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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基层一线、到老区、到故里，到令
青年学生情感脉搏跳动不已的地方去。
今年，上海交通大学开展“行万里路，知
中国情”暑期活动，共派出 809 支团队
分赴全国各地以及部分境外国家和地
区，开展不同形式的实践活动。

他们有的到全国连片深度贫困地
区的四川省凉山州，将医疗、教育、艾滋
病防治等内容带给当地人；有的则以博
士生为主，奔赴山东栖霞、安徽滁州、云
南大理等地，以自主立项或承接课题的
形式开展专题实践活动。

其中，上海交大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组建了“显微知著”社会实践团，带
着与化学化工学院开展合作后新升级
的“显微知著 lab”2.0 版本，前往宁夏
西吉县偏城中学。

新模式首先升级了教学形式，利

用投影仪、幕布、音响等多媒体设备搭
建了现代化多媒体教学实验室。其次，
从线上与线下两个维度完善课程体
系，团队成员可以一边指导当地老师
和学生开展生物学实验，一边“遥控”
夏令营同学开展微生物培养皿作画，
参加第三届全国微生物培养皿作画艺
术大赛。此外，团队还以教育调研为中
心，分析当地教育教学实际问题并提
出建议参考，探究“显微知著 lab”支教
模式的可推广性、可持续性。

除了宁夏山区学校，一部分志愿者
还前往新疆自治区的塔瓦库勒乡巴克
墩小学进行支教活动。志愿者希望通过
深入的实践，亲身体验汇聚祖国之力心
往一块儿想、劲儿往一处使的生动场
景；感受援疆干部、新疆各族干部艰苦
耕耘、默默奉献的精神，以及干部群众
思想上的共鸣、文化上的认同和情感上
的交融。

7 月 20 日，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
西吉县吉强镇杨河小学，与华东师范大学
孟宪承书院共同成立了“大学生社会实践
基地”。这意味着这座宁夏人口第一大县
成为孟宪承书院“载阳照月”学子返乡支
教宁夏组的主要工作站点。

“载阳照月”学子返乡支教实践项目
由热心人士胡宏昌先生资助，受华东师范
大学基金会支持，以“振兴乡村·反哺社
会”为主题，定期定点为教育“软资源”匮
乏的乡镇小学量身提供的成长夏令营。

2017 级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张璇是
此次宁夏小组负责人，说起这次活动，她
在疲惫中难掩兴奋之情：“我是宁夏银川
人，也是第一次到条件艰苦的地方支教。
在这里，我们深刻感受到了地区教育的巨
大差异和当地孩子对知识的渴望，也更加
深刻地明白了作为一名国家师范生和青
年学生，在教育扶贫和社会发展上所能做

的贡献。‘年轻’不应该成为我们暑期‘宅’
在家的理由。”

宁夏组只是“载阳照月”众多项目的一
个缩影。在这个夏天，孟宪承书院共派出 10
支载阳小分队，近百位师范生奔赴内蒙古、
青海、甘肃、山西、福建、云南、重庆、江西、
宁夏、浙江等 10 地开展支教活动。

重庆组的同学们今年来到重庆市奉
节县兴隆第一小学开展支教课程，为学生
带去了安全教育、榜样课堂、成长规划、诗
海拾贝、科学之旅、趣味科普等有趣的课
程。而对口支教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
汉旗新惠镇第六小学的内蒙古组则在此
基础上，以“沪内蒙古文化体验”为主线，
融入众多蒙古族特色元素和题材。

华东师范大学光华书院的大学生志
愿者们前往黔东南州黄平县谷陇镇凤山
村大坪小学，围绕教育扶贫和苗族文化
调研开展了一系列工作。

此次实践队队长杨婷已经是第二次
来到这里支教。她曾在大坪小学就读了整
整 6 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光华书院后，
她始终心系母校和家乡教育事业的发展，
并在 2018 年暑假第一次带队回母校支
教。杨婷希望以她的亲身经历，勉励更多
村里的孩子从小勤奋学习、立志发奋、走
出大山，学成归来后再建设家乡。

在本次“梦在‘黔’方”暑期社会实践
的支教项目中，实践队员们开设了语文、
数学、英语、科学（物理 + 化学）、自然（生
物 + 地理）、历史、思想品德、心理、美术、
手工、书法、体育、音乐等 13 门基础课程，
以及演讲、象棋、健美操、国画等四门兴趣
课和一场“梦在前方”励志主题班会，并与
学校教师进行访谈，了解了乡村小学的教
学现状以及当下面临的教育难题，共同探
讨解决办法。

大坪小学五年级学生杨桃表示，
“我会一直记得你们，希望以后能够像
你们一样考一个好大学，让我家和我们
的家乡变得更好”。实践队成员甘志扬
说：“原先以为老师很轻松，没想到教育
理论如此重要，这些都是在不断实验和
实践中得出的，而且不同地方的各种因
素千差万别，处处都是学问。”

每一年都有一批又
一批的学子在暑期离开
学校，奔赴祖国偏远地
区支教。他们用自己所
学为当地孩子带来新知
识，开阔孩子们的视野，
关心他们的学习，也关
注他们的生活。越来越
多的孩子也因此认识了
村庄外的世界，并走上
知识改变命运、改变家
乡之路。

华东师范大学

走，返乡去支教
姻本报记者黄辛袁一雪通讯员杨婷

华东师范大学

上课铃响起的前五分钟，大连理
工大学第二十届研究生支教团成员赵
新伟走进了青海省化隆县第二中学高
一某班的教室。第一次参加支教的他
就承担了高一年级两个班级的英语教
学任务，这令他压力倍增。

为了激发学生的英语兴趣，赵新伟
每天早上 7 点带着学生在操场上背英
语单词，设立奖励制度，激发学生学习
热情；在课堂上，给学生播放英语歌曲
和视频，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在
批改作业时，认真且耐心地修改每一位
学生出现的错误。由于他的不懈努力和
付出，两个班的英语平均成绩提高了 15
分。这也正是支教团成员最欣慰、最有
成就感的地方。

在距离青海省 2000 公里的云南
省，云南分团的赵东元正担任龙陵县第
一中学高中理科重点班的班主任工作，
并承担着物理学科的教学任务。非师范
类专业毕业的赵东元没有做老师和带
学生的经验，加上对本地方言的不习
惯，与大家的交流成了难题。

好在学校的老师们给了赵东元莫
大的帮助，在课余时间耐心地为他介绍
学生情况，讲解教学方法。赵东元并不
满足于此，不上课的时候，他总是趴在窗
外听有经验的教师讲课。就这样，他积累
了教学经验，并在教学中加入一些新鲜
的事物，让学生们在互动中学习。

在支教工作中，大连理工大学支
教团不仅关注学生成绩，还关心学生
的心灵成长。他们将大连理工大学的

优秀学生与当地学校的学生结成对
子，通过信件的方式鼓励学生努力学
习、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同时，在支
教学校的班级墙报开辟“行走”专栏，
通过网络号召身边好友邮寄来世界各
地的明信片，拓宽学生的视野。

除了人力支持，支教团还提供了
不少物力支持。例如，志愿者发现龙陵
县腊勐镇中岭岗小学的学生没有统一
校服，便牵线联系了校服生产厂家以
优惠价格提供定制校服，并在腾讯公
益平台上发起募捐，将所募善款用于
购置校服、发放奖学金以及购买图书，
为六个年级前三名学生发放奖学金共
1800 元，为全校学生提供校服 125
套、图书 90 册。

支教团还于 2010 年发起了“玉兰
千寻”物资捐赠活动、“碧海—雪山”扶
贫助学项目，通过社会化动员，寻找圆
梦人，募集爱心物资帮扶当地留守儿童
以及学校。十年来，他们累计发放的文
具、棉服、棉鞋、书本等各类物资估值达
100 万元以上，发放奖助学金 50 余万
元。

今年 7 月 1 日，李克强总理到大
连理工大学视察工作，对研究生支教
团成员说：“支教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儿，你们要克服很多困难，我相信你们
会做好。”带着总理的嘱托，大连理工
大学第二十一届研究生支教团业已踏
上支教路。他们将青春奉献祖国，一年
奉献成就一生信仰，与西部学子一同
圆梦，携手书写人生华章。

大连理工大学

为了总理的嘱托
姻本报通讯员周学飞记者袁一雪

大连理工大学

8 月 4 日，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
头山镇龙井小学迎来了 22 名来自中国
石油大学（华东）的志愿者。

他们以夏令营的形式开展支教
活动，将参加活动的孩子按照年龄
分为三个营。一营的小朋友在志愿
者的带领下，走过叮咚岛、冒险丛林
等童话地点，进行奇幻漂流；二营的
小朋友们则在志愿者的带领下，画
出自己的生活态，认识独一无二的
自己；在三营，志愿者教导孩子不再
做缄默的独角兽，将自己的情绪和
感受大声说出来。

即将跨入四年级的徐云凤是一个
十分害羞的孩子，听话懂事，但由于家
庭原因，她的内心深处或多或少有一
些自卑感。支教初期，徐云凤不敢参与
到与志愿者的互动环节中，也不愿和
别人沟通，在上课时只是默默地趴在
桌子上不出声。但是她很爱笑，渐渐
地，经过志愿者的引导，她开始向志愿
者和其他小朋友敞开心扉，上课也会
积极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她交了好
多之前不认识的好朋友。

二营营长刘晓辰亲眼目睹了徐云
凤的变化，她感慨道：“还没到这里支教
的时候，一度怀疑自己来到这里的意义
是什么、自己究竟能给孩子们带来什
么。但是我现在抛开了所有的顾虑，我
带给这些山区留守儿童最重要的就是
陪伴。在我们的引领下，他们会成长，会
向好的方向发展，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
最大的意义。”

为了让孩子们了解健康知识，志
愿者们从学校带来了显微镜，告诉小
朋友们如何防范细菌的入侵；为了增
强孩子们的法律意识，来自法学系的
志愿者将模拟法庭搬进课堂；为了帮
助孩子们建立正确的两性观念，志愿
者们还精心设计了性教育启蒙课程，
为孩子们讲述生命的起源以及如何掌
控自己的身体……

“捧着一颗心来，不带一棵草去”，
这是云南望曦队的座右铭。这是一项
默默无闻的事业，这是一场潜移默化
的成长。他们来到这里，助力教育，倾
尽所能，与孩子们携手同行，共同描绘
平静又不平凡的故事。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一场潜移默化的成长
姻本报通讯员蒋晨巨新丰记者袁一雪

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知心姐姐回来啦！”
暑假开始不久，河南省三门峡市卢氏

县东明镇第一小学的孩子们迎来了盼望
已久的“知心姐姐”们———来自扬州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的 7 位乡村定向师范生。

“知心姐姐陪伴计划”是由扬州大学教
育科学学院与卢氏县教体局联合实施的一
项关爱留守儿童的公益项目，也是校地之
间开展乡村学校德育深度合作的一部分。

“我们毕业后，将定向分配到乡村做
教师。提前熟悉乡村教育的现状和难点，
可以让我们早一点儿进入教师角色。”团
队成员李俊楠说，团队里的 7 位师范生分
别来自学前教育和小学教育专业，她们组
成课题组，以“服务乡村，助力德育”为理
念，今年暑假，也是她们第三次来到这里
进行实地调研与实践教学。

课题组的同学们运用定性和定量相

结合的办法，对卢氏县的德育教育改革进
行了近距离的实证研究，同时积极参与德
育教学实践，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国传统文化和特色乡土文化融入到德育
校本课程的开发，先后与卢氏县实验小
学、东明一小和庙上小学合作开发出《传
统文化中的中国精神》《乡土文化中的中
国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中国
精神》等校本教材，指导孩子们创建了话
剧社、吟诵社，以历史故事为背景，通过对
话、排练和巡演，生动有趣地传递出社会
主义价值观的核心要义，展现传统文化的
内涵与魅力，传承特色乡土文化底蕴，开
展价值引领。

今年暑假，团队同学还在教学活动中
设计了绘画、传统音乐、中华传统武术等
一系列有乡愁特色的德育课程。“陪伴是
最好的教育”，7 位师范生分别与留守儿

童结对，通过谈心谈话、团队心理辅导、户
外拓展等形式，倾听心声，答疑解惑，陪伴
孩子们成长。

此外，团队还和当地小学合作开设“守
望德育讲堂”，对留守儿童家长进行家庭德
育知识培训和指导。大学和小学的老师们
还建立了“守望德育家长群”，共同探讨家
庭德育问题。讲堂帮助孩子、家长认识到平
时教育中存在的问题，通过与教师的交流，
更加深了对家庭教育方式和艺术的理解。
二年级学生杨嘉的妈妈说：“之前我总觉得
走不进孩子的心里，听完讲座，我以后遇事
不会打骂孩子，要多和他沟通……”

收获的不仅是学生和家长，团队同学
也深感受益匪浅。“乡村少年的天真与质
朴，加深了我对乡村教育的感情，也坚定
了我毕业后做一名乡村教师的信念。”团
队成员卢心忱说。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教育
扶贫要坚持德育先行。”课题组指导老师、
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师何桂宏说，

“师范生同学以专业所长，助力贫困地区
的德育改革与实践，这对他们坚定扎根乡
村教育的信念、提高专业素养、保持师者
情怀，都很有好处。”

扬州大学

定向师范生的乡村德育扶贫之旅
姻本报通讯员吴锡平记者王之康

扬州大学

在甘肃省宕昌县 13 岁的张欣眼里，
“开门见山”是人生的日常情景，生活在
大山深处的她之前从未走出过家乡一步。
这个暑假，一群来自天津的青年从遥远的
海边带来了她从没见过的海星、贝壳，还
有关于宇宙万物、海洋科学的书。从打开
崭新书页的那一刻，她开始认真思考一个
问题：自己未来的路应该怎么走？

张欣所在的宕昌县官亭九年制学校建
在一个山坳里，共有学生 500 多人。在这里
上学的孩子们父母多数以打工或者从事农
业生产为生。毕业之后，外出打工或者读一

所技术学校再外出打工，成为多数学生的
选择。参加高考、上大学对于这些孩子来
说，是一个相对“奢侈”的梦。

今年，天津大学首次开展“留筑”梦想
暑期夏令营支教实践，实践队员带着自己
采集制作的标本、书籍、显微镜给孩子们
上起了科普课。课上，新奇有趣的科学知
识深深吸引了孩子们的注意力。就连平
时最调皮的“捣蛋鬼”都把脸凑到了显微
镜前认真观看。“我想和他们一样优秀”
的想法在孩子心田里发了芽。

在宕昌一中支教一年的研究生赵丹
宁和牟彤，为了开拓学生眼界，把在国外
交流学习的经历与学生分享。“哇，原来
大学还能这样上？”孩子们想都想不到，
教育竟有如此巨大的力量，可以让人变得
那么不平凡。

面对脸庞黝黑、眼神热切的学生们，

同是从大山里走出的实践队队员马千里
心里五味杂陈。他是从宁夏自治区的中卫
市中宁县走出的孩子，如今以天津大学学
生的身份站在讲台上。他希望用自己的经
历告诉这些孩子们，贫困并非不能改变，
只要敢于坚持、勇于拼搏，命运就掌握在
自己手中。

除了学生，天津大学的青年教师也是
支教的主力。“这个暑假，我们共有 20 多
支实践队赴宕昌。很多参与支教的学生和
老师来了不止一次。这种支教的形式会长
期存在，学生和老师会不断地交替，来传
递‘教育扶贫’的接力棒。”据天津大学建
筑学院支教教师王鹤介绍，他们回去后，
第二批教师讲团马上就到。如何抓紧有限
的时间，通过精准的教学设计实现教育效
果的最大化，每位参与支教的教师都在备
课时进行了这样的思考和准备。

王鹤认为，要先利用有趣的知识让学
生们产生兴趣，然后以家乡甘肃的悠久历
史让学生产生共鸣，为自己的家乡骄傲，
克服不自信的障碍。扶贫先扶志。教育是
拔掉“穷根”、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力

“武器”。如果这一代的青年没有“知识改
变命运”的勇气，脱贫就很难在真正意义
上得以实现。

天津大学

帮山里孩子打开通往世界的“梦想之窗”
姻本报通讯员津云段玮 记者袁一雪

天津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小我融入大我，青春献给祖国
姻本报记者黄辛袁一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