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我们一行人怀着“喜忧参半”

的心情，来到了位于凉山彝族自治州的雷波县

城关小学。一年的支教生活也从这个时候开始

拉开了帷幕。

依然记得刚到达雷波县城关小学，面对陌

生的环境和当地居民时，我们紧张又期待的心

情。在学生们开学返校前，我们在学校和其他

老师一起为开学做准备。我站在教室门口，看

着密密麻麻的课桌，顿时心生恐慌，心想：这方

小小的讲台改变了多少山里孩子的命运？不敢

想象当 50 位小孩子坐满教室开始上课后，将

会是怎样的场景？……

2022年9月8日，我走上了那方讲台，成了

三年级6班到10班的英语老师。我

脑海中

无数次幻想过站上讲台的样子，课前做了不少

准备，但临近上课还是会紧张、忐忑。在开学第

一课中，我看到了学生眼神中的那种渴望，那

是对老师的期待与认可，更是对知识的无限渴

望，而这种眼神曾经也多次出现在我的脸上。

走上讲台不止一次，而以一个教师的身份

却是第一次，以往是教师看着我，而这回却是

我看着学生的一段支教生活。

第一周的课结束后，我开始批改学生的作

业，火就上来了，做错、空白、乱做的现象比比

皆是。办公室老师告诉我，这边英语老师紧缺，

很多学生从小没有接触过英语学科，

甚 至 有 的

孩子已经对学习失去兴趣了。叹息之余，我也

发现，其实每个班级里还是有很多孩子在努力

学习，他们笔记干净、作业认真、态度积极。我

想，就算我只能改变一些人，那这一年时光也

是值得的。

除了上英语课，我们每个老师还带了一门

一年级的副科课程，每一天还需要处理孩子们

之间的各种“疑难”问题。在小学校园里，总会

有各种魔音绕耳：“老师，他乱扔垃圾！”“老师，

他 们 俩 在 外 面 打 架 。”“ 老 师 ，我 没 有 本

子。”……

一句接一句的呼喊声让我不得不

面对现实。虽然开始时，我也会因为学

生落后的学习成绩、散漫的课堂纪律

感到焦虑和生气，但更多的时候是被

他们不吝表达的善意和真心所打动。

我深知，对于这里的孩子来说，知识

就是他们命运的出口，像一束光一样

照亮了他们艰苦的日常。

在得知这边的期末考试没有英

语科目之后，为了让学生加强对英

语学习的重视，我和同学赵璇单独

给三年级的每个班级都准备了每

个单元的测试试卷。在测试结束

后，我们急忙给学生批改试卷，期

待看到他们的每一次进步。当批

改出一张张 80 分、90 分的试卷

时，我心里真的特别开心、骄傲；

改到不及格的试卷时，内心又十

分焦虑。我想：这就是老师吧，

会为了自己学生的成绩时而开

心，时而又生气。

由于当地的经济水平有

限，很多孩子的家庭经济情况并不乐观，看到

孩子们冬天手被冻得通红，还只穿着单薄的外

套。我们继续延续川农的“暖冬行动”，在高校

募集回收、整理归类、消毒清洗衣物，把几十包

爱心衣物运送到了山里。整理完衣物时，已经

到了深夜，我们几个成员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

了宿舍，但是一想到孩子们开心的笑容时，我

们的心也格外温暖。

除了日常的教学工作，我们还会做许多其

他的志愿者工作和服务地学校分配的工作。在

学校安排我们团队里的3个女生负责川农卓越

启航班六一儿童节的节目编排时，作为西部计

划志愿者和孩子们的老师，我们义不容辞地参

加到活动中。同时，我们5位成员在课余时间积

极联络学校和社会各界资源，开展了书籍捐赠、

书信传情、兴趣社团、各类主题班会等活动。从

多方面来关注学生成长，助力学生发展。

支教开始倒计时了。不知不觉一年的支教

生活就剩下两个月了。在这次支教开始之前，

我总是会想，这么长的时间要怎样才能度过

呢？可是当自己真正来到这里之后，我才知道，

这看似漫长的时间，其实根本不够用。

在这短短的近一年的时间内，我遇到了很

多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新朋友、新问题、新观念。

直到现在，我仍记得自己第一次被人称为“老

师”时的心情，虽然不像想象之中的那么激动，

可还是让我感受到了自我的成长。这一年，感

受着雷波这座小城独特的氛围和凉山人民的

热情与关怀。一路走来，收获颇丰，感慨万千，

支教工作的顺利开展离不开学校、服务地和社

会各界的支持与帮助。这一年，培养孩子们对

学习的兴趣，告诉他们人生有很多种可能，就

是我们支教最大的意义。

杏坛
叙说教书生涯 分享育人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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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支教，我选择了教育
■ 内江经济技术开发区实验学校 吴敏

2019年2月18日，一个特殊的日子。那
天下午，我的QQ提示有人添加我为好友。信
息写着：吴老师，您还记得我吗？头像是一个
彝族美女。凉山的学生！我兴奋又激动。10
年了！这10年里，我无数次地想起那段日子，
向后来的学生讲述那些凉山的孩子。本以为
隔着遥远的山水和时间，他们只留在我的回忆
里，如今居然联系上我了。

我又翻看起相册里仅存下来的那张全班
合照，那时手机像素低，照片都是模糊的，我把
照片发给女孩看，她十分激动，然后圈出了自
己。婷婷？班上为数不多的彝族女孩中的一
个。那时，四年级的她只有小小的个头，现在
却是一个高挑的护士了。

婷婷马上建立了班级群，大家都很激动，
那些学生长大了，长高了好多，大部分都还在
念书，有学医的，也有学技术的，真好。我们聊
了好多好多，我的记忆又回到了凉山。……

那是2008年国庆期间，读生化系的我接
到一个教育系好友的电话，她去了一个很偏远
的地方做实习老师，当时凉山州教育局为提高
教育质量，鼓励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去西昌市各
个偏远地方教学，组织了第一届大学生顶岗实
习，实习学校由教育局统一安排，我的好友是
其中一员。电话里的她很急切，问我要不要去
她那里当代课老师。我答应了，收拾好行李，
一路换乘，一路颠簸，我到了西昌市中坝乡大
中小学，一个改变我职业意向的地方。

学校外面是一条水泥路，偶尔会有摩托车
或三轮车经过，校门外风沙很大，尘土落在我
的衣服上、眼睛里、头发上。校门已经生锈，我

轻轻地推开门发出了响声。校长出来了，他接
过我的行李，把我安顿好，又带我领了工作笔
记本和其他的东西。

一切忙完，我终于有空去转转。学校的教
学楼有两层，上下各有三间，一共6个年级，一
个年级一个班，每个班有十多张课桌和凳子，
窗户没有玻璃，用铁条和木条横竖钉起来。操
场是水泥地的，边上最中间的位置高出一个台
阶是一个讲台，讲台上的国旗飘扬着，在这灰
蒙蒙的地方显得十分鲜艳。

第二天，国庆假期过完，该是师生们上课
的日子了，我起得很早，站在校门那里看着，对
进门的学生笑着。他们看到新老师都有点害
羞，学校里有很多彝族孩子，我看着他们，黑黑
的小脸，大大的眼睛，眼球特别黑，很灵动，书
包上、衣服上、鞋子上沾上了泥土，原来他们已
经翻山越岭走了一两个小时的山路了。

自我介绍，点名，立班规，讲要求，就这样
开启了一个新手班主任老师的第一堂课。全
班一共有28个孩子，13个男孩和15个女孩。
课间，我就在教室里、走廊上转悠，和其他地方
的孩子们一样，他们也有很多玩的游戏，只是
有的孩子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原来班上有9
个男孩和4个女孩是彝族孩子，他们私下是用
彝语沟通，基本上不和汉族孩子一起玩，这种
情况也导致了后面的一次打架事件。

随着对这里的不断了解，夜深人静的时
候，我就会思索很多。慢慢地，我知道自己该
做什么了：我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提高他们的
成绩；买一些学习用品奖励他们；要把我获得
的优秀证书统统带来，给他们讲大学的美好，

讲外面世界的美好；我要激励他们走出大山！
每天早晨，学生们都会认真又大声地早

读。即使我回学校处理毕业事宜，他们一样认
真读书，就像教室里有老师一样，他们的懂事
听话让我感到很欣慰。中午有时间，我就带他
们到石榴树下写作文，教他们下棋、唱英语歌
……另外两个实习老师也在尽自己最大的努
力教导孩子们，教他们跳舞、画画、做手工……
校园热闹了起来。以往都很严肃的校长，脸上
的笑容都多了起来。

校长姓金，年纪在50岁左右，他的儿子和
我们年龄差不多，所以课下我们都称呼他为金
叔。我们在教学上遇到的任何疑惑，金叔都会
耐心地讲解。为了让我们快速成长起来，哪里
有专家下来指导青年教师了，他就带着我们去
听，用摩托车来回载着我们去几座大山外的麻
地小学，听有教学经验的老师上课，和周围学
校联谊搞教研活动，还请专家来听我们上课、
评课，从教态、语速、板书等方面指导我们。早
上，他煮好面叫我们起床吃饭，晚饭时坐在一
起谈教育、谈人生。对于我们这几个实习老师
来说，金叔影响深远。

日子就这样充实而祥和地过到了深秋。
一天，彝族孩子小胡迟迟未到学校，他是班上
年龄最大、个子最高的孩子，一向很爱学习，平
时他都早早地来了，难道是走山路出了什么
事？难道是家里人不让他读书了？隔壁班有
一个和他同路的学生告诉我，昨天放学在路上
他和班上的汉族同学小金打架了，可能是这个
原因没有进学校。我和隔壁班同学一起去找
小胡，在山坡上，我看到了他，大概还没解气，

在那里扔石子。没想到不团结的事发生在了
我们班上。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回到学校，我先给学生讲彝海结盟的故
事，讲西昌市的达达广场旁边还有彝海结盟的
塑像。学习上，我让汉族孩子和彝族孩子同桌
结对、相互帮助，下课一起玩游戏。渐渐地，以
前不怎么和我说话的几个彝族孩子也变得开
朗起来了，会缠着我问问题，我们的心更近了，
班级凝聚力也更强了，孩子们的学习成绩有了
很大的提高，平均分也从四五十分提高到了六
七十分。

一天，小胡和几个伙伴问我：老师，你是
不是和刘伯承司令一样是共产党员？听家
里老人说，共产党很了不起。我说：“老师现
在还不是，但我一定会努力成为一名共产党
员。”回到学校，我就向辅导员郑重递交了入
党申请书。

时间过得很快，2009年6月，孩子们迎来
期末考试，我也该大学毕业了，因为紫外线过
敏的症状越来越严重，我没有选择继续留在凉
山，但这一年的点点滴滴，孩子们的天真可爱、
我们的共同进步、金叔对我的培养和启发，让
我选择继续从事教育，我要一直教下去。

接近离别的日子，学生认真读书时，我会
到走廊上抹眼泪，孩子们也很不舍，哭着嚷着
希望我留下来……离别的那天，我们一起照了
合影，我在地上写了一连串数字，告诉他们这
是老师的QQ号码，即使当时的他们并不明白
什么是QQ，但他们还是努力地记下了，这就有
了10年后的再一次联系。

西昌市中坝乡大中小学，我永远记得！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学

校新来了一位年轻的音乐老师，

教全校的音乐课。她刚从师范学

校毕业的，十八九岁的年纪。学

校的老师和学生都叫她“小小老

师”，我不知道是因为她的名字

叫“小小”，还是因为她看起来小

小的，像个学生似的，总之大家

都叫她“小小老师”。

小小老师看上去年纪小，可

她教音乐课很有一套，歌也唱得

特别好听，我们都很喜欢她。那

次的音乐课上，她教我们唱《小

螺号》：“小螺号，滴滴吹，海鸥听

了展翅飞……”没有任何乐器伴

奏，小小老师的歌声足以把我们

征服。她范唱的时候，我们个个

听得入了迷，我同桌的男生脖子

伸得老长。

有个调皮的男生突然问：

“小小老师，什么叫小螺号？小螺

号是什么样子的？”小小老师笑

眯眯地说：“小螺号就是用海螺

做成的号角，海边的孩子都见

过，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响亮。小

螺号跟小喇叭似的，它的样子有

点像一只拉长的蜗牛壳，上面还

有颜色呢，很漂亮的。”说着，她

还做出吹小螺号的样子，嘴巴里

发出一种好听的声音。小小老师

不仅歌唱得好，模拟声音也妙趣

横生。我们这些生活在平原的孩

子，从来没见过海，不知道大平

原之外还有江河湖海。在小小老

师生动的描述中，我的心仿佛长

了翅膀一样，飞到了幻想中的海

边：小螺号的声音清亮动听，海

滩、海水、浪花、海鸥，这些遥远

而神秘的事物，在我脑海中有了

雏形。

在跟小小老师学唱《小螺

号》的时候，我想象着自己站在

海风吹拂的海边，吹响了一只漂

亮的小螺号。我唱得特别努力，

老师还夸我的表情特别好，说唱

这首歌的时候要笑盈盈的，很开

心很幸福的样子。我被老师夸

了，唱得更起劲了。

让我们没想到的是，几天

后，小小老师把一只真正的小螺

号带到了课堂上。那只小螺号果

真像她说的那样，像小喇叭和蜗

牛壳，不过比小喇叭和蜗牛壳好

看多了，上面还有浅褐色的斑

点，真漂亮。老师吹响了小螺号，

教室里立即回荡起响亮的号音。

我们兴奋极了，都跃跃欲试，想

要吹一下小螺号。小小老师把小

螺号的“嘴巴”在水里洗了一下，

给我试吹。不承想我吹得太用

力，发出的声音太大，把自己吓

了一大跳。不过，我心里是真激

动啊！我按捺住激动，缓缓吹响

小海螺。那声音，简直让我陶醉

了。我吹过之后，老师再洗一下

小螺号，让下一个同学吹。我们

班16个同学，每个人都吹了一次

小螺号。最后,老师把小螺号吹

得有了节奏和曲调，真好听。那

堂课，班里成了欢乐的海洋。老

师告诉我们，小螺号是用真正的

海螺做的。原来，海螺的样子那

么漂亮呢，海边一定更漂亮吧？

大海是什么样子呢？

那年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

们班表演的小合唱就是《小螺

号》。所有的同学都按照小小老

师教的那样，笑盈盈地唱，很开

心很幸福。《小螺号》从此牢牢地

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当年的小螺号，是小小老师

在我们心中种下的“诗和远方”

的种子。因为老师的引领，我有

了探寻外面世界的愿望。在大平

原的尽头，是山吗？山的那边，是

海吗？海边一定有不计其数的漂

亮海螺吧？吹响小螺号，世界就

大了，心也就开阔起来了。……

“用一年不长的时间，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2012年，四川农业大学加入由团

中央、教育部联合组织的中国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11年来，

川农大连续选派86名政治思想素质高、奉献精神强、综合素质能力优的学生先后赴

天全县、雷波县，以及新疆和田县、墨玉县开展支教工作，是内地高校中首支进入南疆

地区的研究生支教团。

在一年又一年的“青春接力”中，志愿者们在火热实践中锤炼思想品格、感悟思想

伟力，一个又一个刻骨铭心的故事正在绽放。四川农业大学第24届研究生支教团成

员李婷真诚地写下了自己的支教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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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心语

一年的时间，其实不够用
■ 李婷

岁月深处的
“小螺号”

■ 马俊

李
婷
辅
导
学
生
学
习
。

李婷与支教学校的学生合影。

图片由作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