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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事

得知“火凤凰”援藏教育关爱队要离开的消息

后，西藏康雄乡中心小学的藏族孩子自发组织了一

场“送别会”，把关爱队师生拉到操场，跳了一支欢送

舞，并送上了写满祝福和感谢的卡片。

“当孩子们簇拥而上围在我们身旁，我们都忍不

住哭了。”关爱队带队老师李淑雯说，此次支教的时间

虽然不长，却已在彼此心中结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

李淑雯和武汉工商学院“火凤凰”援藏教育关爱

队暨党史宣讲小分队所支教的康雄乡，位于日喀则

市仁布县境东部，平均海拔 4200 米以上，山势险峻，

沟壑纵横，全乡仅有这一所小学。由于经济条件相对

落后，长期以来，该校面临师资匮乏的难题，尤其是

英语、音乐等科目的专任教师紧缺，亟须支教帮扶。

今年 10 月，在了解康雄乡的教育困境后，武汉

工商学院团委副书记叶之培、管理学院辅导员李淑

雯及 4 名学生志愿者组成的关爱队从武汉出发，跨

越 3911 公里，经历了 60 个小时的辗转跋涉，来到康

雄乡中心小学，开启了情暖高原“格桑花”的爱心支

教之旅。

充分了解当地教学情况和学生需求后，关爱队

师生为藏族孩子们定制了英语、音乐、素质拓展等一

系列特色课程。

要确保每节课都能带给同学们有趣实用、易于

接受的知识，并非易事。因此，他们常常备课到深夜，

由于无法快速适应当地高寒、干燥的气候，有人长了

荨麻疹，还有人嘴唇干裂到出血⋯⋯但大家都没有

把这些放在心上，每天不是忙着在教室上课，就是在

住处交流备课。

关爱队还到康雄乡 4 名贫困学生家里调研，与

家长们交流孩子的学习情况，送上了慰问金。志愿者

们对五年级学生顿珠加措的家印象深刻。顿珠加措

比较内向，但学习非常认真，母亲一个人拉扯他艰难

度日，家里的生计主要依靠母亲手工编织氆氇维持。

他家里的陈设极为简单，最醒目的就是墙上顿珠加

措获得的奖状。

此次支教期间，关爱队还在康雄乡中心小学建

立了微智教育工作站。叶之培介绍说，未来，关爱队

可以通过微智教育工作站，开展线上教学等形式的

长期援助。“火凤凰”援藏教育关爱队的支教活动将

作为一项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活动延续下去，为那群

纯真可爱、渴求知识的藏族孩子带去更多帮助。

①志愿者汪淑怡给学生上英语课。

②叶之培给学生上音乐课。

③④课堂上的孩子们。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实习生 王彤彤

天津音乐学院学生赵予淞和同学们的

支教生活是从今年春天开始的。胡杨刚抽

出绿色枝叶的时候，飞机带着这些大学师

生从渤海之滨的天津来到塔里木盆地南缘

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这是天津教育援

疆的“固定节目”，自 2018 年起，天津市教

育两委每年分两批，每批选派 300 名大学

生赴和田地区开展支教工作。

这次来的“天津老师”有些特别，他们

几乎个个能歌善舞，举手投足间“有点像电

视里那些明星”：有的人手指在琴键翻飞化

成优美的旋律，有的人轻舞身姿就像一幅

会动的画⋯⋯乘着艺术的翅膀，天津音乐

学院师生用歌声和微笑打开了当地孩子的

心，也把一个个美好瞬间留在祖国最西边

那片土地上。

用音乐敲开心门

弹了 14 年钢琴，赵予淞最熟悉的就是

五线谱上跳跃的音符。“音乐就是我最好的

教具”，他对自己说。

天津音乐学院支教团带队老师华雪是

该校舞蹈系的一名青年教师。她熟悉自己

的学生，“他们自幼精于艺术训练，身体很

灵活，但往往不太善于表达。”

从入选支教团那一刻开始，赵予淞就

思考，如何用音乐与当地的孩子们对话。他

跑去跟学校声乐系的同学学了不少耳熟能

详、广为流传的红色歌曲，建起了“小赵老

师教学曲库”。他相信，如果语言是苍白的，

那么音乐能直抵人心。他希望从教唱这些

歌曲开始，一点点增强学生们对祖国、对民

族以及中华文化的认同感，增强中华民族

大家庭的凝聚力。

尽管知道当地学校有琴，但赵予淞还

是从千里之外背来了一台电钢琴。事实证

明他的决定是正确的。当地学校里的琴因

为许久没人弹，长期闲置在教室一隅，赵予

淞试了试，发现“跑音太严重了，也没人能

调琴”。

他的电钢琴派上了用场。起初，学生们

喜欢静静听他弹琴，后来主动点歌让小赵

老师弹。他发现学生最喜欢听的是维吾尔

语的流行歌曲，他就找来谱子弹唱给大家

听，“那里的孩子对音乐很敏感，听到熟悉

的节奏和旋律，就会跟着唱起来。”

这 让 他 成 为 全 校 最 受 欢 迎 的 老 师 之

一。他支教的学校是当地一所职业学校，很

多人认为，那里的学生普遍比较顽皮又不

服管教。可赵予淞没怎么为课堂纪律发过

愁，“学生都听我的”。

喜欢听音乐的孩子中，有一个爱打篮

球的男孩麦尔丹。赵予淞注意到，上课时这

个男孩总是看着窗外。赵予淞找班里的其

他同学了解得知，不久前麦尔丹因家庭变

故 ，情 绪 起 伏 很 大 ，还 因 此 和 同 学 起 过 冲

突。此后，赵予淞常把他叫到办公室聊天，

告诉他，世界远不止教室窗外那一方天地，

“你学了知识，就能走出家乡，去看看更广

阔的世界。”同时他跟男孩约定，“只要你好

好听课，课下我陪你打篮球！”

后来，男孩再也没有在课堂上走过神，

师生二人的身影也常出现在篮球场上。球

场大汗淋漓之后，男孩向老师吐露心声：他

想成为一名军人，保家卫国。这让赵予淞很

感动，自己的真心赢得了另一颗心的回应。

用艺术点燃星星火种

正如赵予淞设想的那样，他带着音乐

来到和田，教孩子们唱歌、弹琴，直到他离

开，校园里总有人唱起他教过的歌，这是让

他感到最幸福的事。

天 津 音 乐 学 院 舞 蹈 系 2008 级 本 科 生

苏珂也有这样的感受。她利用自己的休息

时间，给民丰县县城小学的孩子们编了一

套包含多民族艺术元素的广播体操，并配

上了各民族的音乐，起名叫《爱我中华》。能

歌善舞的新疆孩子觉得新鲜又有趣，如今，

在课间做这套广播体操成为很多孩子最愿

意做的事。

苏珂是学校里第一个报名参加援疆支

教的大学生。她自幼梦想成为一名教师，出

发前，她给自己定下目标：努力用爱与真情

的光芒投射进更多人的心房。

她会跳舞也能编舞，会朗诵也能弹古

筝；她活跃在各种社团中，擅长组织策划丰

富多彩的学生活动。

苏珂的到来，在县城小学掀起了令人

惊喜的波澜。她在不同年级任教，教授的课

程包括数学、语文、道德与法治、体育等。班

里学生的学习基础各不相同，为了让更多

孩子尽可能多地学到知识，苏珂常常会备

课和批改作业到深夜 1 点多。

跟不同年纪的孩子交流让苏珂明白，

最 重 要 的 不 是 尽 可 能 多 地 教 会 他 们 知 识

点，而是激发孩子内心对知识的兴趣和渴

望。她决定从读书活动开始，一点点敲开孩

子求知的大门。

她给不同年级的孩子设定了相应的任

务，带着低年级学生猜字谜、比拼写，让三

四年级学生参加读书分享、演讲比赛，高年

级学生进行知识竞赛。很多孩子会跑去找

她辅导，特别是那些对朗诵感兴趣的学生，

都会得到苏老师一对一辅导的机会。

那是县城小学有史以来举办的第一个

读书月，对苏珂而言，更高兴的是看到很多

孩子因为参与读书活动而变得更开朗，脸

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

天津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系本科生陈姝

涵 负 责 民 丰 县 第 二 幼 儿 园 大 班 的 教 学 工

作。她从小听着民歌长大。在她看来，民歌

像一双感受世界的眼睛，通过它能感受到

各民族的不同性格。

她特意找来一些当地的儿歌、童谣，比

如《娃哈哈》《歌唱二小放牛郎》等，帮幼儿

园小朋友学习旋律和歌词，边听边讲音乐

故事，让孩子们能轻松地理解歌曲的背景、

内容。她还把儿歌排练成儿童剧，让孩子们

参 与 儿 童 剧 表 演 ，“ 歌 曲 和 肢 体 语 言 的 表

演，能更直观地点燃孩子们内心爱国的星

星火种”。

有一天，校园里播放歌曲《在北京的金

山上》，歌声回荡在整个教室，不到 6 岁的

孩子们对老师说，“要把这首歌送给为他们

带来美好生活的党”。孩子们淳朴的话语让

陈姝涵非常惊喜，也让她更加理解音乐的

力量、教育的魅力。

把自己融入无尽麦浪

每天中午，苏珂都愿意到小操场跟孩

子们玩一会儿。只要她一出现，孩子们立刻

停下手里的游戏，跑过来抱着她，她也常常

被孩子们的热情“掀翻在地”。

孩 子 们 拉 着 她 学 唱 歌、跳 舞、广 播 体

操，请老师教他们压腿、下腰、侧手翻⋯⋯

苏珂常常看着这些孩子的笑容出神。和城

市里那些自幼学琴、学舞蹈的孩子们不同，

他们没有来自父母过高的期待和瞩目，却会

因为学会一个舞蹈动作，学会一首好听的歌

而高兴好几天，“原来在祖国的另一个地方，

有这样一群孩子在这样生活呀！”

支教团团长、天津音乐学院继续教育学

院副院长陆江看到了大学生们的变化，有的

人支教后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他

们在天津音乐学院是学生，在民丰县就是人

民教师，学因教而日进，教因学而益深”。

华雪也注意到，很多从前在学校里不起

眼儿的大学生，当起老师来却像模像样：为

了便于孩子们理解，很多大学生备课到凌

晨，反复研究教案，并制作和购买各种各样的

教具，力争把每一堂课都上得精彩。因为不适

应当地气候，很多大学生身体不适，有的出现

呕吐或发烧等症状，却没人抱怨喊苦。

“援疆支教的经历使同学们看到了新

疆大漠、黄沙、戈壁与绿洲，感受到当地人

民的淳朴、热情与豪迈。”陆江感慨，不到新

疆就不知道祖国疆土有多辽阔，这段经历

让很多年轻大学生与受援校教师建立了真

挚的友情、与学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与

当地各族人民建立了牢固的民族情，更体

会 到 祖 国 广 阔 疆 土 需 要 年 轻 一 代 去 保 卫

它、建设它。

赵予淞在支教日记上写下一句话：我

守望麦田，不是为了收获，而是把自己融入

那无尽的麦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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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 超

针 线 在 边 巴 曲 珍 手 中 “ 飞 舞 ” 起

来，她熟练地做着一支寓意吉祥的葫芦

样 香 囊 ，“ 我 在 常 州 学 习 了 刺 绣 、 盘

扣 、 扎 染 、 香 囊 制 作 、 乱 针 绣 等 技

术”。这个拉萨绣娘希望将亲手制作的

香囊装满藏药，送给家人。

31 岁 的 边 巴 曲 珍 是 西 藏 拉 萨 林 周

宗雪妇女纺织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社员。

2016 年 合 作 社 成 立 后 ， 心 灵 手 巧 的 她

就成为“主力”，她与同事们靠着加工

毛毯、地毯补贴家用。

今年 9 月，拉萨市妇联的工作人员

找到边巴曲珍，告诉她远在千里之外的

江苏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将开展

为期半个月的“手工编织与实用技能”

培训。听说可以去学到编织等方面的新

技术，边巴曲珍十分激动。

10 月 9 日 ， 边 巴 曲 珍 和 其 他 17 位

藏族同胞从拉萨辗转来到常州，这是她

第一次离开家乡。

常州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继续教

育学院提前做了许多“功课”。他们了

解到藏族同胞更习惯吃牛羊肉，便提前

联系食堂，规划好每日食谱。深夜，奔

波了一天的边巴曲珍刚到学校，就吃上

了热乎的饭菜，“口味非常好”。

此外，该校在课程设计上也充分考

虑藏族同胞的实际情况，将扎染、刺绣

等传统手工艺融入教学活动中。边巴曲

珍听课很认真，还主动为年纪较大的藏

族同胞当起翻译。

课 堂 上 ， 边 巴 曲 珍 “ 脑 洞 大

开”——能否将扎染、刺绣技术，运用

到有藏族特色的毛毯制作上？加入高山

的设计元素，这些毛毯就会显得庄严。

她还主动提出，能否近距离地参观学习

传统手工艺大师制作刺绣作品的过程。

在学校的联系下，边巴曲珍来到常

州市工艺美术研究所，参观学习梳篦、

乱针绣、留青竹刻等国家非物质文化遗

产——常州“三宝”的制作过程。

该校染织艺术设计教研室教师、艺

术设计专业负责人还带领边巴曲珍感受

“乱针绣”的基本针法。在手把手地教

学下，边巴曲珍学得很快，她还成功在

T 恤上绣了一个小图案。

“我们会按照实际的进度，有针对

性地调整课程内容。”该校继续教育学

院负责人说，在课程进行一段时间后，

18 位 藏 族 同 胞 的 刺 绣 水 平 有 了 明 显 提

高。但一提起现代纺织，她们表示，几

乎没有进过工厂车间，也并不了解工业

纺织的过程。

于是 ， 该 校 与 常 州 当 地 的 一 家 纺

织 工 厂 取 得 联 系 ， 边 巴 曲 珍 第 一 次 走

进 现 代 化 的 纺 织 工 厂 。 在 一 个 大 车 间

内 ， 几 十 台 机 器 隆 隆 作 响 ， 飞 速 加 工

着 精 美 的 服 饰 。 边 巴 曲 珍 惊 讶 地 发

现 ， 这 么 大 的 一 个 车 间 ， 只 需 两 名 工

人操作。

“两个人居然能干这么多活！”边巴

曲珍心里想着：要是有一天，合作社也

可以有这样先进的机器，那我们就能做

出更多毛毯了。

10 月 23 日 ， 边 巴 曲 珍 “ 学 有 所

成”回到家乡。在合作社内，她把在培

训中学会的各项技术传授给当地妇女。

看着绣花针在边巴曲珍手里不停地“变

魔术”，老乡们充满了羡慕：“我们也要

抓紧学习。”

拉萨绣娘到
常州“取经”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韩 飏

“尼玛多吉可真有出息，今天决赛夺得

了银牌，你听说了不？”10 月 28 日，得知学

生尼玛多吉荣获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第

八届特奥会男子立定跳远决赛银牌，西藏

自治区拉萨市特殊教育学校盲人教师斯勇

激动得拍手叫好。

2018 年，斯勇的盲人按摩中专班迎来

了 8 名学生，尼玛多吉就是其中一个。尼玛

多吉患有先天性白内障，他的世界自出生

起就仅有一丝光亮。2015 年，通过手术，尼

玛多吉的视力水平恢复了大半，“现在情况

较好的左眼能看到 50 米之内”，尼玛多吉

对此感到很满足。

今年 6 月，得知残运会选拔运动员，活

泼好动的尼玛多吉主动报名，并成功入选

男子立定跳远队。经过 3 个多月的突击训

练，10 月 28 日，在全国第十一届残运会暨

第八届特奥会男子立定跳远决赛中，尼玛

多吉一举夺得银牌。“就像做梦一样，连我

自己都没想到。”他说。

今年 7 月，2018 级盲人按摩班毕业了。

在斯勇看来，尼玛多吉虽然是低视力，但其

他方面的条件很好，未来还有更多的可能

性，没必要非得从事盲人按摩工作。可尼玛

多吉在这件事上有些“强硬”，心里早就拿

定了主意，“‘爸爸’是我的榜样，我想像他

一样，未来服务更多的人”。

每当听到学生叫自己“爸爸”，斯勇心

里都美得很。同为视力障碍人士，斯勇更了

解这些孩子的心理特点和真实需求。

1991 年，斯勇从成都市特殊教育学校

毕 业 后 ，回 到 那 曲 老 家 ，从 事 盲 人 按 摩 工

作。“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念想，希望能够把

按摩这项技术传授给更多深受视力障碍困

扰的孩子。”2006 年，斯勇辗转来到拉萨市

特殊教育学校，如愿成为这所“特殊学校”

里的一名“特殊教师”。

拉 萨 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成 立 于 2000 年

12 月 1 日，是西藏第一所以盲、聋哑、智障

学生、职业高中教育为培养对象的综合性

特殊教育学校。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学校

义 务 教 育 阶 段 现 有 培 智、聋、盲 3 个 教 学

部，职业教育开设了盲人按摩、唐卡、面点、

软陶等 7 个专业，共有在编教职工 76 名、学

生 236 名。学生学习、吃、穿、住、用、行等费

用都由国家提供。

刚到特殊教育学校时，面对陌生的环

境和学生，斯勇感到有些吃力。闲暇时，他

反复摸索着穿行在办公室到各个班级的路

上，以免因不熟悉、走错路耽误上课时间。

同时，他还主动去了解每一个孩子的家庭

和学习情况，与他们打成一片。

仓拉（化名）是尼玛多吉的同班同学，

她双目失明并患有智力障碍。平日里，一般

的学生可能教 3 遍就能学会，仓拉却需要

30 遍甚至更多。为了让仓拉能够掌握人体

的各个穴位，斯勇就让她在自己身上练习，

经常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

智力障碍加上双目失明，教这个孩子

的难度可想而知。可斯勇始终没有放弃，还

不断鼓励仓拉，“我能做到的，你肯定也能

做到”。在斯勇的帮助下，仓拉目前已经可

以独立完成按摩工作。

“尽管我的眼睛看不见，但还是希望给孩

子们带来光明。”在斯勇的推荐下，如今盲人按

摩班的学生们，几乎全部解决了就业问题。

在这所特殊教育学校里，希望为孩子

带来光明的“提灯人”，不只有“爸爸”斯勇，

还有“妈妈”边巴仓决。

2016 年 8 月，边巴仓决从日喀则市江

孜县闵行 中 学 调 入 拉 萨 市 特 殊 教 育 学 校

任教，不会手语、不懂盲文，从未和“特殊”

孩子接触过，边巴仓决一度心里直打鼓。

为了能和孩子们沟通，融入他们的生

活，边巴仓决没少“补课”。“刚接触盲文的

时候是比较痛苦的，因为每一个小方块里

只有 6 个点。”边巴仓决告诉记者，普通人

的手指灵敏度不够，很难摸出 6 个点的排

列区别，“普通人学盲文靠看不靠摸”。

为了更加熟练地掌握盲文，她每天学

习到深夜两三点，要靠不断滴眼药水缓解

眼睛酸痛。《中国盲文》《特殊教育概论》两

本书都被她翻得起了毛边。

头戴大沿儿帽、没有左臂、脸上还捂着

口罩和围巾，第一次走进教室，边巴仓决就

被这个特殊装扮的女孩吸引了。她蹲在女孩

次曲（化名）身边问：“你怎么捂得这么严实，

摘下帽子好不好？”次曲低着头，没有回应。

3 岁那年，次曲因一场意外，左脸被严

重烧伤导致皮肤粘连、头皮受损，视力也大

受影响，不仅如此，她还失去了左臂。

课后，边巴仓决把次曲带到操场，耐心

开导。“你其实特别漂亮”“班里的同学都喜

欢 你 ”“ 你 要 自 信 ，这 样 笑 起 来 才 会 好

看”⋯⋯在 1 个多小时的沟通后，次曲缓缓

地抬起右手，摘下帽子、口罩，低声叫“妈

妈”，便钻到边巴仓决的怀里。“我心里真是

说不出的感动。”边巴仓决说。

得知次曲的家距离学校较远，小长假

都是独自待在学校后，边巴仓决便时常带

她回家，给她买漂亮的衣服和假发。“小树

苗需要细心呵护、耐心培育。”

今年9月，次曲顺利升入九年级。“‘妈妈’

一直鼓励我要自信，外在只是一部分，内在美

才是最美的。”6年来，边巴仓决陪伴次曲从四

年级到九年级，从不言不语到乐观开朗，她给

次曲的生活带来了色彩。2019年，边巴仓决荣

获拉萨市优秀教师一等奖。

从义务教育到特殊教育，边巴仓决说：

“我从没有后悔来到这儿。现在，这里有更

多的孩子都亲切地叫我‘妈妈’。”

特殊教育学校里的“提灯人”
“尽管我的眼睛看不见，但还是希望给孩子们带来光明”

结束支教离开新疆和田时，赵予淞留下了自己
的电钢琴。

这台琴是他花了几个月时间勤工俭学挣来的，
这名天津音乐学院钢琴系学生相信，琴能带着自己的

音乐和梦想一起留下。这种想法，和他同行的很多支
教大学师生都有，“感觉自己的一部分已留在那里”。

赵予淞在支教日记上写下一句话：我守望麦田，
不是为了收获，而是把自己融入那无尽的麦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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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歌声与梦想守望和田

群

像

聚

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