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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建立学校管理制度，给当地学校留下深刻
印记之外，汪老师自己的教育教学也深受学生欢迎，
这一点，从视频中学生在告别仪式上的依依不舍和
数度哽咽，不难感受到。

支教期间，汪老师还积极牵线宁波的爱心企业
家到普安学校资助贫困优秀学子，资助金额共计
15.6万元，并牵头在学校设立奖学助学基金会，并向
基金会捐款5000元。

“陌生的环境意味着历练，也意味着成长。独自
去一个陌生的环境锻炼自己、更好地认识自己，是我
一直以来的心愿，我是带着这个原因加入支教队伍
来到贵州普安的。既然来了，我就想我能为普安的教
育做些什么，怎样做才能尽到我的绵薄之力？当我面
对艰苦的生活条件，当我感到孤独、迷茫时，我会在
心底对自己说，我是来支教的，不是来度假的。”面对
荣誉和赞誉时，汪君杰老师这样解释自己的初心。

说起一年半的支教，汪老师非常感谢家人的付
出和支持。他离家支教时，儿子面临中考，督促、辅导
学习以及接送的担子就落在了妻子一人身上，妻子
的工作也非常繁忙，只能叫来母亲帮忙照顾孩子的
起居。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夫妻俩商量过后，索性
把孩子送到马来西亚读高一，于是演变成了一家三
口分居三地的情形。

如今，结束支教的汪老师已经回归，这个学期，
他担任同济中学高一年级段段长。普安一年半的经
历，让汪老师更加静得下心来教书育人。

一段13分钟视频背后的

前几天，同济中
学校长俞海后收到
了贵州省黔西南普
安县第一中学党委
书记花兆丰发来的
一则视频，看完视频
的俞校长深受触动，
写下了 544 字的一
条长微信，连同视频
一起发了朋友圈。朋
友圈的开头说：“有
点长，阅读需要 3 分
钟，视频长 13 分钟，
思考需要一生。”

是什么样的内
容让俞校长如此感
慨？原来，13 分钟的
视频讲述了普安县
东城区实验中学师
生送别支教老师汪
君杰的故事，汪老师
是同济中学的物理
老师，赴普安支教一
年半归来。

“汪老师自己没
有跟学校说过他支
教的艰辛和学生对
他的喜爱，学校去年
派老师去了一趟普
安，才知道汪老师在
当地所受到的欢迎
和尊重，以及他做的
事情。这次的视频，
虽然内容是去年底
的，但我们也是刚刚
看到，深切地感受到
了当地学校老师和
同学对汪老师的浓
浓不舍之情。”俞校
长告诉记者。

俞海后校长发的微信内容，总结了汪君杰老师支教
的几个可贵之处：

“临时受命勇于担当。去贵州普安县支教，因情况特
殊，留给他考虑的时间只有一个晚上，事实上他只用了
半小时，就坚定地担起了支教的任务。第二天欢送会上，
他夫人笑着送他，却不自主地流下了眼泪。后来我们才
知道，为了支持君杰去支教，夫妻俩将儿子送到了全封
闭全托式高中，三人分三地而居，相差几千公里。

不为名利只为初心。支教前，他已是高级职称，是一
种使命感驱使着他，到了那边，放弃了县城的一中，而是
去了新建的分校，路远又因配套没跟进，条件简陋，甚至
都是泥土路。

用爱诠释教育真谛。教育是人与人之间交往、影响，
心与心之间碰撞、升华。他是这边的得力干将，在那边展
现了支教的真正价值，又挂职副校长成为管理层核心力
量。视频中学生模仿教师，包括将来成长为教师，这正是
一种优秀。当地学校又打报告申请将君杰的支教由一年
延长到一年半，他欣然接受了。

不是非得病倒甚至牺牲才是英雄，其实，榜样就在
我们身边。”

汪君杰，宁波市同济中学物理教师，于2019年6月
至2020年12月赴贵州省黔西南州普安县支教。原本去
支教的是另一位老师，因为临时有事无法成行，汪老师
仅仅考虑了半小时，就决定去支教。当时，他初三的儿子
即将中考。

短短一年多时间，汪老师先后被评为“全州脱贫攻
坚优秀共产党员”、普安县“高中十大名师”等。

普安县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李佳封如此评价汪老
师：他是一位已经本土化了的支教老师，把支教学校当
成自己的学校，主动参与学校的管理，主动要求延长支
教时间，主动带队去招生，主动把自己的朋友拉过来帮
扶贫困学生……

2019年6月28日，汪君杰老师来到普安县第一中
学支教，因为他的履历，被聘任为普安一中校长助理。

当年8月，新成立的普安县东城区实验中学开
始招生，因师资严重不足，县教育局决定从校本部普
安一中选派教师到新学校上课。汪君杰老师主动提
出了申请。东城区实验中学距离普安县城20多公
里，加之学校配套的基础设施尚不齐全，生活条件较
为艰苦。

到东城区实验中学后，他被聘任为副校长，分管
学校教学科研处工作，担任物理教研组组长，帮带一
名年轻的物理教师，同时兼任“镇海实验班”的物理
教师并负责班主任的培养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汪老师提出了“精细化管
理”的想法，落实管理责任，变一人操心为大家操心，
围绕学校制度和教师教学，实行岗位责任制，以激发
老师们的主人翁意识和工作责任感，增强教师自我
成就感，从而提高工作效率。

在教师教学管理上，汪老师根据当地教学实际，
制定了一系列改革措施：

针对课务繁重、班额又大（每班有 60 多人）、任
务艰巨的情况，建议开展集体备课，实现资源共享，
提高效率；

针对学生底子薄、自主学习能力较弱的现状，提
出“降重心、快节奏、多循环”的教学策略，强调从以

“教为中心”到“学为中心”的转变，积极提倡学生参
与课堂教学的模式，以提高40分钟的课堂效率；

针对学生的学情，对所订资料进行精选，落实
“精选、精练、精讲、精评”，努力做到“有发必收、有
收必批、有批必评、有错必纠”，牵头同事共同编撰适
合学生的复习题、模拟卷，努力实现高效作业、高效
复习；

对于留守儿童、问题学生，通过个别谈话了解他
们的生活状况，鼓励他们树立自尊心，克服自卑感，
端正学习态度，并通过集体辅导、个别答疑、作业面
批等方式来实现后进生的转化。

通过一年努力，这所新学校的管理模式初步构
建，教研氛围日渐浓厚，学生学习能力明显提升。

事实上，这些工作对于此前并没有多少学校管
理经验的汪老师来说，困难实在不少，为此，他和大
家不断沟通，有时甚至聊到半夜，就干脆在办公室和
衣而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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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君杰老师给当地学生上课

汪君杰老师指导学生做实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