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愿望与礼物

5月24日， 驻村结束后， 支教团的谷老师准备离开二年级的马福宁家。 马福宁依依不舍， 手里还拿着老师带来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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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支教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第十届研究生支教团共10人， 其中我们5人被分配到新民乡九年制学校。 听曾支教的学长说， 这里是泾源县

规模较大的学校， 有教师41人学生600余人， 基础设施也不错。 (2012年8月28日)
开学的早晨下着雨， 孩子兜里插着新领到的课本， 在校园里打扫卫生。 学生们对我们投来好奇的目光。 我曾以为自己要到一个

环境恶劣， 危楼土房的地方。 而当我看到柏油路和宽敞的校舍， 小摊上的玩具零食， 听到广播里 《最炫民族风》， 我觉得这一年并
不难熬了。 忽略宿舍的潮湿阴冷， 享受宽带上网时我还以为自己仍置身大学。 (2012年9月3日)

经过一下午不懈的努力和辛苦的劳动，我们终于把毛坯房改造成能住人的宿舍了。(2012年8月31日)
下午去最喜爱的小山丘上散步，碰上一个17岁的聋哑少年带着他的狗，后来得知，是小儿麻痹后遗症造成他行动和发声的问题。他

讲话时的神态，总不免想到《丰乳肥臀》中的孙哑巴。一人一狗，日子就这么一天天飞驰过去。(2012年11月8日)
每周最幸福的事莫过于周五进城打球了，这里真便宜，5元一人随便打！我貌似可以在这个县城独孤求败了。(2012年11月10日)
一骑绝尘：虽说山沟里蓝天绿水环境宜人，可PM2.5并不低，巡山一趟回来鼻子总是脏脏的。这种情况在身边有车辆呼啸而过之后

更甚。(5月21日)

拍摄全校孩子的愿望，通过微博发起“你的梦 我来圆”活动帮他们征集礼物。
看到所有人都写好了自己的愿望，我说大家举起来让我看一眼吧。一句无心之言，我却感受到了娃们的期待。(4月10日)
每个人儿时都有一个梦，什么时候梦想能够实现呢？ 现在我们长大了，何不让我们充当一道光，让孩子们的梦想照进现实。活动开

始，爱心接力！谢谢大家！(5月8日)
作为支教老师，我更愿意把自己看做是山里孩子了解外边世界的窗口。(5月16日)
今天算了算，已经分发了近130个礼物了，还有三分之二，让礼物来的更猛烈些吧！(5月27日)
玩具总动员：如今学校里有了数量可观的遥控车和遥控飞机，教会孩子们操作这些新奇玩意，直升机定点起飞过障，遥控车跑圈计

时赛……(5月29日)
一个月内征集了近三万元的礼物，孩子们总以看圣诞老人的目光注视我。发礼物时听到他们惊叹和欢呼，我发觉自己的照片传递

了能量。我相信这个“六一”节会让我和孩子们都彼此难忘。(6月8日)
还有4天支教就要结束了，这几天忙着写支教总结和鉴定表，我的内心充满了对新民的留恋和不舍，我尽可能多地在校园中漫步，

珍惜和孩子们相处的时光。这可能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以后就再难寻回这最纯粹的感受了。 (6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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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正式上岗的日子， 可以过一个名正言顺的教师节了。 没有培训， 校长只是一句： 大学读过了， 教小学生不成问题吧！
我努力模仿着小学老师的样子， 第一次走向讲台。 耳闻山里的孩子调皮， 准备第一堂课给他们个下马威， 但看着他们灿烂的笑容却
难狠下心教训。

我们拿到了教师节福利———两包铁观音茶叶，一时还挺不适应角色的转变。看到微博上讨论教师节是否该送礼的问题，我问在学
校教书近六年的禹老师有没有家长会送东西，他笑着摇摇头。(2012年9月10日)

当老师一个月了，我们基本适应了这里的节奏。在大学里，大家都是不折不扣的“夜行动物”，动辄一两点睡觉，但这里却没有
任何夜生活可言，下午5点吃晚饭，10点后就无人活动了。早上七点赶在学生早读前我们就要洗漱收拾完毕。几位支教团员基本上
一周要排16节课，因为这里缺教音乐、美术和信息课的老师，这些课程只好由“见多识广”的我们包办了。

这一周我忙得够呛———六年级的数学课老师因为调岗离开了学校， 本来只负责语文课的我主动担负了两科的教学任务， 同时教
两门主课的压力大呀。 只是孩子们的基础太差， 六年级的学生还因为乘除法和组词造句伤脑筋， 我们不可能在一年时间内让现状发
生质的变化， 只能耐心地去教给他们尽可能多的知识， 拓宽他们的视野。(2012年10月18日)

原来一直不太明白咋带孩儿们上体育课， 是陪他们打球还是练队列还是教他们运动知识， 后来找到窍门， 那就是———自由活

动。 (2012年11月6日)
他们的课上：潘大主播的旅游地理课的讨论环节，可把这帮没出过远门的娃给难为坏了。(3月30日)
孩子们快期末考试了，但他们却并不太关心成绩，依旧奔跑在操场上。(6月18日)

二年级学生马燕下课后去找在锅炉房工作的爷爷， 爷爷
的手搭在她的肩膀上。

� 信息课上，支教团的马老师向五年级的学生们展示iPad，
学生们好奇的看着。

支教团的老师

走进教学楼准备回

宿舍， 由于教学楼
抗震加固工程还未

竣工， 大家只能住
在毛坯房里。

到学生家住下体会一把乡村生活。 驻村的地方叫石沟阳洼， 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村
庄， 村中的年轻人多数已经搬迁到外地， 只剩下七户人家在此居住。

第一天： 头一次睡土炕， 老乡的热情驱走了寒冷。 晚上还有屋顶的大白耗子作伴。
第二天： 仰望星空， 仰得我脖子都疼了。 放空大脑， 呼吸一大口， 好冷。
第三天： 学会了劈柴。 在初学者的干劲下， 把老乡家的柴都劈好了。 下次学放牛。
第四天： 这几天一直在从未有过的饥饿中度过， 体验贫穷需要勇气。
第五天： 电话是维系这些留守的娃和父母感情的方式。
第六天：今天拍了难度最大的照片，全村人一起拍一张。孩子和老人相依为命，十年

后，这个村庄怕就只留在居民的记忆中了。
第七天： 要回乡里咯！ 作为城市里长大的孩子体会不够乡野间撒丫子的疯狂， 驻村

是一件肉体上辛苦， 但精神上快乐的事情。 在老乡家中一天只能吃上两顿白水面条， 几
天下来瘦了7斤。 我一度很纳闷下盘还算稳当的自己为什么总是摔跤， 同行的谷老师说
那是因为饿的脚跟发软。 这几天， 我习惯了满身土腥气， 炕上爬蜘蛛， 也习惯了早晨放
牛， 下午劈柴， 晚上看星空， 当然更习惯了这里民风淳朴， 开门见青山， 抬头即碧空， 脚下淌溪流———融入了。

有感：支教8个月，对农村题材兴趣越来越浓厚。从我的视角看农村总有无法读懂的地方。农民太辛苦！(3月13日~3月19日)

石沟阳洼的夜空，这明亮的窗户，也
许即将消失。

全村住户的合影。

学生们在纸上

写下自己的“六一”
愿望。现在，这些愿
望在网友的帮助下

都得以实现。

� 还没收到儿童节礼物的女生拉着谷老师的手问：“我们礼
物什么时候到啊？”

� 六年级的杨永杰， 在回家的路上。 他的成绩很好， 可能
会去县城读初中。

6月25日， 来自北京
的5名大学生结束了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泾源县新

民乡九年制学校的支教

时光 ， 其中的穆洋同学
用镜头和文字记录了他

们过去一年的生活

我的学生

一周了，课上点名少到7人。老师们多了一个任务———挨家挨户去“劝学”。我想到电影《一个都不能少》中的剧情，但辍学的原因并
不相同。在这里，孩子们上学不用负担任何费用，还有国家免费提供的营养午餐。

我和于老师一周走访了21户学生家，只带回3个孩子。新民乡的学龄儿童80%以上是留守儿童，老人们管不住小孙子，父母在外地打
工鞭长莫及，孩子们没人监督放任自流。他们总提不起对学习的兴趣，毕竟父母没文化不也照样能给家里寄钱。(2012年9月15日)

迷茫： 这是本学期我唯一劝回来读书的孩子， 今日家访， 问到辍学的原因， 她解释因为山头上只有她们一户人家， 想陪着孤身
一人在家的母亲不让她害怕。 读书与否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或许一两年后嫁个帅小伙更靠谱点。 (3月9日)

消失于课堂的她： 早早离开学校、 不读书， 并不一定是一件痛苦的事。 在不远的地方， 她开心地憧憬着未来。 (3月11日)
消失于课堂的他： 在充满异味的餐馆宿舍里找到他时， 已是中午12点， 他依然睡得很香， 全然不理会窗外的嘈杂， 也没有被我

的快门声吵醒， 可能是凌晨两点收班太累了。 手上因烫伤的包扎尤为醒目， 这一幕， 心酸。 (4月7日)

正午， 西安一
家餐馆的宿舍中 ，
下了夜班的15岁辍
学学生正在睡觉 ，
打工时烫伤的手臂

上包着纱布。 由于
个头小， 他只能做
一名打杂的小工。

日 子

即将消失的村庄

一个都不能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