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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淑琼，来自宁波市同济中学的政治老师，
2024年初，她来到了喜德县中学。

支教的第一节课，励老师给学生们播放了一段
宁波宣传片。伴随着悠扬的小提琴声，书藏古今的天
一阁、繁华热闹的老外滩、庄严肃穆的雪窦山、新鲜
可口的海鲜一一呈现在凉山孩子们的眼前。励老师
和学生们订下了一年半后在宁波高校相见的约定。

之后的时间里，为了让政治课堂变得生动有趣，
励老师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备课。她结合当地的
实际情况，将抽象的政治理论与学生们的生活紧密
联系。

比如，在讲解民族政策时，她会以彝族的传统文
化和风俗习惯为例，让学生们体会到国家对少数民
族的关心和支持；在讲述经济发展时，她会引导学生
们观看四川产业发展的视频，让他们了解当地的特
色产业，分析其发展的优势和不足。生动的案例，调
动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课堂互动也越来越多。

在高三备考期间，励老师更是陪伴学生加强知
识储备。在一份份接近满分的作业题中，学生们也越
来越自信，师生间的那份约定似乎并不是遥不可及

的。高三百日誓师签名板上，有学生写下了“浙江大
学”四个大字，这让励老师心里也燃起了不一样的情
感火花。

无论是现在带的两个高三班级，还是之前带过
一个学期的高三（7）班，励老师都和学生们建立了
良好的感情。

之前，7班的一名学生还找到励老师寻求帮助，
因为他在面临是否去参加单招培训时陷入了两难境
地。一方面，这名同学深知自己的学习成绩不足以通
过高考进入理想的高校，所以想通过参加单招去追
逐自己的梦想。另一方面，由于家庭条件原因，父母
难于支付多出来的培训费用而选择反对。励老师知
道后，鼓励他坚持自己的梦想，并帮他交了相关培训
费用。4月11日傍晚，励老师收到了这名同学发来的
喜讯，他以318分的成绩，考进了理想中的专科院
校。他还告诉励老师，等8月打工结束，他将来宁波，
赴当初“一年半后宁波相见”之约。

这也给励老师带来了莫大的信心与动力，为了
能在六月高考后，收到更多类似的喜讯，励老师还在
不断地努力中……

备战高考，宁波教师在凉山
和学生们一起“冲刺”

2024年初，来自宁波市第四中学、宁波市五乡中学、宁波市同济中学的三位老师，走进凉山州喜德县中学，开启了他们

为期一年半的支教生活。如今，他们都是喜德县中学的高三老师，正和学生们一起备战高考。距离2025年高考仅剩40多天，

宁波“组团式”帮扶凉山教育，也即将迎来首次“高考”检阅。为了让学生们在高考复习中燃起更多热情，老师们在进行最后

的“冲刺”。

□现代金报|甬派 记者 王伟 通讯员 房鹏

2024年7月，宁波市第四中学的陈赢老师来到
喜德县中学，成为高三文科重点班的班主任。自此，
她和32名班级同学，迎来了备战高考“酸甜苦辣”的
日子。

陈老师所在的喜德县中学光明校区在2024年7
月经历了一次班级教学大调整，文科重点班就是在那
个时候组建的。因为校区没有多余的教室，这个班级
只能“借用”原生物实验室。“我的地盘我做主”，陈老
师动员学生们给自己每天待最长时间的教室“化个
妆”。没想到，学生们热情高涨，从教室大门起，到每处
可利用的墙面，大家创意连连。“梦想从这里起飞”“将
来的你一定会感谢现在拼命学习的自己”“加油，看好
你”……高三励志标语醒目又文艺；窗帘挑选黑白卡
通色，和谐又可爱；班级门口处悬挂着的用草藤编织
的花环带来愉悦的情绪价值；同学们还买了书架、绿
色植物等，焕然一新的教室蕴藏着蓬勃生机。这是最
好的德育，信念上墙，润物细无声。

别看这个校区叫“光明校区”，有时候突然会见
不到光明——校区经常莫名其妙遭遇“停电”。电工
说，找不到具体问题。以前，大家只能在黑暗中无奈
地等待光明的突然降临。可陈老师不想让高三紧张
的学习节奏因为停电而中断。她买来了蜡烛，蜡烛用

完了，她就从各位老师和同学那里搜集借用能应急
的台灯顶上。让陈老师欣慰的是，慢慢地，学生们都
对停电不惊讶了，在蜡烛光、应急灯的昏暗光线里继
续埋头学习。

因为看到学生手头只有一套学习资料，班上大
部分同学家境并不宽裕，于是，陈老师积极联系宁波
媒体、爱心人士、公益基金会等，争取资源，搭建资助
平台。后来，各种学习用品、学习资料、书籍甚至生活
用品，只要孩子们有需要，每次捐赠都能如及时雨般
到达。

高三的学习总是让人紧绷，感受到这种气氛，担
忧大家精神状态的陈老师，提议班级每次月考后放
松一下。那一刻，同学们乌黑的眼睛透着惊喜，经投
票，大家决定犒劳一下自己的胃，炸洋芋、牛肉粉、荞
麦饼、小蛋糕、酸菜面……像吃酒席似的，每月的美
食日成了同学们最期待的“节日”。

“在凉山支教的时光里，我更深切体会到教育的
意义不仅是传授知识，更是点燃希望、传递信念的过
程。当内向的彝族女孩吉瓦石作在作文中写下‘我想
成为老师，让更多人看见大山外的光’时，我感受到
了教育的真正力量——播撒理想的种子，唤醒内心
的渴望。”陈赢老师说。

“哇！”尖叫声从喜德县中学高三（16）班的课堂
传来，让正在巡视课堂的校长通过后门的玻璃向教
室内张望。

这原本是一堂普通的高三生物复习习题课，来
自宁波市五乡中学的生物支教老师黄迪按进度，会
讲一道以蛙为背景命题，考察神经调节相关知识的
高考题。没想到，这位老师把牛蛙带进了课堂，这才
引得同学们惊声尖叫。

原来，生物科目越来越注重情境化试题，特别会引
入许多生物学科研过程中的真实实验来创设情境，这
对现在的学生是一种考验。而对缺乏实验条件，从小很
少接触实验操作的凉山喜德高三学子来讲，理解起来
困难重重。生物老师为此花了很多心思，想方设法地在
碰到类似实验题时还原真实情境。这次，黄老师在课前
去菜场买了两只牛蛙，当堂对蛙进行解剖，还原题目中

的情境，讲解“神经和反射”的知识点并进行实验。当学
生看到用稀硫酸刺激去掉脑袋的牛蛙（生物学上称“脊
蛙”）时，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惊叹声。

这只是黄老师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复习迎考而
“别出心裁”的其中一堂课。

进入高三复习阶段后，黄老师发现了学生在实
验学习环节上的薄弱之处，为此，他组织带领组里的
生物老师一起集思广益，尽可能为学生创造实验条
件，还多次自己花钱去集市小摊上“淘宝”做准备，先
后做了《质壁分离》《根尖有丝分裂》《泡菜制作》等大
大小小近十个课内外相关实验。

黄老师说，在高考复习的关键时期引入这样的
实验，一方面确实是复习的需要，同时也能活跃课
堂，让学子们真实地感受到——知识并不是冰冷地
躺在书本上，生活中也能感受到知识的应用。

陈赢老师 张弛有度，点燃学生内心的希望

黄迪老师 多做实验，他从菜场买牛蛙带进课堂

励淑琼老师 一到凉山就和学生们订了个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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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迪老师的生物课。

励淑琼老师向凉山学生介绍宁波。

陈赢老师给学生分发捐赠的学习用品。

甬凉 共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