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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学期刚开学，高二英语教师王璐璇就宣布了

一项新制度：她要成立“多丽丝英语工厂”。

制度规定，全班学生都是多丽丝 （王璐璇的英

文名 Doris 音译） 的“员工”，每人每月有“500 元

基础工资”（即每名学生 500 积分——记者注）。多

丽丝会根据每人听写、背诵、完成作业等情况，给

予不同额度的“奖金”和“罚款”。

这是个被逼出来的点子。

2021 年 8 月，王璐璇和 4 名华中师范大学研究

生支教团的伙伴，来到贵州省余庆县他山中学，开

始为期一年的支教。

余庆县地处黔中，有苗族、侗族等 20 多个少

数民族，这里有两所高中，他山中学的录取分数比

另一所高中低了 100 多分。一名高中生说，来到他

山中学，就像是打上了标签，未来能考上普通二本

就不错了。还有一些学生对学习毫无兴趣，他们上

课睡觉、不写作业，考试睡觉、交白卷。

他 山 中 学 的 校 名 取 自 “ 他 山 之 石 ， 可 以 攻

玉”，年轻的支教教师如同顽强的“石头”，坚韧地

雕琢山里的“璞玉”。

“多老板”的“生意经”

王璐璇刚接手班级时，被学生的成绩“吓到

了”。全年级的学生成绩由好到差，分了 ABC 三类

班，她要教的是一个 C 类班，而且在八九个同类班

级中排名倒数。

王璐璇虽是贵州本地人，但读的是黔东南苗族

侗族自治州最好的高中；大四实习，是在湖北的一

所省重点高中。她所熟悉的高中生的表现，跟眼前

这些孩子差异太大。

但这个活泼的女孩总有各种新想法。实习时，

她 上 课 抽 学 生 回 答 问 题 ， 用 PPT 做 了 “ 刮 刮 乐 ”

“ 闪 屏 ”。 大 屏 幕 上 ， 40 多 个 学 生 的 名 字 快 速 滚

动 ， 点 一 下 暂 停 ， 停 留 在 屏 幕 上 的 就 是 “ 幸 运

儿”。在这种方法“刺激”下，学生特别兴奋，一

上英语课就得绷紧神经——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

“中奖”。

不少学生的数学和英语成绩较差，有的学生干

脆 放 弃 了 。 基 于 过 去 实 习 的 经 历 ， 王 璐 璇 思 考 ：

“要打造一项贯穿一年的完整制度，让学生对学英

语感兴趣。”

于是，“多丽丝英语工厂”诞生了。

每 名 “ 员 工 ” 的 背 书 、 听 写 、 作 业 等 “ 工

作”，都要达到一定标准，达标者有“奖金”，不达

标者“罚款”。

“ 英 语 工 厂 ” 还 设 置 了 “ 董 事 会 ”， 共 有 4 名

“董事”，即英语课代表。王璐璇又任命了几名“部

门经理”，其实就是负责听组内同学背书、检查作

业、统计听写分数的小组长。“部门经理”由学生

轮流担任，每月有“200 元”的“岗位工资”。

这项制度白纸黑字，贴在教室的墙上。规定一

出，学生们兴奋不已，王璐璇也多了个昵称：多老板。

每个月，王璐璇统计出每名“员工”的“工

资”，列出明细，剪好“工资条”，挨个发给学生，

当月“收入”最高的 10 名“员工”还有奖品。她

挖空心思，每个月设置不同的奖励，有时是奶茶、

汉堡、可乐，有时是她亲手做的蛋挞。

她和学生们的英语“事业”，终于起步了。

付出与回报

谢慧昭教 3 个高一班级的数学，他手里的入学

成 绩 单 显 示 ， 他 要 教 的 班 级 ， 数 学 平 均 分 30 多

分，成绩好的，六七十分；成绩差的，个位数。

开学前的暑假，谢慧昭备了新学期三分之一的

课，但这些内容暂时用不着。他得先帮学生补补初

中数学。

谢慧昭申请了一间会议室，规定每班后 20 名

的同学每天吃完晚饭来上课。一开始，会议室里只

坐了 60 名同学，后来听课的学生越来越多，挤满

了会议室。

他要教的 3 个班级，每个班的风格都不一样。有

的 班 成 绩 比 较 稳 定 ，他 可 以 腾 出 心 思 做 培 优 的 工

作；有的班成绩不稳定，他得每天布置作业、收上来

批 改 ，盯 着 他 们 学 数 学 。课 多 时 ，他 一 周 得 上 30 节

课。

学生的成绩是最直接的反馈：3 个班中，有两

个班都稳居各自平行班的第一名，成绩较差的班，

从平行班的倒数第一，逐渐升到中间位置。他的付

出，也得到学生的尊重——有时，学生数学考试没

考好，还特意去办公室向他道歉。

“英语工厂”也逐渐走上正轨。王璐璇让学生

写英文自传、演情景剧、录 Vlog，用各种方式调

动学生的兴趣。学生越来越喜欢学英语，上英语课

时，有些孩子会主动坐到前面。

不过，有的学生依然故我，上课睡觉，不写作

业。最调皮的一个学生，新学期第一个月结束，不

仅扣光了“500 元工资”，还欠了“30 元”。

为了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王璐璇尝试用“班

班通”的游戏功能分组竞赛，大家自愿举手参加：

在一堆单词里找出名词、把单词和释义一一匹配。

没想到，就连平时最“无动于衷”的两个学生都举

手了。他们“埋怨”王璐璇：“老师，你要是早这

样，我们早就学英语了嘛！”

第一学期结束，王璐璇举办了一次隆重的“优

秀员工表彰仪式”。大屏幕上，喜庆的红色幕布、

欢快的春节乐曲，让这场颁奖典礼充满“土味”的

欢乐感。

为了增加仪式感，她给每名获奖“员工”定制

了一枚奖牌，给每人写了一段颁奖词。这个班级的

英语成绩，终于从排名倒数升到中游。

“多老板”常因严格遭到“员工”吐槽，但她

的 良 苦 用 心 被 一 些 学 生 理 解 了 。 一 名 学 生 写 道 ：

“虽然您比较严厉，但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好，平时

的作业也比较多，但是认真完成之后在考试时就得

到了体现。”

王璐璇说：“教师的成就感其实很容易获得，

你的良苦用心，全班只要有一个学生看到了、知道

了，都会觉得欣慰、值得。”

学业的背后

几名支教教师不约而同地用类似的词语描述他

山中学的学生：聪明、反应快，但基础差、学习习

惯不好、兴趣不高。

开学考试时，谢慧昭就注意到，一些学生考试

交白卷、英语作文用中文写、选择题“蒙”几个选

项。而这些行为并不罕见。

来他山中学支教后，谢慧昭一直在思考：为什么

这里的高中生跟自己印象中的高中生差异那么大？

他在家乡山东读高中时，一入学就得铆足劲儿学习，

早上五六点起床，一天学习十几个小时是常态。

按照学校规定，除了上课，每名教师都要跟班

里的孩子谈心。跟学生聊得多了，谢慧昭的心里越

来越沉重。他开始看到课堂之外的另一重现实。

有个男生的父母离婚了，他独自带着 3 个妹妹

生活。因为要照顾妹妹，他不能住校，每天放了

学，就赶回家给妹妹做饭。

有的学生父亲生了重病，家里花了许多钱给父

亲看病，而他和妹妹又等着交学费。有一次，在办

公 室 里 ， 一 个 男 生 越 说 越 难 受 ， 问 谢 慧 昭 ：“ 老

师，我能抱着你哭一会儿吗？”

在审核学生申请助学金的材料时，谢慧昭了解

到更多学生的家庭情况，他发现，父母或爷爷奶奶

生重病的家庭较多，还有个学生家里失火，家里的

财产几乎烧光了。

王璐璇也察觉到原生家庭对孩子的影响，许多

父母并不懂得管教孩子，要么过于放任，要么过于

“压迫”。

在部分学生的世界里，“学习”虚无缥缈。一

个学生曾在给王璐璇的信中写道：“以前，我认为

英语学不学都一样，学得再好也没什么用，我又不

会出国留学，或者写什么英语毕业论文。”

与之相反，“打工”是很多孩子能真切看到的

出路。有个学生为了跟父母对着干，还偷偷去外地

打过工。班里还有好几个学生告诉过王璐璇，不想

学习，想出去打工。

她挖空心思地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但不管怎

么努力尝试，有的学生还是不为所动。王璐璇说：

“刚来的时候，想的是，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但

有的学生真的带不动。”

但她还是不甘心。

有一节课，王璐璇特意播放了一段纪录片，让学

生看看辍学打工的年轻人到底过得怎么样。流水线

上，有个年轻女孩拿着焊枪，手指常常被烫伤，一直

包着胶布；白天工作 8 个小时后，他们还要加班到深

夜；米饭上浇一勺白菜、一勺辣椒，就是一顿饭。

以前上课时播放影片，有的学生照样趴着睡

觉。那堂课上，王璐璇注意到，全班同学都看得很

认真，表情凝重。

然而，支教教师就算花再多心力，也不过是陪

伴 学 生 一 年 。而 他 们 面 临 的 无 形“ 对 手 ”，是 孩 子

们 复 杂 的 家 庭 环 境 和 持 续 了 十 几 年 的 学 习 习 惯 。

谢 慧 昭 有 时 问 自 己 ：作 为 支 教 教 师 ，我 们 又 能 改

变什么呢？

另一种可能

“黑马女孩”曾羽彤的故事，或许可以作为一

个答案。她也让人们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今年 7 月，他山中学应届毕业生曾羽彤查到录

取结果——华中师范大学英语师范专业。这是她曾

经想都不敢想的结果。她成为他山中学第一个考上

华师的毕业生。

2019 年，曾羽彤考入他山中学时，老师和家

长都说，未来能考上普通二本就不错了。她也一度

默认了自己的命运，“进入他山中学，就好像打上

了标签”。更何况，她的成绩在全年级只是中下游。

但高一那年，她听了一名华师支教教师的讲

座。那次，她学到了英文书写方法、英语学习技

巧，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

曾羽彤刚上高中时，“数学差，英语也不好”。

她 的 数 学 成 绩 只 有 20 多 分 ， 小 学 数 学 里 的 “ 通

分”“约分”，她直到高中还不会。但她下定决心，

要成为像这些支教教师一样的人。

这 个 女 孩 爱 读 课 外 书 ， 喜 欢 看 余 华 的 《活

着》，“文字朴实平淡，但看完后很受震撼”；感到

学习无聊时，她会翻开梁实秋的 《雅舍谈吃》，看

那 些 用 平 凡 的 文 字 描 述 出 的 美 食 ，“ 文 字 平 平 淡

淡，但让人感到很美味”。

看到校园里来自华师的年轻教师，曾羽彤反

思：“跟他们相比，自己是不是还不够优秀？看过

的世界是不是还不够大？”

曾羽彤读高二上学期时，新一届访学团开始招

募 。 2016 年 ， 华 师 研 支 团 余 庆 分 队 发 起 访 学 活

动，每年带十几名他山中学的学生参观华中师范大

学、体验大学生活。这项活动也得到了校方的支

持，华师为访学的孩子免费提供食宿。

曾羽彤迫切地希望去华师校园看看。

要参加访学团，得先通过笔试和面试。文科女

生曾羽彤的成绩在 C 类班里中等偏上，她记得，那

次笔试的成绩并不理想，但在面试中，她很真诚地

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当时的研支团团长余逸飞是面试官之一，他记

得，这个女孩沉稳、有自己的想法，让他印象很深。面

试中，曾羽彤认真地说：“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

10 年前，其次是现在。”这句话打动了几名面试官。

在华师校园里，曾羽彤和同学们听了一节有趣的

思政课、一节数学思维课，校团委老师特意邀请了交

际舞、天文等社团聚在操场，让他们体验大学生活。

曾羽彤至今还记得，校长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不要妄自菲薄。曾羽彤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考上

这所大学。

那次访学回来，班主任黄天元帮她研究了华师

在贵州的历年录取分数线，师生俩有些沮丧：“看

了所有专业的录取分，感觉比登天还难。”

但曾羽彤已经开始努力了。她花大量时间补数

学，学英语。高二下学期，她冲到年级前 50 名——以

往 C 类班的第一名能考入年级前 100 名就不错了。

班主任黄天元看到，这个女孩的成绩进步了很

多，高三后期甚至还考过年级前 3 名。但她的成绩

不太稳定，忽上忽下。

直到高考百日誓师大会，曾羽彤也没有勇气当

众喊出自己的目标。她怕被人嘲笑。

高考出分的那天夜里，黄天元收到来自曾羽彤

的消息：563 分。这是他山中学的文科最高分。

离开与重逢

“ 他 们 都 是 好 孩 子 ， 真 的 ， 都 是 特 别 好 的 孩

子。”采访中，谢慧昭反反复复讲起他的学生。

为了这些孩子，研支团做过许多尝试。

今年为了募集访学资金，谢慧昭和伙伴们试着

直播带货。他们像备课一样，选品、试吃，了解每个产

品的口感、特色、食用方法，请教直播的流程、话术。

直播间里，王璐璇像教师提问似的问搭档：“慧昭，我

们说，这瓶辣椒酱怎么吃来着？”谢慧昭思索了几秒

钟，反应过来：“蘸馒头特别好吃。”

他们也第一次尝试让他山中学的孩子“寄梦华

师”——高中生可以给华师的哥哥姐姐写信，华师

的青年志愿者联合会招募了 200 多名志愿者，他们

接受培训后一对一回信。

谢慧昭听说，孩子们很真诚，有的请教学习方

法，有的问跟同学关系不好怎么办，有的苦恼早恋

了怎么办。志愿者的回信也很认真，有位志愿者的

回信足足有十几页纸。

谢慧昭将就读于教育经济与管理专业，他打算

未来关注乡村教育。在过去的学习经历中，他感

到，一般研究者很难深入课堂、看到学生真实的样

子，也难以在具体的教学情境下开展研究。而这一

年的支教经历将带给他这份宝贵的经验。

了解到许多学生的家庭情况后，他一直在思

考：“这些孩子的家庭对他们的影响体现在哪些地

方？在教学中，应该注意什么？应该怎么去对待、

改变他们？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今年在母校的帮助下，研支团获得华师贵州校

友会的资助，为他山中学的孩子们设置了“长风奖

学金”，每名获奖的孩子一年可以得到 500 元奖学

金，“多少是一点心意”。

支教的最后一节课，谢慧昭想了很久要跟学生

说些什么。

但他一走进教室，学生开始唱 《夜空中最亮

的 星》， 他 听 得 泪 流 满 面 ， 哽 咽 得 一 句 话 都 说 不

出来。

采 访 中 ，谢 慧 昭 感 叹 一 句 ：

“多希望我教的学生里能出一个

‘羽彤’啊！”

曾羽彤已经在期待大学生活

了。华师校园里，三任支教教师

在准备迎接她。

他山之“石”
他山中学的校名取自“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年轻的支教

教师如同顽强的“石头”，坚韧地雕琢这里的“璞玉”。

王璐璇 （右） 为获奖学生颁奖。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华锡

对很少出远门的孙向向来说，今年暑期的

这次“推普”社会实践，算得上是一次“远行”了。

他所在的团队来自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人文学院。7 月 11 日，他们来到贵州省毕节市大

方县八堡乡开展社会实践活动，主要目的是推

广普通话，对留守儿童开展走访调研，撰写调研

报告，助力乡村振兴。

在 八 堡 彝 族 苗 族 乡 走 访 留 守 儿 童 的 过 程

中，孩子们认真的学习态度，久离父母、缺少关

爱的孤单身影，深深触动了孙向向。

这次“远行”让他萌生了“用实际行动帮助

那些留守儿童”的想法，他在实践感悟中写下这

样一段话：通过走访调查，记录我看到的故事，

让更多人了解他们，帮助他们。

和 孙 向 向 一 样 ，近 年 来 ，成 千 上 万 名 大 学

生组成“推普”社会实践队伍，利用暑假，前往

普通话普及率较低的民族地区和农村地区，开

展普通话推广、技能培训等活动，为民族地区

注入新活力，贡献青春力量。

从 2018 年开始，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

司、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共同主办“推普脱贫

攻坚”“推普助力乡村振兴”全国大学生暑期社

会实践专项活动。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

副司长王晖表示，这一活动如今已成为学生暑

期实践的重要品牌活动，累计吸引了 3 万多名

大中专学生主动投身社会实践服务，帮助民族

地区的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壮年和儿童学习普

通话，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良好作用，受

到了广泛好评。

为了引导孩子说好普通话，7 月 15 日，西华

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推普支教”赴凉山彝族

自治州越西县教育脱贫实践团队，走进越西县

沙沙普村，开展了为期一周的活动。

实 践 团 队 员 潘 鑫 怡 为 当 地 孩 子 准 备 了 绘

本故事《嘟嘟和巴豆》，除了带领小朋友用普通

话阅读绘本，还引导小朋友进行角色扮演，增

进友情。

7 月 19 日，实践团队员带着为小朋友准备

的学习用品，来到沙沙普村组长曲木曲者家中。

在一个由树干、农作物秸秆和塑料板搭建的简

易房子里，实践团队员张继成教了大家一首古

诗词《竹石》。

课 堂 上 ，张 继 成 给 孩 子 们 讲 解 了《竹 石》

中 表 达 的 坚 韧 不 拔 的 精 神 ，并 带 着 孩 子 们 一

起朗读。

当看到一个皮肤黝黑、扎着马尾辫的女生

将本子放在腿上，认真做着笔记时，张继成按下

相机快门，定格了这一画面。

“看到小女孩认真记笔记的样子，我觉得我

们的初心开始实现了。”实践团队员朱丽娟介绍

说，团队选择《竹石》这首诗，是想激励当地的孩

子学习竹子顽强坚韧的品质，希望他们不要被

大山困住，好好学习，拥有美好的人生。

结 束 在 康 定 市 姑 咱 片 区 寄 宿 制 学 校 的

“推普”夏令营活动时，四川民族学院“格桑花

开，‘语’你同行”推普实践团队员李佯珂收到

一 封 字 迹 歪 歪 扭 扭 的 手 写 信 ，是 她 的 学 生 旦

增康珠写的。

信上写道：佯珂老师，几乎每节课都是您在

讲，我感觉您很累。我觉得您是最辛苦、最认真

的。祝您大四的学习圆满顺利。

“我收到信后，感觉很多美好画面都在眼前浮

现。”李佯珂记得，自己第一天给旦增康珠所在班

级上课时，旦增康珠就特地把她的名字记在本子

上。“她每天都会来找老师说话，还说好像在哪里

见过我，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缘分吧。”

就是这样的小细节，让李佯珂非常感动，“虽

然辛苦，但我觉得我们做的工作是值得的。”

﹃
推普

﹄
大学生走进山乡

7 月 20 日，阿坝师范学院“青春心向党，推普助振兴”志愿推普小队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

州若尔盖县求吉乡嘎哇村给学生上课。

阿坝师范学院 巫 山/摄

7 月 19 日，西华师范大学“推普支教”实践团队在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越西县沙沙普村开

展推普活动。图为当地孩子认真地做笔记。

西华师范大学 张继成/摄

7 月 1 日，四川民族学院“格桑花开，‘语’你同行”推普实践团在康定市姑咱片区寄宿制学

校开展夏令营活动。图为课堂上小朋友积极参与课堂问答环节。

四川民族学院 白雨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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