了新的理解和看法。 那日苏
说，短期支教受时间限制，很难
让孩子在文化课上有明显提
升， 与其教文化课， 不如给他
们带去开放性的思维， 帮助他
们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引导
他们更好地认识自己、 父母和
未来。

现在，新苗支教团形成一
个共识：支教的“教”，不仅在
于教书，更要帮助不发达地区
的留守儿童形成一个相对完
善的认知体系。

照亮心灵的光

“孩子们看上去阳光灿烂的
笑容背后，都有自己的心事。”龙
安靖说， 我们需要更了解孩子，
才能知道如何帮助他们。

课余时间，家访就成了支
教团成员的另一个任务。家访
后，老师们才明白奥运为什么
上课时喜欢看向窗外，他一直
期待着许久不见的妈妈能突
然出现。

蒙古族女孩哈拉木吉在
绘画和音乐方面都很有天赋，
可母亲再婚， 又生了一个孩
子，没有精力培养她……

“这些孩子平时都不善于
表达。”支教团成员姚嘉欣说，
走进他们内心， 陪伴他们成

长， 哪怕只有一点点帮助，都
很值得。

通过家访进行深入了解
后，支教团对症下药，重点开设
了心理健康和亲子课。 第一次
心理课上， 支教老师自编自演
了一个情景剧， 设计了孩子们
在儿童期、 成长期和父母之间
比较容易出现的问题。 形象的
表演，让孩子们产生了共鸣。

支教团还邀请家长和孩子
一起上亲子课，有的是父母来，
有的是爷爷奶奶来， 都来不了
的， 支教团老师就陪着孩子一
起上课。 课堂上，老师教同学们
学会了用手语表达“我爱你”，
帮助亲子之间迈出情感表达的
第一步。 他们还以孩子的口吻
写了一封给父母的信， 配乐朗
读出来时，很多孩子都哭了。

为了更好地引导和帮助
孩子成长， 新苗支教团实行

“导师制”。 每次夏令营中，一
个老师负责多名学生的学习
和心理状况。“导师制”不只在
半个月的支教期间有效，支教
团成员会成为孩子们可以长
期联络的远方朋友。

每次前往贝尔苏木的，不
仅有新苗支教团的支教老师，
还有东北师范大学传媒科学
学院的摄影团队。在东北师范
大学团委的支持下，他们拍摄
了支教题材纪录片《诗和远方
的青春》， 记录下新苗支教团
和孩子们相处的点滴和彼此
的成长。

一直牵挂的远方

每年暑期， 会有 10 多名
支教老师来到贝尔苏木，几个
核心成员每次都会参与贝尔
苏木的支教活动，他们往往成
为当地孩子暑期最盼望见到
的人。

得知支教老师快到时，孩
子们会早早来到支教团驻地，
等着帮老师搬行李。每次支教
团离开时，年龄大些的孩子甚
至会骑着摩托车追着送行。

孩子们不善言辞，但情感
很丰富。 看到支教老师辛苦，
下课会冲上去抱住老师，或者
给老师递上一个棒棒糖，也会
为老师偷偷准备离别礼物。

“每一次去，都能看到孩
子们明显的进步。 ”姚嘉欣说。
她负责的学生那木萨来苏荣
这几年越来越开朗，上课积极
回答问题，还主动报名要当闭
营文艺汇演的主持人。

哈拉木吉也让姚嘉欣十分
惊喜。第一次去支教时，这个小
姑娘都没跟她说过话。临别时，
姚嘉欣和她说再见， 小姑娘也
没有回应。 第二年暑期再去支
教时， 哈拉木吉会主动找她学
电子琴、吉他和非洲鼓，还在文
艺汇演上表演了舞蹈。

贝尔苏木对那日苏而言，
有着熟悉的家乡味道 。 2006
年，那日苏作为蒙古族考生考
入东北师范大学，现在已是东
北师大的博士生。看到贝尔苏
木的孩子们，让他想到了儿时
的自己。

和他的家乡科尔沁草原
一样，夜晚的贝尔苏木能看到
星空，听到狗、牛和马的叫声。
睡不着时，他会想这些参加夏
令营的孩子，有多少会走出草
原，以后反哺家乡。

第一次从贝尔苏木回到
东北师大后，新苗支教团就联
合长春当地媒体，共同建立了
爱心救助微信群。救助群里有
支教团成员和社会各界爱心
人士， 大家每个月自愿捐款，
善款用于资助贝尔苏木家庭
贫困的孩子。

奥运是被资助的孩子之
一。 他每个月会收到 1000 元
捐款，用作生活费和课外辅导
费。龙安靖还经常跟奥运的班
主任沟通，了解他的状况。

这两年，有些孩子进入青
春期，加上在外寄宿，没有家
长及时监护，出现了一些心理
问题。龙安靖和姚嘉欣就建了
一个沟通微信群，随时关心孩
子们的心理状况。 平时，那日
苏也经常收到家长们的信息，
咨询如何教育孩子。

贝尔苏木的孩子们，早已
成为新苗支教团一直牵挂的
远方。 （据 《中国青年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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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生于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蒙
古族男孩奥运有了这个响亮的名字。但

奥运的童年并不快乐，父母常年不在身边，他 8
岁时还尿床，小学留级两次，经常被同学笑话。

奥运的家乡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巴尔虎
右旗的贝尔苏木，是蒙古族聚居区，地广人稀，有
一望无际的草原。 在这里，有不少孩子和奥运一
样，由于父母外出打工或离异，成为留守儿童或
从小寄宿。

每年暑期，东北师范大学新苗支教团都会前
往贝尔苏木， 为草原上的孩子们举办夏令营，和
他们共处半个月。 近 5 年来，这个公益支教团一
直在探索短期支教的有效模式，奥运也成了支教
团的重点呵护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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