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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生 赵一飞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鑫昕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生难忘的事。”对四川大

学化学工程学院 2019 级博士生罗杰来说，用这句话形容自

己在大凉山支教的经历非常贴切。

2016 年 8 月，大四刚毕业的罗杰作为四川大学第十八届

研究生支教团（以下简称“研支团”）的一员，来到四川省凉山

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教。如今他即将完成博士学业，他当年

的学生也即将加入高考大军。

第十一届研支团成员郭鑫楠与罗杰聊起支教经历时说，每

隔一段时间就有学生不来上学，支教老师反复上门劝说，但总

会换来相同的答案：上学有什么用，不如早点出去打工赚钱。

罗杰在云南一个小县城长大，深知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改

变命运。因此，2015 年 10 月他看到学校发出的研支团招募

通知时，便填写了报名表。

教育基础薄弱、教师总量不足等问题曾是凉山教育的“欠

账”。1999 年，四川大学响应团中央、教育部号召，实施中国青

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每年派出研究生

志愿者赴艰苦偏远地区支教。从第三届起，川大研支团在凉山

州昭觉、甘洛、美姑等县定点开展扶贫支教工作。

那一年，川大派出 21 名研究生志愿者前往凉山，罗杰

任团长，其中包括罗杰在内的 7 名志愿者在昭觉县服务。

昭觉县位于大凉山腹地，平均海拔超过 2000 米，冬天

特别冷，支教老师的手机经常被冻得自动关机。2016 年 11
月，川大研支团和共青团昭觉县委决定为昭觉县柳且乡中心

校的孩子们募集一些过冬的衣服。

在学校门口，罗杰想叫住几个奔跑的孩子问问情况，但

是孩子们冲他笑笑却没有停下来。中心校的老师解释说，他

们不是害羞，而是一旦停下来，就会觉得冷。

罗杰得知，有的孩子一年四季只有一套衣服，放假才会

拿回家洗，等到衣服干了，他们才能从被窝里钻出来。

晚上躺在床上回想起孩子们的境遇，罗杰的眼泪止不住

地流了下来。他和研支团的同学决定抓紧募捐，赶在寒冬来

临前把衣物送到孩子们手里。

通过网络、媒体的宣传，川大研支团募集到 9000 余件

衣物、400 余床棉被和 1000 多双手套等物资，给了 14 所乡

镇小学的贫困学生一个温暖的冬天。

罗杰注意到，在大凉山，孩子们很少有课外读物。有一

次，他带了一本杂志来到班里，封面是“未来城市”，吸引

了不少孩子。这本杂志被班里的孩子争相传阅。

罗杰意识到，孩子们并不是不喜欢读书，而是缺少课外

书。他跟研支团成员商量，为孩子们在教室里建立图书角。

筹建图书角的那段时间，他们加班加点，筹集了 5000 多本

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在全县近 40 个班级建立了图书角。

罗杰和研支团的同学还组织读书节、读书分享会，将科

学的阅读方法教给孩子们。罗杰说，孩子们手里拿的不仅仅

是书，还有美好的未来。

昭觉县民族小学的学生以彝族为主，其中留守儿童和孤

儿占了很大比例。有一次，有人找到罗杰，说他们村有 3 个

孩子特别困难，能不能想办法帮帮她们。

当罗杰和支教团成员走进拉尔三姐妹家时，他们傻眼

了：三姐妹住在一间狭窄的房子里，挤在一张小床上睡觉，

屋子正中间摆着一张桌子，她们轮着用。

他们得知，拉尔三姐妹的父母已经去世，当时的监护人

是她们的姑姑，姑姑每个月会给学校门口包子铺的老板一点

钱，让三姐妹每天去拿几个馒头吃。

令罗杰感到欣慰的是，即便是这样的生活境遇，三姐妹

从来不向别人哭诉，她们会准时完成作业，洗干净自己的衣

服，给自己做饭，生活十分自律。

后来，罗杰和支教老师每次去看望她们的时候都会给她

们买些肉，还帮她们进行了房间改造，定制了有上下铺的高

低床。

在一年的服务期内，罗杰率领的川大第十八届研支团募

集物资、善款 100 余万元，帮助近 300 名贫困学生返回课堂。

罗杰和同学们开展支教志愿服务的时候，脱贫攻坚战正

在大凉山推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是教育在脱贫攻坚战中担

负的艰巨使命。罗杰说，随着脱贫攻坚战的推进，老百姓的教

育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办公室，他经常会遇到家长前来询

问孩子情况，有的家长不会说普通话，就让孩子站在旁边翻

译。“他们意识到读书对孩子未来的作用。”罗杰说，有的家长

为了让孩子去县城上学，卖掉了家里宝贵的牲畜。

曾经困扰过郭鑫楠的难题正在大凉山得到缓解。罗杰感

到非常幸运，自己见证并参与了这个改变的过程。

在大凉山做一件
终生难忘的事□ 蓝晓宇 朱可芯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老师，我要准备 5 个氧气瓶去迎接你，带你

爬雪山，看布达拉宫！”相距 3000多公里，15岁的

卓嘎姆在屏幕前对志愿者慕婷婷许下了诺言。

2020 年 8 月，慕婷婷和卓嘎姆通过“华教学

堂”成为“云端”师生。在之后的一年里，卓嘎姆

的学习兴趣不断提升，英语成绩提高了 45 分，

并考上西藏自治区山南市最好的高中。她与慕

婷婷约定，继续努力争取考到武汉上大学，和老

师一起看樱花。

慕婷婷所在的“华教学堂”，是一支以华中

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研究生为主体的线上助学团

队。两年多来，他们为偏远民族地区的孩子们提

供学业帮扶、艺术启蒙、特殊教育等志愿服务，

帮 助 孩 子 们 突 破 地 域 限 制 获 得“ 不 一 样 的 教

育”，不断探索完善偏远民族地区线上公益助学

模式，在“云端”播撒知识与爱。

如何让助学爱心延续

“华教学堂”成立于 2020 年 1 月 25 日，那时

武汉正处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至暗时刻”。在此

期间，华中师大教育学院数百名研究生党员迅

速在网络集结，团队在 3 个月里为湖北省内外

近 200 名医护工作者子女提供在线学业和心理

辅导，解除了一线医务工作者的后顾之忧。

随着疫情缓解，让“线上助学”继续发挥作

用、将爱心延续，成为“华教学堂”转型的方向。

2020 年 5 月，在学院的支持下，团队将目光投向

距离武汉 3000 多公里外的西藏，以期助力偏远

地区教育发展。

经过教育学院与湖北省援藏办积极协调，

再加上大量的前期调研，“华教学堂”最终确定

对接西藏山南市东辉中学，开展线上支教。

在进藏调研时，学堂调研组部分成员出现

了较严重的高原反应。线上支教时，“华教学

堂”也面临不小的挑战：几乎没有经验可供参

考、难以获得家长反馈、技术条件无法支持学

生上课⋯⋯面对重重考验，学堂指导老师许家

瑞鼓励大家：“边走边看，做了再说。”

线上教学模式虽突破地域的限制，但常会

出现学生无法持续保持兴趣、专注度不够等问

题。在长期实践中，志愿者渐渐摸索出了一些提

升学生注意力的小窍门。志愿者肖琼琼会与学

生同看一部电影，在讨论中引发其对人生观的

思考；丁雪艳对比多种授课软件后发现，其中一

款 App 具有“将粉笔交给对方”的功能（即让学

生在屏幕上“板书”），“这大大提升了学生的兴

趣，能够让他们参与到课堂中来。”

孩子们周一到周五需要住校，只有周末才

能回家用家人的手机上课，每周志愿者都需要挤

出时间提前备课。为了保证授课效果，建立家校

协同育人机制，“华教学堂”为每名学生定制“一

生一册”个性化档案，记录学生基本信息、助学情

况、志愿者助学心得、课程计划、家长反馈等内

容，做到课程记录可追踪、课程效果可检测。

同时，学堂设定了听课制度，志愿者之间互

相听课，检测课程质量。“这种模式方便志愿者

相互学习，提升教学技能，进而整体提升线上助

学质量和效果。”许家瑞介绍。

做好屏幕前“远方的老师”

走进邱丽的线上英语课堂，悠扬的背景音

乐缓缓响起，邱丽用中英文结合的方式带着学

生小艾（化名）一起认识英文单词“family”，“家

不仅是一座房子，而且是充满爱的地方”。

担任“华教学堂”志愿者一年来，邱丽一直

在探索如何在教学中打破学科界限，在有限范

围内带学生去领略广阔的世界。“教学绝不仅仅

是教授知识，我希望学生能通过我了解更多课

堂以外的知识和世界。”

通过认识“help”来了解更多需要帮助的孩

子；通过认识“chicken”和学生互动了解快餐食

品的有趣知识；通过学习“food”带领学生探寻

部分贫困儿童肚皮较大的背后成因⋯⋯在邱丽的

英语课堂中，英语不再是乏味的单词与字母，更是

一副“瞭望世界的望远镜”。

相隔千里，如何打破与孩子们之间的隔阂，成

为很多志愿者面临的难题。志愿者王晓云回忆，学

生曲尼白姆总会积极地在微信上与老师交流自己

的学习情况，及时发送成绩单，但上课时一直不好

意思开摄像头，即使是不小心碰到视频开关，也会

立即关掉。直到接触一年后，学堂调研组来到曲尼

白姆家中走访看望，并与王晓云视频连线，二人才

第一次在线上“见面”。

全国教书育人楷模、“最美援藏教师”马丹作

为“华教学堂”特聘指导老师，对学堂的支部建设、

志愿者培训、研课磨课、助学回访等工作进行全面

指导。马丹观察到，经过一年多的一对一线上课堂

学习，曲尼白姆渐渐有了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

体现在学习成绩上，还体现在性格的改变上。以前

她很腼腆，慢慢地，她也变得开朗起来。”

马丹认为，线上教学绝不只是学科知识的传

递，思想的互动更为重要。志愿者吕宏娟一度苦恼

于难以与学生旦增阿旺顺畅沟通，在与马丹交流

后，吕宏娟尝试课前与学生“聊 10 分钟天”，了解

他的生活近况，并在课堂上播放电影《长津湖》片

段。聊到抗美援朝，阿旺突然兴奋起来，告诉老师

自己想要参军的梦想。

在支教志愿笔记中，教育学院 2020 级研究生

周湘玲写道：“我必须担负起自己作为志愿教师的

责任，全力以赴地成就他。”经过暑假的面试、试讲

培训后，她开始对学生平措桑珠进行为期 26 天的

“英语集训”。

周湘玲观察发现，对不少西藏的孩子而言，比

起对知识的学习，他们更需要通过训练获得持续

发展的动能。

于是，在之后的教学中，周湘玲转变思路，尝

试摆脱教师的主导角色，把更多的权利和时间交

给 平 措 桑 珠 ，引 导 他 主 动 开 口 说 英 语 、提 出 问

题，并尝试解决问题。有时，周湘玲为了考验他，

会故意质疑他的答案，一开始他常常摇摆不定。

但在一次又一次的训练与反馈中，平措桑珠逐渐

摆 脱 对 英 语 的 恐 惧 ，“ 他 现 在 不 会 犹 豫 ，也 不 会

怀疑自己，会很坚定地告诉我他的想法。我能明

显感觉到他越来越自信，这可能是他最大的变化

和进步。”

“艺术”与“融合”的探索

随着助学模式日渐成熟，“华教学堂”的助学

范围也不断扩大。2021 年 10 月，学堂调研组前往

广西，来到百色市田阳县那坡镇宝美小学调研。

这是一所非完全小学，壮族学生居多。学校到

镇上没有通车，交通不便。学校的 5 位老师负责 77
名一至四年级学生的全部课程。教学楼里设有音

乐教室与舞蹈教室，但由于教师精力有限，体育器

材、电子钢琴等基本闲置。

调研组还发现，因为缺少特殊教育教师，当地

一名智力发育迟缓的学生星星（化名）只能在普通

班级就读，难以获得针对性的引导。

基于此，“华教学堂”招募了一批具有音乐、美

术以及特殊教育专业背景的志愿者，尝试为宝美小

学开设艺术课与融合课（针对特殊儿童的课程）。

艺术课采取线上一对多的授课模式，进行双

机位视频直播教学。每节艺术课由一位主讲教师

与一位助教配合完成，主讲教师负责讲授、演示，

助教负责拍摄、记录，并及时与当地教师沟通，以

确保学生都可以看见直播，跟上进度。面对屏幕中

的老师，孩子们非常热情，部分调皮的孩子会时不

时蹦出几句壮语，表示对老师的亲昵。

目前，“华教学堂”已为宝美小学学生开设“同

画一幅画”“同唱一首歌”等课程，教授简笔画、剪

纸、书法、音乐。课程结束之时，学堂举办优秀作品

展览，为孩子们提供自我展示的平台。新年前夕，

志愿者在学堂特色活动“线上春晚”中，与西藏师

生们云端联欢，共度农历、藏历春节。

“线上艺术课内容非常丰富，也拓宽了孩子们

的视野。”宝美小学当地一名支教老师介绍，孩子

们还会把课上学到的手工或歌曲带到课下，教给

自己的弟弟妹妹。

融合课则由具有特殊教育专业背景的志愿者

负责，其目的是用专业的理念与手法，为有特殊需

要的孩子提供一对一个性化学科教学、心理辅导，

为他们查缺补漏，从而更好地融入班级。

王若是融合教育组的志愿者之一。一开始，王

若对星星提问时，星星常常需要反应好一会儿，同

时用手指对着屏幕前的老师比划；王若也会同样

伸出双手，与星星一同算数。经过一段时间的训

练，星星的反应速度有了很大提升，对王若的态度

也从初次上课时的腼腆，变成积极找老师上课。

“艺术启智增慧，可以让孩子们静下心来发现

世界的美好，在合作中学会沟通，增进交流；而融

合课恰好回应了部分特殊儿童的需求。我们希望

将艺术课与融合课开到更远的地方。”学堂学生负

责人刘梓煜说。

生命中多了一份牵挂

一年的教学陪伴，让志愿者丁雪艳更加笃定

今后成为一名教师的决心。这名从小生活在西部

偏远地区的瑶族女孩，看到学生就想起了儿时的

自己。“是我的学生将我领进了‘从教之门’，也让

我第一次体会到，原来当老师是一件非常幸福的

事情。”

志愿者慕婷婷则多了一份牵挂。闲暇时，她与

卓嘎姆讲述自己在武汉的故事，卓嘎姆也分享着

家乡的生活。相识两年，从未线下相见，她希望未

来有一天可以与卓嘎姆见面，共赴樱花之约。

今年去西藏调研时，学堂志愿者代表为东辉

中学的孩子带来一节互动课堂。在才艺展示环节，

几名学生组团跳起了民族舞。刘梓煜拿出口琴为他

们伴奏，学生们一边拍手，一边随着旋律放声高歌：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王若正读研三，即将毕业。她打算将星星交给

下一名特殊教育专业的志愿者，开启一场爱心助

学接力。

截至目前，“华教学堂”共有 542 名研究生志愿

者传承接力，累计帮扶 592 名学生，提供课时 5000
余节，将爱心播撒到西藏、新疆、广西、甘肃、宁夏、

河南、内蒙古、山西等地。

“未来，‘华教学堂’将充分发挥教育学一流学科

优势，致力于用‘互联网+教育’助力偏远和民族地

区的教育发展，着力打造具有师范特色的公益助学

品牌。”华中师大教育学院党委副书记苏春艳介绍，

学院还在“华教学堂”专门成立了党支部，数十名学

生党员引领凝聚志愿者们在“云端”播撒知识与爱。

不久前，志愿者周湘玲收到了学生平措桑珠的

喜讯：他考上了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目前，

平措桑珠以另一种身份回到了“华教学堂”——他成

为学堂的志愿者后备力量，眼下正为增进民族文化

交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平措桑珠立志做一名

人民教师，反哺家乡。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一场偏远民族地区线上公益助学探索

在“ 云 端 ”播 撒 知 识 与 爱

扫一扫 看视频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胡春艳
通讯员 李廷跃

在位于四川省兴文县玉屏山下鹿溪河

旁的侨心学校，清晨的阳光还未穿过薄雾

洒进校园，孩子们的欢声笑语就已回荡在

整个校区。13 岁的苗族孩子罗钰瑕喜欢和

同学们一起在操场上奔跑，在崭新的校园

里迎来自己的初一生活，让她快乐得感觉

每天都充满力量。

教学楼是新的、运动场和食堂是新的，

校园里有锦簇的花丛和青青草地，寝室里

有棉被、脸盆和 24 小时提供热水的独立卫

浴⋯⋯侨心学校副校长杨龙感慨，“这样的

农村中学，过去哪里敢想。”

这是中交天航局南方公司的建设者们

给苗乡孩子的一份“美丽的礼物”。为了让

苗乡学子尽早享受优质公平的教育资源，

这些擅长建造“大国重器”的年轻人来到蜀

南山区，他们花了一年时间，为 3 万多个大

山里的孩子建起一座座美丽现代又安全牢

固的校园。

今年秋季开学几天后的一个中午，四

川泸定突发 6.8 级地震，兴文震感明显。然

而，这里的校舍无一受到影响，有些孩子是

看到电视新闻后才知道当地发生地震了。

兴文县地处川南山区，是四川省最大

的苗族聚居地，很多中小学校散布在大山

深处。由于交通不便等原因，城乡教育差距

过大，这也成为当地教育长久以来的痛点。

2021 年，兴文县推出破题之举——全

面推进乡村振兴寄宿制学校建设项目。兴

文县委负责人介绍，这是当地打造民族地

区基础教育创新品牌的“一号工程”。这意

味着，这项工程承载着践行乡村振兴国家

战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大使命，

也寄托了苗乡学子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

命运的希望。

项目覆盖全县 12 个乡镇，其中包括设

计新建学校 2 所，改扩建学校 17 所；新建校

舍 15.99 万平方米，新建运动场 11.6 万平方

米，可以满足全部在读生的寄宿需求。

大坝苗族乡大坝中学是其中体量最大

的一所学校。学生家长谭鑫注意到，如今这

所学校的每间教室里，都有完整的智慧系

统、宽带网络、录播设备等，“这些设备以前

在城区学校才能看见。”

项目建设者们清楚，家长最大的心愿，

莫 过 于 能 够 为 孩 子 选 择 一 所 身 边 的 好 学

校，为此，校园的设计力争与国内大城市里

优质学校的建设标准接轨，“要让山里孩子

也享受齐全先进的设施。”

大坝中学副校长刘劲松介绍，在这所

学校就读的孩子很多是留守儿童，家里的

学习环境和生活条件都不太好。“现在的学

校像是孩子们又一个温暖的家。”他和学生

一样，被建设者们很多精心的设计和妥善

的安排感动着，“现在我们学校各类设施在

大坝乡是最好的，站在山上四处望，数我们

中学最气派。”

今年秋季入学，兴文县首批乡村振兴

寄宿制学校投入使用：8 所学校新增学位

近 3000 位、床位超 4500 位，为苗乡学生提

供更加舒适的学习和生活环境。“农村学生

在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教育，让城乡学生

能享受同等教育资源，”兴文县教育和体育

局党委书记、局长吴强说。

兴文县地处华蓥山断裂带，地震多且

分布广，校舍安全自然是生命线。为了建

成“震不倒”的学校，建设团队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在设计时把抗震标准提升了一个

等级——全部按照“七度设防、八度构造”

标准建设，并采用世界先进抗震技术。

秘密武器之一便是抗震阻尼器。项目

安全总监侯伟介绍，教学楼、宿舍楼和食堂

的 墙 体 内 ，全 都 设 计 预 埋 了 抗 震 阻 尼 器 ，

“目的是集中耗散地震输入的能量，从而减

少主体结构损伤，达到减震目的。”这就像

给建筑物安装了橡胶垫，能大幅降低地震

来临时的振幅，安全性提高数倍。另外，建

筑主体结构全部使用了抗震钢筋，其良好

的延展性远强于普通钢筋。

防震设计还体现在校内各个细节上。

教室内照明设施通过减震器连接，楼梯踏

步梁使用抗震滑动支座，消防、给水、通风、

电缆桥架均用了抗震支吊架系统，大大降

低了坠落伤人的可能。

刘 劲 松 注 意 到 很 多 细 节 上 的 安 全 巧

思，比如课桌椅在提升强度的同时，增加了

下方躲避空间；钢化玻璃即便破损后玻璃

碴也没有棱角，不会造成二次伤害等。

要想建成“震不倒”的学校，桩基是根

本。然而，在为共乐小学建设宿舍楼时，桩

基施工就遭遇了大难题。负责打地基的团

队发现了成片的溶洞，溶洞之间层层连通，

最大一个直径达 17 米。很快，在侨心学校、

义和中学、晏阳中学、周家云龙学校和大河

中学的施工过程中，都发现了溶洞地质。

在如此脆弱的岩层上进行桩基施工，

相当于在鸡蛋壳上打洞，难度非常大。

面对挑战，项目部组建专家团队多次

现场勘查，开会论证，最终决定一旦遇到溶

洞，必须穿过溶洞再往下打入基岩 1 米，确

保工程桩的承载力在岩层上，并采用永久

性圆钢筒，以及重锤、轻打、快提等技术。这

样一来，打桩速度也降了下来。正常地质条

件下，钻孔、灌注，一台桩机一天可以完成

7 根桩。可在共乐小学，完成 1 根工程桩前

前后后要花 10 小时。“最难的是大河中学，

除了溶洞还遇到硬岩，30 根桩足足打了两

个月，最长的一根超 30 米。”项目副经理高

岭说。团队边摸索边干，最终攻克了溶洞成

桩技术难题。

老 楼 支 护 也 是 重 要 的 防 震 举 措 ，比

如 侨 心 学 校 加 固 了 旧

教 学 楼 ，改 造 后 完 全

达 到 抗 震 标 准 。“ 必 须

把 校 舍 建 得 结 构 最 牢

固 、质 量 最 安 全 、家 长

最 放 心 。”项 目 经 理 黄

志 文 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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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大国重器”的年轻人来到蜀南山区——

给苗乡孩子一份“美丽的礼物”

扫一扫 看视频

来自中交天航局的志愿者在校园里带着孩子们玩耍。 受访者供图 孩子们在新建的绿茵场上尽情挥洒汗水。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