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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凉日记

张琳娴
宁波市李惠利中学支教老师
四川省凉山州盐源县中学
校党政办主任、地理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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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高路远，道阻且长，但有一群人始终在路上。

2024年2月底，37位老师接过之前援凉教师手中的“接力棒”，远赴大凉山。他们和先前参与

宁波“组团式”教育帮扶凉山行动的13名校长携手共进、并肩前行，赓续宁波的教育援凉事业。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即将踏上返程之路的他们，在大山深处的支教生活如何？校长、老师们

有何思、有何想？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 □现代金报 | 甬派 记者 樊莹 通讯员 吴勇 整理

追2500公里的光

跨越两千多公里，我从浙东“滨海
之城”来到凉山雷波，开启了一段意义
非凡的教育帮扶之旅。在这一年半的
时光里，我深刻地体悟到，教育帮扶不
是简单的知识搬运，而是一场双向奔
赴的生命对话，是“细”与“慢”的艺术。

初到雷波，面对 60多张陌生面
孔，尤其是那些四五个字的彝族姓名，
记忆的挑战扑面而来。为了快速熟悉
学生，我抓住每堂课的互动机会，主动
与学生交流，默默识记这些独特的名
字——阿火阿嘎、鲁惹古洗、郑向玉文
竹、果兵一巫……

日常教学中，我发现照搬原有教
学模式并不奏效。当学生对讲过的类
似题目仍束手无策时，我意识到必须
立足当地、因材施教。课堂上，我尽可
能放慢节奏，以学生为中心设计多样
化活动。课后，我自编作业、精选习题，
并利用午休前的20分钟及晚自习进

行答疑解惑。看到进步明显的孩子，我
会送上一本草稿本作为鼓励。我知道，
教育真正的模样——不是削足适履的
标准化，而是让每颗星星都找到自己
的轨道，绽放自己独特的光芒。

在相处的过程中，学生们的真诚、
善良与淳朴总是不经意间打动我。最
难忘的是生病卧床时，几个学生怀抱
着水果、牛奶等来看望我。即便冒着被
传染的风险，他们仍固执地站在门口，
叮嘱我按时吃药。

去年教师节，读到孩子们的暖心
话语，我深刻体会到这场双向奔赴的
珍贵。一位同学分享道：“在周老师初
到学校不久的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
突如其来的断电让正在上晚自习的教
室陷入黑暗。周老师本该感到害怕，却
第一时间从办公室赶来教室。她用幽
默的话语安抚大家，还让文娱委员带
领同学们唱歌。黑暗中，同学们第一次
集体歌唱，而周老师则笑着和大家拍
照。看着她和蔼的笑容，一位同学鼓起

勇气请求单独合影，周老师不仅欣然
答应，还笑着配合同学们摆出各种姿
势。那张照片成为珍贵的回忆，让大家
感受到了老师的温暖与关怀。”

还有一位同学提到校园生活中
观察到的点滴细节。“周老师上课总
是耐心细致，哪怕是简单题目，只要
有同学不懂，她都会一步步推导讲
解。一次小长假前，同学们开玩笑让
周老师带特产，没想到后来她真的从
千里之外的宁波给每个人带了小零
食，让‘有心人’这三个字变得真实可
感。周老师还像永动机一样不知疲
倦，每天午休准时到教室为同学们讲
题纠错。一次小考，一位同学的试卷
因答题空间小而写得杂乱无章，本以
为老师难以看清批改，但发下来的试
卷上，周老师不仅仔细批改了每一道
题，还精准给出得分，这让同学们对
她的敬佩之情愈发深厚。”

这样的互动故事还有很多。教育
中的“细”与“慢”是对生命的敬畏，是
对成长的呵护，它使我们携手共进，彼
此成就。正如叶圣陶先生所言：“教育
是农业，不是工业。”在时光的流转中，
让我们守护每个生命，按照自己的节
律生长成独一无二的模样。

站在盐源中学二校区的南门口，山风
裹挟着高原特有的气息扑面而来，我下意
识地裹紧了外套。这是2024年2月23日，
我第一次踏上盐源土地的一幕。那时的我
还不知道，这段旅程会在我的生命里刻下
怎样深刻的印记。

周玲红
象山中学支教老师
四川省雷波中学数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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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是“细”与“慢”的艺术

学校开辟“耕读学堂”后，地理
组索性把课堂搬到田间地头，播种
时讲解良种培育。如西瓜苗的嫁接
技术，施肥时分析土壤肥力的地理
要素，连浇水都能延伸出“水循环”
的微课堂。田垄边更是竖起“光合立
方研习社”的木牌，像种下一颗知识
的种子。

当学生指着水培基地问“土培
和水培的区别”，当老师为一株番茄
的倒伏研究“微地形对植被生长的
影响”，“耕读学堂”早已模糊了师生
的界限，每个俯身观察的瞬间，都是
双向生长的光合作用。

我们更以社团为载体，依托团
委平台构建“地理+生态”育人模式，
带领学生进行垃圾分类、校园滴灌

优化布局、校园太阳能合理利用等
项目化学习。这些实践最终凝结成
《“四位一体”护航校园“生态文明”
建设——盐源县中学校生态文明观
教育典型案例》，在2024年凉山州

“立德树人”实践创新案例评选中斩
获一等奖。

从田间课堂到生态课题，这不仅是
我突破传统教学边界的尝试，更见证着
地理教育在大凉山里长出了带露的新
芽——知识不再是课本上的平面图，而
是能触摸温度、感知呼吸的生命载体。

山风又起，我望向远方。2500
公里的距离，从来不是终点。就像我
在学生的毕业赠言中写道：“地理课
教你们丈量山川，但更重要的是，要
学会用脚步去丈量梦想的长度。”

作为地理支教老师，我接手的第
一项任务，是带这里的年轻教师。记得
我第一次走进地理组办公室时，李星
老师垂着头，手指无意识地在教案本
上画着圈，眉头紧皱。

“张老师，新教材的教学方向该往
哪儿走？如何设计教案，才能真正把核
心素养落到实处呢？”她手里的粉笔在
指间转得飞快，指甲缝里还沾着没擦
净的板擦灰，眼神里满是焦虑。

我轻点鼠标，打开了那个塞满时光
印记的电脑文件夹。100多个PPT图标
像排列整齐的士兵，记录着我在新课改
推行之后的教学思索。我无私地分享给
她，并点开了其中《城镇化》的一节课，
深入浅出地讲解新课改的“变化”。

此后的每个黄昏，李星但凡有困

惑，都会来到我的办公桌旁一问究竟，
办公室总飘着混合着茶香的讨论声。
三个月后的凉山州课堂展评现场，李
星的连衣裙熨得笔挺，胸前的校徽在
聚光灯下闪着光。宣布一等奖第一名
的瞬间，她转身朝我比出了一个“耶”。

备战省赛期间，我把《新课程关键
词》《项目化学习》等多本理论书籍用
不同颜色的便签标注，供李星快速汲
取理论精华；陪她确定“教学情境”，设
计“问题链”，一遍遍打磨课堂环节，精
益求精。

比赛结束后，她捧着全省二等奖的
证书冲进办公室，激动地说：“张老师，
奖状上也有您的名字！”阳光透过窗户
洒在她脸上，我忽然想起初遇时她眼里
的迷茫，此刻盛满了星辰般的光芒。

“张老师，奖状上也有您的名字！” 地理知识“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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