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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君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蒋雨彤

“ 要 上 课 了 ， 今 天 先 聊 到 这 儿 ，

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好吗？”浙江

省嘉兴市南湖区大桥镇中心小学校长

欧 阳 雪 茹 送 走 中 午 来 找 她 聊 天 的 学

生，拿出手机，看到了藏族姑娘罗布

（化名） 给她发的信息。

“老师，您那里还有多余的厚衣

服吗？”罗布所在的四川省阿坝藏族

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最低气温已降

至零摄氏度以下，罗布家缺少冬衣。

于是，她想到向曾来支教的欧阳老师

求助。经过欧阳雪茹的发动，很快，

三大包冬衣寄往若尔盖。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场“援”梦之

旅的延续。“我心里有个支教梦。那时听

说可以去若尔盖支教，都没来得及了解

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就报了名，一个星

期后就出发了。”2018 年 10 月，欧阳雪

茹响应国家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

援的号召，从温暖的南方来到青藏高

原，跨越 2000多公里去“援”梦。

“援”梦之旅

若尔盖地处青藏高原东北边缘，

气候寒冷。若尔盖藏文中学是一所全

日制藏文完全中学，一个班有 70 多名

学生，全是藏族孩子，教室里坐得满满

当当，几乎没有剩余空间。当地学生国

家通用语言文字基础较为薄弱，那时

欧阳雪茹被分配教高一汉语。

欧阳雪茹是土生土长的浙江嘉兴

人，若尔盖异常寒冷的天气以及高原

反应，是她遇到的第一个难关。欧阳

雪茹一到这里就流鼻血，适应了快一

个月，症状才慢慢消失。当地有时候

还会停电，批改作业的时候，没有供

暖设备，手都是僵的。

生活上的不适、想家，这些都可以

克服，让欧阳雪茹和一起来的支教教

师更焦虑的是：不到一年的支教时间，

如何给孩子们带来可持续的帮助？如

何更好地整合教育援助力量，改变较

为单一传统的教学方式和思路？

经 过 思 考 ，欧 阳 雪 茹 决 定 给 孩

子 办 文 化 讲 堂 。一 起 来 支 援 若 尔 盖

的各行各业代表，都成了文化课堂的

讲 师 —— 全 科 医 生 来 讲 生 活 中 的 急

救知识；妇科医生来谈如何进行青春

期的人际交往；环保局的工作人员介

绍微生物在生活中的运用⋯⋯

“ 欧 阳 老 师 ， 这 样 的 课 程 真 好

玩！”有些学生个头一米八几，看着已

是大人模样，但文化讲堂里的知识却

是第一次了解。他们第一次听说海姆

立克急救法，也第一次知道垃圾分类

的重要性，有趣又实用的课堂大受学

生欢迎。

在教学中，欧阳雪茹发现有学生

的汉字写得歪歪扭扭，有些字甚至辨

认起来都困难。她找来字帖，从一撇一

捺开始教起。三周后，把学生之前的习

题本放在一起对比，已有明显进步。

课间，欧阳雪茹执教的班级里响

起活泼的歌曲 《C 哩 C 哩》。欧阳老

师在讲台上，带着学生跳起她自创的

韵律操，“一二三四，二二三四，手

举起来，尽力下蹲，让你的脖子和屁

股都扭起来”。

起初，孩子们都非常害羞，一个

个低着头，不敢跟着跳。欧阳雪茹一

边示范，一边微笑着望着他们，投入

讲解。渐渐地，几个人抬起了头；渐

渐 地 ， 有 人 开 始 跟 着 跳 ⋯⋯ 到 后

来 ， 所 有 同 学 都 跟 着 跳 起 来 ， 学 生

们 还 自 己 选 伴 奏 音 乐 。 很 多 学 生 在

周 记 里 提 到 “ 第 一 次 跳 这 种 课 间

操”，字里行间都是快乐。

“欢迎，用藏语怎么说？”“嘎苏徐

（音）。”“藏文中学用藏语怎么说⋯⋯”

学习是相互的，一问一答小游戏时常

会在欧阳雪茹和学生中展开。学生们

说 普 通 话 ，欧 阳 雪 茹 说 藏 语 ，不 论 对

错，皆是满堂欢笑。

“老师，我们很喜欢小组合作的上

课方式！”活泼的教学形式，互动的体

验方式，获得了班里学生的点赞。

支教期间，欧阳雪茹还协调各类

资源，向学校捐赠了价值 3.5 万元的

物资；帮学校建起班级图书角，培养

学生阅读的好习惯。

“午间相约 10 分钟”

“同学们，为什么藏族同胞喜欢

把一只手伸在衣服外面？”

“老师，我们藏族服装设计可灵

活啦，热的时候可以把手伸出来，冷

的时候可以穿进去！”

“我觉得藏族是个能歌善舞的民

族，你们都会唱歌跳舞吗？”

“他会，她也会！”

“来一个，来一个！”

这是欧阳雪茹和学生午间聊天的一

幕。藏族孩子学习认真，却比较羞涩，

跟老师说话都低着头，下课时基本不离

开座位，只是看书做作业。

欧 阳 雪 茹 总 觉 得 这 样 不 利 于 孩 子

的 全 面 发 展 。 于 是 ， 她 把 自 己 在 嘉 兴

坚持了 10 多年的特色活动——“午间

相约 10 分钟”聊天带到若尔盖藏文中

学 。 每 天 中 午 ， 学 生 可 以 约 老 师 随 意

聊 天 ， 想 聊 什 么 就 聊 什 么 ， 老 师 对 话

题内容绝对保密。

10 多 年 来 ， 欧 阳 雪 茹 放 弃 午 休 时

间，和 1500 多名学生聊过天，开解过

很多学生，还帮学生化解过家庭危机。

在 藏 文 学 校 开 始 “ 午 间 相 约 10 分

钟”的聊天互动后，欧阳雪茹了解了更

多孩子的所思所想以及遇到的问题，教

学工作开展起来也更顺利。

一天，内向害羞的梅朵 （化名） 找

到欧阳雪茹，说自己一只眼睛多年看不

见，想去做个检查。原来，梅朵小时候

右眼晶体受损，由于家庭困难，眼睛受

伤后也未好好检查过，欧阳雪茹决定帮

助她。

当时，有位四川德阳的眼科医生在

若 尔 盖 援 助 ， 欧 阳 老 师 带 着 梅 朵 去 求

医，发现她的眼睛可以进一步治疗，于

是决定资助她去大医院手术。

通过两次手术，梅朵的右眼虽然没

能恢复视力，但已经可以感知光线的强

弱。她说：“欧阳老师是我生命里很重

要的一个人，我至今还记得第一次见到

老师时，她穿着黄色的衣服，是那么抢

眼那么好看。”

欧阳雪茹结束支教回到嘉兴后，联

系了本地一家单位资助梅朵和姐姐。在

他们的微信小群里，梅朵姐妹时常会分

享自己的成绩和身边的故事。现在，姐

妹俩完成了高中学业，梅朵考上了一所

职业院校的旅游相关专业，姐姐也考上

了大学。梅朵姐妹常会给欧阳雪茹和资

助 方 寄 去 自 己 做 的 糌 粑 蛋 糕 和 当 地 特

产，表达感激之情。

另一位藏族女孩洛桑 （化名），因

为眼部疾病也向欧阳雪茹求助过，遗憾

的是经过诊断她无法手术。欧阳雪茹出

钱帮她配了眼镜，方便她学习生活。

“老师，您帮助了我，我也想试着去帮

助别人。”有一天，洛桑对欧阳雪茹说，她

想尽自己所能去帮助家乡一对 70多岁的

孤寡老人，这让欧阳雪茹既感动又欣慰。

温暖一直都在

若尔盖流传着一句话：一年四季不

是在冬季，就是大约在冬季。在若尔盖

的 9 个月里，欧阳雪茹哭过 3 次，其中

一次就是在停电的时候要批改学生的作

业，实在太冷了，手止不住地发抖。

那时，欧阳老师把自己带来的保暖

利器“暖宝宝”发给班里的 70 多个孩子，

因为人多，每人只能分到一片。很多孩子

第一次知道了“暖宝宝”，一个藏族女孩

子跟欧阳雪茹说，她要把这片“暖宝宝”

带回家去给爷爷用，因为爷爷腿脚不好。

每每提到这件事，欧阳雪茹都会红了眼

睛。结束支教后，欧阳老师也常给那里的

孩子寄包裹，“暖宝宝”成了必备品。

当 地 老 师 批 改 涂 卡 纸 都 是 手 动 批

改，十分耗费时间和精力。后来，欧阳老

师和一位朋友一起，给藏文中学寄去一

台阅卷机，帮助当地老师提高批改效率。

欧阳雪茹班上有些学生家靠挖虫草、

川贝为生。2021年，因为市场环境等因素，

川贝收购价格比往年低，这让很多学生家

庭犯了愁。欧阳雪茹了解后，跟朋友沟通，

发现身边不少朋友都有求购的需求。于是

她牵线沟通，达成合理的销售价格，最后

帮助销售了 1.5万多元的川贝。

欧 阳 雪 茹 身 边 的 不 少 朋 友 ， 渐 渐

地 也 加 入 到 给 若 尔 盖 的 孩 子 送 温 暖

的 行 动 中 来 。 每 到 冬 季 来 临 前 ， 大

家 纷 纷 捐 出 干 净 的 冬 衣 ， 整 理 后 统

一 寄 往 若 尔 盖 。

“哇，口红！”藏族女孩泽丹卓玛今年

收到欧阳雪茹寄来的包裹时，十分惊喜。

“ 我 教 过 的 藏 族 女 孩 都 上 大 学 了 ，

成了大姑娘，哪个女孩不爱美？所以我

特意买了口红、乳液做礼物。”欧阳雪

茹笑着说，“我们需要灿烂的阳光，那

些孩子可能更需要。”

欧 阳 雪 茹 一 直 记 得 那 年 藏 文 中 学

“民族团结”诗歌朗诵比赛时，她和学

生跟一起念的诗——

老师，我以后想去你们的地方；
老师，我长大也想成为像你一样的人；
老师，欢迎你去我家里做客，去看

看我们草原的风景；
老师，若尔盖是我最热爱的家乡，

我想让她变得更好；
⋯⋯
老师答应你们，一定会有更多更优

秀的人来到这里，跟你们一起让若尔盖
变得更美丽。

跨越两千公里的“援”梦之旅
在若尔盖留下温暖痕迹

□ 吴子怡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宇

从武汉出发返回家乡，连绵的

高山、蜿蜒的公路⋯⋯一切是那么

的熟悉。从“陈同学”变成了大水乡

箐山小学的“陈老师”，华中农业大

学“ 本 禹 志 愿 服 务 队 ”队 员 陈 晓 娟

“心里像夏季的热风一样欢腾”。

2021 年 7 月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2017 级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本科生

陈 晓 娟 加 入 学 校“ 本 禹 志 愿 服 务

队”，和其他 15名同学一起组成支教

的第 17 棒队伍，去往家乡贵州省毕

节市百里杜鹃管理区大水乡支教。

到箐山小学报到的第一天，望

着一个个天真烂漫的孩子，这个在

大水乡出生的彝族姑娘告诉大家：

“同学们，我也是从大水乡出去的，

和你们有着相似的成长经历⋯⋯”

陈晓娟选择回乡支教，源自与

“本禹志愿服务队”从小结下的“缘

分”。上幼儿园时，她就常常听大人们

聊起“武汉来的支教老师”的故事。

这 位 支 教 老 师 就 是 徐 本 禹 。

2002 年 7 月，20 岁的华中农业大学

大三学生徐本禹来到毕节市大方县

岩洞小学开展暑期支教。贫困山村

落后的教育条件撞击着他的心灵，

2003 年 ，他 放 弃 读 研 的 机 会 ，又 回

到贵州山村支教两年。

2005 年 ，华 中 农 业 大 学 成 立

“本禹志愿服务队”，决定每年在应

届毕业生中招募优秀志愿者，到贵

州 山 区 定 点 支 教 。10 多 年 来 ，这 支

志愿者队伍一棒又一棒接力向贵州

山区输送教育力量。

上了初中，陈晓娟也真正接触

到“本禹志愿服务队”。当时，陈晓娟

在大水中学上学，经常听到班上大

石小学、箐山小学毕业的几位同学

聊起各自与志愿服务队支教老师的

故事。“他们每年都会看到不同的支

教老师，这些老师会讲外面的世界

怎样精彩，鼓励他们好好学习。”

2017 年，陈晓娟以全班第一的

成绩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在开学第

一课上，陈晓娟观看了一部根据徐

本禹等人事迹改编的公益话剧《牵

挂》。这部话剧生动再现了华农研究

生支教团的感人故事，陈晓娟深受

师兄师姐支教精神的感染，跟随剧

情，她不禁也将自己“代入”其中。

“上大学后，我看到了乡村教育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也慢

慢坚定了要返乡支教的想法，希望能作为本禹精神传承的一

分子，做家乡孩子们成长的‘助推器’，让更多孩子能跟我一

样，考上大学、见识到更广阔的天地。”陈晓娟说。

2021 年 7 月，陈晓娟和队友们来到大水乡。她被分到了箐

山小学支教。这所小学坐落于乌蒙山腹地，全校共有教职工

15 人，学生 282 人，以彝族、苗族为主。陈晓娟主要负责三年级

37 名学生的语文教学。

作为本地人，方言的相通让他们的关系迅速升温，陈晓娟

很快跟孩子们熟络起来。

“老师，你家远吗？”“老师，你以前在哪里上学呢？”“老师，

你的大学是怎么样的？”孩子们对她的经历充满好奇。

“老师家就是大水乡的，当时条件比现在还要艰苦。”陈晓

娟向孩子们分享自己求学的故事。她回忆起读小学时，每家每

户都没有通网络，老师教学使用传统的板书，一擦黑板粉笔灰

“到处飞”；十几年后的今天，道路村村通、网络家家通，学生坐

在干净整洁的教室内，运用现代化的课件学习新知识，这一切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她也总能从孩子们身上看到自己过去的影子。学生大

部分是留守儿童，个别孩子会因为家庭状况自卑。相似的成长

环境，让她跟孩子们很容易找到共同话题。作为大水乡少数考

上“211”高校的大学生之一，她常结合亲身经历告诉大家，唯

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在教学中，针对学生基础薄弱、学习懈怠等问题，陈晓娟

设置了“一对一”帮扶、“重点”帮扶、“集优”兑奖等多类学习机

制，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除了课本上的知识，陈晓娟还会和大家促膝长谈，帮助他

们改变错误想法，树立人生目标。

陈晓娟注意到学生杨奇江上课老爱打瞌睡，后来发现，杨

奇江那时沉迷于手机游戏，晚上熬夜打游戏，不写作业。陈晓

娟找他谈心，从当下谈到以后、从学习谈到理想。

终于在一次课间，杨奇江从窗户给陈晓娟递了一张小纸条，

上面歪歪扭扭地写道：老师，我会好好学习语文的！从那以后，陈

晓娟发现他变了，白天再也不打瞌睡，学习主动性也提升了。

以前是陈晓娟追着他要作业，渐渐地，他追着提醒老师收

作业。杨奇江的语文成绩从原来的 20 分左右，逐渐提升到 40
分多分、60 多分，拿下全班语文“进步奖”。能够帮助学生改掉

不良习惯，陈晓娟觉得无比欣慰。

在支教过程中，陈晓娟还协同队友开展“玩转科学”项目，

向学生传授垃圾分类、太阳能发电、食品添加剂等众多课本之

外的知识，帮助大家开阔视野、领略科学魅力。

一年支教时光结束，陈晓娟与孩子们的“缘分”仍在继续。

不久前，箐山小学四年级的孩子们接连给她打了好几个电话，

“汇报”近来的学习生活情况。“老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们

班上同学现在学习积极性提高了很多”“老师，我们都很想你，

有空回来看我们”⋯⋯

如今已是华中农业大学 2022级生物与医药专业研究生的陈

晓娟，对支教有了新的理解。在她看来，以徐本禹学长为开端，“本

禹志愿服务队”20年的支教接力为家乡带来的改变是深刻的。

这些年来，在支教团队的呼吁支持下，家乡的教育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现在，学校里有现代化的教室、全新的操场、整洁

的食堂、独立的宿舍⋯⋯一切焕然一新。

同时，在志愿者的影响下，许多学生树立了努力学习、走出

大山、反哺家乡的目标，家长们则越来越意识到教育的重要性。

陈晓娟的童年伙伴高霞就毕业于华中农业大学大石希望

小学。高霞常跟她提起，支教老师对她影响很大：除了学习指

导与生活关心，老师们还联系爱心人士对她进行经济资助，帮

助她顺利完成学业。至今，高霞仍常常和支教老师联系。

目前，高霞在贵州大学读研究生。她说，希望毕业后也能

像这些支教老师一样，立足专业，扎根基层，为家乡的建设和

发展贡献绵薄之力。

“这些改变是‘本禹志愿服务队’无数志愿者一年又一年

传承志愿服务精神，用实际行动努力换来的结果。”在陈晓娟

看来，一批又一批大学生将知识与希望播撒到贵州山区，让爱

心种子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辛勤，却也浪漫”。

支教期间，陈晓娟还参加了毕节市举办的带岗直播活动，

为父老乡亲推荐、联系工作岗位。她认为，乡村振兴最终要靠

人才，而人才的培养要靠教育。

“我看过许多地方的风景，却依然热爱家乡的土地。”回想

起在家乡一年的支教经历，陈晓娟在随笔里写道。未来，她希

望带着爱与嘱托，在助力家乡的孩子们开创美好明天的路途

上继续前行。

高坡苗族乡云顶小学足球特色课堂

上学生们正在训练。

近年来，贵州省贵阳市花溪区着眼

于农村基础教育发展，持续加大专业教

师引才力度，建强乡村教师队伍，开设

特 色 课 程 ， 不 断 提 升 农 村 学 生 综 合 素

养。今年 6 月，该区高坡苗族乡云顶小

学组建了第一支女子足球队，首批队员

18 名 ， 涵 盖 四 至 六 年 级 学 生 。 据 悉 ，

该校将借助全国各级足球比赛和夏令营

活动，进一步推动学生“走出去”，为

学生提供学习交流的平台和展示自我的

好机会。学校还将壮大足球队的规模，

招收二、三年级的小队员 12 人。

王 健/摄

苗乡村小有了
女子足球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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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 。”这

句诗深深刻在我心里。我叫李明码，佤族小伙

儿，出生在云南省一个边陲山村，现就读于东

南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是村里唯一走出的“双

一流”博士。

我生于山村，长于山村。小时候，我一直住在

土坯房里，家里买不起瓦片，只能用煤油纸和茅

草、竹子等胡乱盖在房顶上，一到夏天就会有刺鼻

的气味。我们生火的时候，常从房顶上拿下一片引

火，现在看来，其易燃性高，安全性也不是很好。村

里人最常借的是柴米油盐，大家总是相互借些米、

借些盐，等到秋收后再还回去。

在我还没满月的时候，母亲就已经下地干

活，只能把我寄养在别人家，所以在幼年时，我

是吃百家饭长大的。

不可否认，我的生活是苦的，但也是幸运的。

父亲上过一个月小学，母亲没有上过学，但

是他们供我上学的想法从未动摇，他们希望我

通过教育从山村走出去。

当读到课本里《送东阳马生序》的时候，我

不禁潸然泪下。“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是我生活

的生动写照。我儿时家里穷困，没有买过一本课

外资料。“假借于藏书之家”则是我父亲的应对方

式，父亲总是能找到朋友亲戚家里的课本、习题

册让我学习。

小时候，我也曾有过懈怠，有一次生病，请

假休息了一上午，但是我因为贪玩，下午也没去

上学。父亲得知后，狠狠揍了我一顿，母亲告诉

我：“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也就是那时，我意

识到，知识在父母心中如金子般贵重。

陪伴我长大的有一个堂兄，我叫他“大哥”。

大哥是除了我父母以外对我最好的人。得知我

贪玩逃课后，当天，是父亲揍我，第二天，是大哥

揍我。大哥出去打过工，他常常和我说，外面有

一个更广阔的世界。

我有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爷爷，我们是“忘

年交”。他是一位从部队退役回来的老共产党

员。他在部队不断学习，从不识字到通信兵，不

断进步，所以他告诉我要坚持学习。他还告诉我

党是什么、为什么要入党，如今 80 多岁的他仍

会不时给我打个电话，而我选择入党也多半是

受了他的影响。

我还有一位没有血缘关系的阿姨。当我收

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担忧曾一度大于欢

喜，因为 1 万元的学费远不是我的家庭能够负

担得起的。得知我被录取的消息后，父亲抽了一

晚上的烟。但事情总会有转机，县委了解到我的

情况，工作人员经过考察后，联系了一个公益组

织。之后，阿姨代表公益组织为我提供了帮助，

除了学费上的资助，她还在学习生活上不断指

导我、鼓励我，并邀请我在寒暑假加入他们的公

益团体，探望一些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我觉得

她对我价值观的塑造更胜于学费的资助。

我很庆幸，在人生路上能遇到我的父母、大

哥、爷爷、阿姨。

一路走来，我收获了很多荣誉，比如“中国

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东大好青年”，但是我也

会有迷茫的时候。

我 一 直 只 有 一 个 模 糊 的 目 标 ——见识一

下广阔的世界，但是选择摆在面前时，我发现我

一无所知。当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当选择是否

保研的时候，当选择是否读博的时候，我都不确

定将来该走哪一条路。

后 来，我 向 导 师 寻 求 帮 助 ，导 师 不 断 鼓 励

我，让我把生活“降速”，慢下来。

经过迷茫之中的挣扎，眼前的路才会更加清

晰。书籍和导师、朋友给我的正能量让我重新找到

方向，我不再迷茫，我决定读研，也不为自己的人

生设限。

我在生活中保持着努力奋斗的状态。大学

期间，能想到的兼职我全都做过，外卖、快递、服

务员、群众演员⋯⋯在常州市金华人民医院实

习期间，我一边实习，一边在面馆打工，“朝五晚

十一”是我的生活常态。

2021 年 7 月，江苏省南京市禄口机场新冠

肺炎疫情暴发，当时我正在江苏省疾控中心做科

研课题，得知消息后，我立刻向导师申请支援抗

疫。我参与了对禄口集团工作人员的核酸检测工

作，对于群众关于疫情防控工作的问题进行反馈，

协助核酸检测基因测序工作以及对实验室废弃物

消杀处理。

选择努力注定是艰辛的，可不断奋斗的人

生也注定是有意义的。

前段时间我读了《遇见最美的本草》，书中这

样描述：“一粒芥子渺小得可怜，不注意几乎看不

见，一阵风就能把它吹跑，一滴雨就能把它淹没。”

但是作为一味药，其外敷可消肿散痛传温气，内服

可利气豁痰。芥子孕发于秋冬，经春雨夏暑，盛开

出漫天漫地的金黄色，如同绚烂释放的青春，如同

欣欣向荣的青年。我也觉得我们在这大千世界也只

是沧海一粟，努力拼搏着在尘埃中开出自己的金黄

色，又将温暖传递给他人。

我相信很多年轻人都经历过痛苦、迷茫、挣

扎，但不要给自己设限，一如芥子虽小，却小而

不弱，渺而不卑，有大志，可大用。

我们在这里“青听”民族教育一线的声音，
投稿邮箱：zqbmzjy@163.com

苦难没有给我的人生设限

﹃
本禹志愿服务队

﹄
二十年接力支教催生新动能

﹃
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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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雪茹前排（左三）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支教时，和学生在一起。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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