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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支教大多是大学生自
发行动，从中华支教网或一些机
构获悉支教需求信息，招募团
队，自行募集爱心物资，自行确
定课程，向学校申请实践活动项
目获得部分资助，自己掏大部分
费用前往支教。支教地点条件均
很艰苦。数位支教者说，一般住
在当地学校里，防潮垫上加个睡
袋，两名同学拼一顶蚊帐，很多
时候洗个热水澡也成奢求。理想
与现实的落差比较大。一个多月
的支教里，除了找准支教内容与
当地孩子的契合点外，还得关注
队员情绪、团队磨合等，还有每
天买菜做饭、烧水、洗衣等各类
生活琐事。一位教师透露，种种
原因下，他所在的高校能连续数
年参与支教的大学生并不多，更
多的大学生把支教当成自身成长
的一种经历。

另一位教师透露，由于信息
不对称，个别地方甚至出现了大
学生排队支教的现象。

当然，大学生们的支教热情
难能可贵，理应得到肯定。一位
支教带队老师坦言，4 年前他与
大学生支教团队从宁波出发到成
都，再转车到康定，然后坐汽车
到普沙绒乡，再换车到支教点，
单趟行程就得 3 天半。另一个支
教团队队长告诉记者，今年 7 月
初他们出发时恰逢当地发生山体
滑坡，道路中断数天，他们绕道
而行，暑假班仍如期开张。“不是
谁都有这份决心去偏远地区支
教，大学生们的热情理应充分肯
定！”众多受访者如是说。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现在出省支教的团
队很多会自掏腰包购买人身意外
险和车辆意外险，以求意外发生
时有一份保障。

然而，支教的本意是点燃贫
困地区孩子的希望之光，需要年
复一年的持续给力。支教在送去
关爱、物资、金钱之余，更应该
从支教对象——偏远山区的孩子
视角来考虑，他们最需要什么，
怎样持续帮扶到位。“很可能当地
孩子需要的是陪伴成长，支教的
目的是促进贫困地区孩子自信自
立自强，为今后走出大山追求向
往的生活播下种子。这不是短期
的文化课学习就能解决。”一位支
教大学生坦言，在家访中发现当
地家长的教育理念非常落后，第
一次开家长会只来了 4 名家长，
再三动员才来齐。要提升家长的

教育意识，在对孩子帮助中，培
养起孩子的各方面优秀品质，都
需要社会的系统支持方能有起色。

采 访 中 ， 多 位 业 内 人 士 建
议，各高校是否可组团与有支教
需求的地方合作，与地方团委、
街道或关工委等组织建立固定的
联系，有针对性地开展支教活
动。这样能形成双方之间的资源
互补：真正为有需求的地方解决
缺人授课的实际问题；大学生支
教期间的住宿和安全也能更有保
障。同时，还可以给支教大学生
投份保险，以防万一。

这也为长期结对支教打下基
础。眼下大多数支教大学生只在
暑假去，而且每年前往支教的人
群很可能不一样。建立长效支教
模式后，通过暑假深入走访了解
当地学生需要的教育形式和内
容，平时可通过线上开展定期授
课或交流，暑假再为孩子量身定
做个性化的面授课程，一批批大
学生持续接棒，使当地孩子能得
到持续、系统的帮扶。

此 外 ， 支 教 不 能 仅 限 于 教
学，还需要积极对接社会资源，
改善支教地区的生活条件和办学
设施，有的甚至需要一对一长期
结对帮扶。

所幸的是，在甬高校大学生
支教正逐渐向这一方向努力。大
红鹰学院随手公益团队的开化支
教行已进入第 6 个年头；浙大宁
波理工学院的大别山支教行也已
进入第二年。支教团队通过家访
把贫困家庭孩子的信息带回宁
波，在朋友圈或小范围内尝试两
地家庭结对帮扶，资助学业等；
有的发起活动，牵头募集棉衣、
手套、文具等。宁大青年志愿者
协会与奉化尚田镇对接，加入当
地的“春泥计划”，在 6个村庄开
展为期15天的假日课堂活动。

此外，持续支教需要模式创
新。宁波大学的“EYE 无线”共
享课堂开创线上线下互联网支教
的新模式，打破了时空的限制，
将支教从暑假延伸到平时，还能
同时辐射多地。 今 年 暑 假 就 有
500 名小学生从中受益。大学生
公 益 创 业 也 瞄 上 了 支 教 项 目 ，
设 想 通 过 “ 支 教 + 旅 行 ” 的 模
式，在支教当地建立营地解决
支教者食宿，吸引退休教师、师
范类实习生加盟，同时给支教者
在当地旅行以一定优惠，使双方
受益。

■持续支教还需哪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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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触碰另一朵云，一个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每逢暑假，全国各地大学生一批

批奔赴边远山区、海岛，短则两周，长则一个半月，给

当地的孩子上课，捎去外界的关爱，点亮他们的希望之

光。当然在甬高校也不例外。支教，宁波大学生怎么在

做？这些年支教的形式有哪些变化？当地孩子从中受益

吗？支教的接力棒怎样更好传递下去？为此，记者展开

了调查。

上月 8 日，对于贵州省遵义
市绥阳县黄杨镇茶村小学的孩子
们来说真是个开心的日子。一个
双肩包、一只行李箱还有一颗炽
热的心，宁波大红鹰学院的 10
多位大哥哥大姐姐辗转数千公
里从繁华的都市来到这个偏僻
的小山村，给他们开出了快乐
暑假班！随同这个支教团队到
达的还有社会人士的爱心——
崭新的书包、文具、衣物，还有
上千册图书。

茶树小学位于村口，两侧各
有一条斜坡路通向村里，校内只
有一至三年级，每个年级只有数
名学生，日常课程以语文、数学
为主，其他课程很少涉及，孩子
们的课程极为单调。

“我们要让大山里的孩子接
触更多的新事物，感受不一样的
东西。”团队负责人周彬彬说，
来之前的三个月里，团队成员反
复琢磨，确定了科技实验、折纸
艺术、画脸谱、地理常识等授课

内容，然后分工备课、准备教
具，成行前还增加了一个短期军
训项目。因为从前期视频沟通中
发现，这些孩子常低头小声说
话，想通过军训提升他们的自
信。

科技实验课堂上，支教团队
准备了手摇发电机，手把手地教
孩子组装。摇动手柄，与发电机
相连的电路上小灯泡亮了起来，
孩子们发出了一声声的惊叹。随
后，支教团队再给孩子们普及电
的知识，在黑板上画出简单的电
路图，启发孩子进一步动脑思
考，由此告知孩子在日常生活中
注意用电安全。在画脸谱课上，
很多孩子是第一次拿起画笔。他
们小小的手握着画笔，蘸上颜
料，一点一点地将色彩描绘上
去，大胆呈现心中的图案。

在大山之外有什么？地理课
上，支教团队向孩子们讲解了中
国省市县乡镇村的行政等级划
分，以及地理常识，在一张大大
的中国地图上，让孩子们寻找自
己的家乡、父母外出打工的城
市，还有宁波的地理位置，展现
一座座繁华的城市。

每天上午站军姿、跑步，大
声做自我介绍，在一次次的鼓励

下，孩子们的眼神越来越坚定。
参加暑假班的孩子也从最初

的 10 来个增加到 20 多个。带队
老师葛云锋说，其实孩子心中各
有梦想。支教所做的是让孩子们
去发现这个世界的色彩斑斓，鼓
励他们去追逐梦想。

与众不同的是，与这个支教
团队随行的还有 5 名宁波少年。
他们也当起小老师，把城市里的
缤纷世界分享给孩子们。这些平
时被父母捧在手心里的宁波少年
与支教团队一起走访贫困学生家
庭，最远的步行往返需要五六个
小时，还需跋山涉水。看到破旧
的木板房里，昏黄灯光下一张摇
摇欲坠的小方桌……艰苦的环境
让 5 位宁波少年触动很大，在近
1 个月的支教生活里养成了早起
锻炼和生活自理的习惯。

周彬彬说，由团队募集而来
的爱心物资分发给了茶村小学的
每个孩子后，他们将剩余部分捐
给了太白镇大河小学。支教计划
也有小小的变动，当初打算建一
个学校图书馆，后来发现不切实
际，就把上千册图书发到每个孩
子手上，让他们交换着阅读。

“支教很能锻炼人，从前期
的团队招募，到爱心物资募集，
与当地负责人反复沟通，还有支
教方案的设计与执行，以及生活
上的各种困难需克服等等！”一
位队员说，这份经历是他人生中
的一笔财富。

■贵州茶村小学迎来宁波哥哥姐姐

“支教绝对可在高校各社团
活动中排到前三位，非常的热
门！”上周末，一位在甬高校教
师坦言，他所在的高校若招募支
教志愿者，报名者众多，可从
十五六人里挑选一名。每次支
教分享会，能容纳 200 多人的
阶梯教室里人满为患，还有站
在 走 廊 上 旁 听 的 。 支 教 走 俏 ，
大学生有情怀是首要原因，当然
也不乏各高校里有社会实践考核
的原因。支教团队中，一般女生
偏多。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副教授余
志伟说，支教兴起有 20 多年了，
目前据他了解民间支教有三种方

式。一是由大机构招募志愿者，
受教点可获得长期支持，支教时
间短则半年，长则一年多，志愿
者有一定报酬。二是大学生承揽
基金会发包的支教项目，较为短
期，资金固定使用。三是大学生
们自发的支教行为，自行联系支
教地点，基本上所有开支自掏腰
包，募集人员和物资都得自己操
心。各高校一般会以社会实践项
目的名义给适当补助，但数额有
限。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支教活动
已进行 10 年，各社团各有侧重，
比如黑苹果公益组织着重做乡村
小学支教，随手公益着重建设乡

村图书馆。有学期中的支教，也
有暑期支教。该校成立了满天星
微公益服务团队，主要面向宁波
的外来务工子弟学校，从最初的
东钱湖小学和石桥小学拓展到栎
木小学等，团队人员从最初的10
多人发展到现在的 200 多人，从
最初的手工课拓展到科学、历
史、地理和文化常识等，还有时
事热点、卫生及自我保护等。支
教基本以省内为主，跨省的去过
广西、贵州、四川、甘肃、河南
等地。每年支教队员都得经过公
开筛选、相关培训和课程试讲，
确保给当地孩子带去高质量的教
学。

宁波大学每年有2000多名学
生在暑假集中支教，还有 600 多
名学生在日常利用课后、周末等
时间支教，范围也从宁波大学周
边的村镇街道逐渐延伸到省内的
衢州、丽水、舟山等地，还有
贵州、青海、江西、重庆、四
川和新疆等欠发达地区。宁波
大学学生起初利用暑假开展课
业辅导为主的支教，发现效果
不 佳 后 ， 改 为 周 末 有 学 业 辅
导，暑假有美术、音乐、体育等
综合能力提升、安全教育和心理
健康课程。

近 3 年来，宁波大红鹰学院
校院组建了 256 个暑期社会实践
支 教 团 队 ， 近 4000 名 学 生 参
与，服务内容从基础常规课程
向结合学生自身专业开展的特
色课程转变，如：开展 3D 打印
课程、手工软陶剪纸课程、军
训 课 程 、 户 外 训 练 、 书 法 课
程、舞蹈课程等；服务群体除
了原先的普通中小学生外，还
增加了面向留守儿童、贫困山
区学生的支教。今年暑假该校就
有 25 个校级支教团队，近 1600
名学生参与。

在支教前，高校普遍会对大
学生进行统一的培训。“普通大
学生缺乏教学经验，能力参差不
齐；再者大学生与乡村儿童的生
活环境不同，可能在沟通上会有
困难。到了支教点后，日常生活
适应和环境融入是首位，然后
才能谈到支教成果。所以统一
培训、行前的团队建设及规章
建 立 都 显 得 特 别 重 要 。” 采 访
中，数位高校辅导员坦言，支
教正应了“理想很丰满，现实
很 骨 感 ” 这 句 话 。 支 教 到 位，
需要方方面面的细致考虑与非常
强的执行力。

■在甬大学生参与支教热情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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