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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撒知识种子，传递爱心与正能量，用教育改变孩子们的未来———

支教，青春之光在乡村闪亮

彭涛：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 ，做一

件终身难忘的事情”

迎面而来的一声声“涛哥”
此起彼伏， 听到最少的反而是
“彭老师”。 支教的第八个月，云
南省曲靖市会泽县会泽一中文
渊中学教师彭涛已与学生打成
了一片。

“上完第一节课，浑身全是
汗。 ”2022 年 8 月 15 日，彭涛作
为云南大学第二十四届研究生
支教团成员来到会泽县，在会泽
一中文渊中学教数学。 不是师范
生，没有教学经验，眼瞅着课堂
上打瞌睡、 走神的学生越来越
多，彭涛有些慌神。

从学生到老师，身份转换后
的彭涛知道自己必须解决难题。
于是，不少数学组老师课堂的角
落，多了彭涛的身影；彭涛的课
堂上， 也会有老师组团来听课。

“不关注学生是否听懂”“基础知
识不扎实”“声音太小”……刚开
始，彭涛听到不少问题反馈。 先
是跟老教师“照搬照抄”，原模原
样地把上课的话术、 知识点、时
间安排“重演”一遍；又在课下跟
孩子们交流关注点，去其他科目
优秀老师课堂上学习怎么把课
程讲得有意思……如今，彭涛课
堂“抬头率”很高。 第一次月考，
彭涛带的班级成绩挺亮眼。

彭涛从小在山里长大， 上学
的路是需要步行 40 多分钟的泥
巴路，一到下雨天，几乎全身都是
泥巴，经常要做完农活再去上学。
当地小学的老师也很少， 只有语
文和数学老师， 青年教师力量更
是微薄。“上了大学后，我才发现
原来外面的世界这么丰富多彩。
我认识了许多研究生支教团的学
长学姐， 他们教孩子们音乐、美
术、踢球等等，听着他们的故事，
我就想， 要是自己小时候也能认
识这样的哥哥姐姐就好了。 ”

抱着要去帮助和自己小时
候一样的孩子们的想法，彭涛报
名参加了研究生支教团。“我心
底里很清楚，支教可能并不会给
孩子们带来多少额外的知识，但
我可以让他们知道大学生活是
什么样子，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
彩，拓宽孩子们的视野能给他们
带来更多的收获。 ”彭涛说。

除了教学， 彭涛还是孩子们
的快递小哥。 由于学校是寄宿制
学校，学生们平时无法出校，大家
就经常把快递的收件人写成彭
涛， 让他在校外帮忙取快递。 于
是，隔三差五，教室里就会看到彭

涛抱着一堆快递被学生们围在中
间。彭涛直言，那个慢慢被学生接
受的过程，“特别享受”。

不过最让彭涛在意的，依然
是教学。 有次晚自习，一位因为
阑尾炎缺课两周的学生找到彭
涛，害羞地问彭涛可否给自己补
习，彭涛满口答应了下来。 于是，
彭涛单独给这位学生讲授知识
点、监督背公式、布置题目批改，
在彭涛的帮助下，孩子成绩不仅
没因为生病落下，反而在期末考
试中得到了很大提升。

前不久， 因为有老师休产假，
彭涛被调到初中部教初一数学。离
开原班级那天，彭涛简单通知学生
们要换老师后，立刻转身离开了教
室。 彭涛告诉记者，尽管相处时间
不算长， 但对自己的第一批学生，
有着不一样的感情：“本想好好道
别来着，但考虑了很久，还是觉得
算了，我怕控制不住自己，泪洒课
堂。 支教快结束时，再给孩子们备
好礼物正式道别吧！ ”

地处乌蒙山腹地的会泽多
山，教学之余，彭涛喜欢和支教
团的同伴们一起爬山，登高望远
时，几人也会交流读研之后的打
算。 彭涛说，小时候，自己梦想走
出大山；一年支教，让自己又回
到了大山； 和孩子们相处一年，
自己未来多了几分扎根大山的
打算。“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
件终身难忘的事情。 以前当老师
是备选项，现在是优先项！ ”

陈珍：
“孩子们多一分帮助 ，就多

一分走出大山的可能”

戴着眼镜，扎着马尾，手拿
一个笔记本，走在校园里，要不
是学生们热情打招呼，没人相信
眼前这个 20 岁出头的小姑娘竟
是一名支教老师。

她叫陈珍，是贵州大学第二
十四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员。 去
年 7 月下旬， 她背着教学材料，
带上几件换洗衣服，跟同学组成
5 人小分队来到黔东南苗族侗族
自治州锦屏县第四中学，开展为
期一年的支教志愿服务。 别看她
刚刚本科毕业， 大学 4 年间已 3
次带队下乡开展暑期支教调研
等志愿服务活动，参加过大小志
愿服务活动 40 余项， 志愿服务
时长超 900 小时。

“支教是我最喜欢的事业，见
到这些孩子， 总能想起以前的自
己，更想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们。 ”
陈珍的家境并不宽裕， 父母都是
普普通通的农民，从上初中起，他

们时常为一个月几百块的生活费
担心。后来陈珍考上高中，经过层
层筛选， 获得了人生第一笔社会
资助， 第一年的学费由此解决。
“爱心人士一直叮嘱我要好好学
习，将来做个有用的人，努力回馈
社会。 ”2022年 7月，凭借学习和
志愿服务的优异表现， 陈珍被保
研到贵州大学企业管理专业，她
说，“先完成一年的支教服务，再
回大学继续读书。 ”

锦屏县第四中学是 2018 年
成立的寄宿制学校，覆盖 6 个乡
镇，共有 2000 余名学生。 刚到学
校，陈珍被安排带 7 年级 3 个班
的道德与法治课，同时兼任 9 年
级一个班的班主任助理。

研习教案、查阅资料、上网
学习……起初，陈珍每天至少花
两个小时备课、做 PPT，课前还
有课代表协助，没觉得有太多压
力，似乎可以胜任。 直到第一次
公开课互评，改变了她的认识。

“当时的课程主题是‘走近
老师’，专门设有互动环节，一个
学生模仿老师， 其他学生来猜，
还提前在另外两个班讲过，当时
课堂效果蛮不错。 ”公开课上，可
能因为十几位老师参与听课，学
生们特别紧张，陈珍引以为傲的
模仿秀， 竟只有一个学生配合，
结果 40 分钟的课程只进行了半
个小时，只能让学生们做练习题
才勉强撑到下课。

“要注意课堂时间的整体把
握，循序渐进”“每堂课都要有备
选方案，及时应对突发情况”“得
拿出实招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实
现课堂良性互动”……

当天的互评会，陈珍做了大
量笔记，生怕漏掉一条建议，“做
好支教， 仅有奉献和责任还不
够， 要以教师的标准要求自己，
精心打磨每一堂课，不辜负每一
个学生。 ”

白天上课，晚上备课，陈珍
把时间安排得很满。 后来的期中
考试，她带的 3 个班平均成绩挤
入前列。 可没高兴多久，学生们
又松了弦。

“可能是过了新鲜劲，一些
学生上课开始不积极，还有十几
个干脆不交作业，心态有点崩。 ”
陈珍四处求教，逐渐萌生家访的
念头，“只有了解学生，努力变成
他们需要的人，才有可能被真正
认可、接纳。 ”

开车两三个小时，再走半个
多小时山路，这样的家访，渐渐
成为陈珍的日常。

“大部分是留守儿童，还有
一些是单亲家庭，生活很不易。 ”
支教期间，以前的爱心人士再次
找到陈珍，想资助她 1 万元。 经
过沟通和争取，陈珍将资助对象
换成四中的 10 名学生， 结合家
访和成绩，最终确定名单。

前段时间，资助资金一次性
发放到学生手中，陈珍接到不少
家长电话，言语间是道不尽的感
谢。 为尽可能帮助学生，她还主
动对接母校， 争取到上千册图
书。“孩子们多一分帮助，就多一
分走出大山的可能。 ”陈珍说。

全身心，全天候，一门心思
为了学生， 陈珍笑言累并快乐
着。 与此同时，陈珍还在老家黔
东南州镇远县成立大学生春晖
社，号召大家参与支教、护河等
义务活动，积极反哺家乡，做一
个不负时代的追梦人。

徐欢：
“除了授课 ，改变孩子的思

维和行为习惯意义更大”

走进重庆市涪陵区义和街道
初级中学， 支教教师徐欢一边准
备课件，一边回答记者的提问。

为破解不均等教育难题，涪
陵区探索出了一条集团化办学
特色之路，开展城区教师“走教、
支教”活动。 一批批龙头学校的
支教老师走进了农村中学，来自
涪陵十四中的年轻教师徐欢就
是其中之一。

学生基础差、教学任务繁重
是摆在徐欢面前的首道难关。

“第一次月考，全班大多不及格。
我是新老师，学生们上课也不听
讲。 ”徐欢叹了口气。 为此，徐欢
想了不少办法。

学生畏惧文言文的晦涩难
懂，缺乏上课的热情，徐欢就把课
文跟流行文化结合起来， 用孩子
们喜欢的语言教课，“对孩子们喜
欢的东西如数家珍， 才能更好地
让他们理解课本内容。 ”渐渐地，
考试不及格的学生成绩稳步上升
了；曾经一口方言的孩子，可以大
方地用普通话交流了； 不愿参与
班级活动的学生， 能画出好看的
黑板报了；曾经羞涩内向的学生，
变得生动活泼了……

业余时间，徐欢喜欢和孩子
们扎堆———打乒乓、 聊球星、分
享自己学生时代的趣事，为他们
量身编排舞台剧、舞蹈、朗诵节
目……时间长了，学生们与徐欢
越来越亲。

“刚来的半年，每天都很焦
虑，怀疑自己能不能干好。 ”徐欢
说，“最让我棘手的不是孩子，是
家长。 ”

学生小文生活在单亲家庭，
奶奶身患癌症病卧家中，经济来
源主要靠父亲在外务工，家庭负
担较重。 父亲认为读书费钱又无
用，不如打工。

“为什么不想读书了？ ”一次
谈心会上， 注意到小文情绪低
落，徐欢低声询问。

“爸爸说读了大学也不一定
有出息，不如早点出去赚钱。 ”小
文啜泣。

父亲的想法像一根绳子，紧
紧地缠住了小文的内心，使他无
法潜心学习。 徐欢看在眼里，急
在心里。 怎么办？ 在晚上批改完
作业后，徐欢打着手电筒走上了
乡间小道，不顾山高路远，一遍
遍去家访，不厌其烦地做家长的
工作； 知道小文家庭条件困难，
她自掏腰包买各种生活用品和
学习用具……

后来， 小文的父亲看到孩子
性格上的改变和成绩上的进步，
主动给徐老师发了一条消息：“谢
谢徐老师，人还是得多读书！ ”

皮肤黑了、人更瘦了，徐欢
却觉得这一切都值得。“让乡村
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接受较好
的教育，是每一位支教老师的初
心。 ”徐欢说。

“除了授课，改变孩子的思维
和行为习惯意义更大。孩子是一张
白纸，我想尽力帮助每个孩子找到
自己最适当的位置，陪着他们快乐
地走过一段重要时光，让他们以后
有勇气去追求更丰富的人生。 ”徐
欢用自己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影
响着乡村里的孩子们。

“一个人的优秀或许可以改
变一个班级， 一群优秀的教师才
能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 ”义和街
道初级中学执行校长张斌说，随
着一批批支教老师的到来， 学校
教学质量大幅提升， 现在已由当
年学生总数不足 100 人的乡镇中
学， 蝶变为一所在校学生 900 多
人的优质中学。 （据《人民日报》）

有这样一群年轻人，他们投身支教项目，在乡村孩
子们快乐童年和美好未来之间，用青春和热血，

架起了一座美丽的桥梁，用教育改变乡村孩子们的未来。
那些曾经羞涩、迷茫的孩子，在他们的陪伴下，变得对自
己充满信心，对未来充满希望。 他们育人，也遇见了更好
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