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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烟威·威海专题

黔东支教的5个关键词
8名山东大学生贵州山区的一周生活
文/片 本报记者 冯砚农

经过两天一夜的长途跋涉，8月4日，山大威海分校爱心支教队辗转到达贵州省黔东南州剑河县革东镇。8月5日，为期一周的支教活动

正式开始。正值暑期，当地教育部门为志愿者选取了宝贡、麻栗、五河、八郎四个有代表性的小学作为教学点。8月12日，支教队在完成支教计划

并做好各项问卷调查之后陆续离开革东镇，各自返回家乡。记者14日返回威海，已过去5天了，但心一直留在了贵州。

小学校隐藏在大山深处。

课堂上认真听讲的小姑娘。

支教队员张晓敏的英语课很受欢迎。

看见笔记本电脑时孩子们都睁大了眼睛。

来晚的孩子只好站在门口“听课”。

☆关键词之一 全才老师

艰苦的环境

造就了“多面手”老师

革东镇的小学大都坐落在群山环抱之中，交通
不便，只能为附近村里的孩子提供有限的教学条
件。许多学校只有几个年级，有的学校由于地处偏
僻只能隔年招生。在这里十二三岁的孩子读二三年
级是很正常的事情。
此次支教条件最苦的应该数宝贡小学了。从革

东镇到宝贡小学要翻过一整座山，山上没有马路，
不通公共汽车。

校长欧志祥说。学校有248名学生，开设了7个
教学班，一个学前班，下设4个教学点，每个教学点
只有两个年级。升到三年级他们要集中到宝贡小学
本部继续完成学业。学校共有老师15人，他们大部
分来自附近村子，中专毕业就到学校来教学，个个
都是“全才”，除了要教语文、数学，还要不时地充当
一下音体美老师。

在学校工作了30余年的老教师刘昌隆是恢复
高考第一年后被请到学校代课的。3年过后，他成
了民办教师，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他转为公办
教师后生活才略微好转。“我现在学生的家长都是
我当年教过的学生。很有成就感。”
临近退休的刘老师说，他并不后悔把青春年华

都交给了这个山村小学。“我家乡很落后，留不住外
边来的人。自己人要是再放弃了，那孩子们上学就
成问题了。”

☆关键词之二 留守儿童

学校里80%的孩子

父母都在外打工

由于地处偏远山区，学校里80%的孩子父母都
在外打工。附近村子里能够见到的居民几乎都是妇
女和老人。缺少管理的孩子们个个都很调皮，陌生
人的到来并没有让他们有所收敛。

在麻栗小学家访时，记者走进了姜亚龙的家。
这是个11岁的小男生，家里兄弟姐妹5个，他排行
老三。除了大姐已经外出打工，他和二姐以及弟弟
妹妹都在读书。由于孩子多负担重，姜亚龙的父母
早早就外出打工，平日里兄弟姐妹全靠年迈的爷爷
奶奶照顾。姜亚龙的家十分简陋，家里的一台电视
似乎是摆设，他说自己从来都不看。他的爱好是养
鸡，屋后的院子里有个竹笼子，那里放着他最喜欢
的公鸡。隔三差五，他和小伙伴们就带着自己的鸡
来斗上一场。
问他学习在什么地方，他回答说：学校。每天下

午学校放学后，和村子里的伙伴们玩到六点左右回
家做饭。当记者问他学业能否坚持下去的时候，姜
亚龙和身边的弟弟妹妹同时摇了摇头。他们说要打
工挣钱，看他们说话时的表情，学习在他的眼里似
乎并不重要，初中毕业去打工仿佛是天经地义的
事。
同行的支教队员孙丹丹在听到他们的答案后，

急切地向他们解释念书的好处，但他们显得很不耐
烦。

☆关键词之三 我的梦想

从“帮爸妈洗衣服”

到“将来我要去北京”

8月8日上午，八郎小学的一堂课上，支教队
员让孩子们写下“我的梦想”。“我想帮爸妈洗衣服、
扫地、洗碗，还要给爸爸妈妈赚钱，给他们买衣
服——— 刘彩根”这个愿望很简单、很纯粹，甚至都不
足以称之为“梦想”。然而对于这些留守儿童，能够
经常看到父母就是一个奢望。

家住光条村的欧习文今年12岁。他和14岁的
哥哥跟着78岁的爷爷生活。欧习文的家是一所普

☆关键词之四 热门课程

英语、计算机等科目的

老师都成了大忙人

到革东镇的第二天，志愿者开始教课。当地小学
没有开设英语课，支教队员张晓敏的英语课成了最
受欢迎的课程。从26个英文字母到简单的英语歌
曲，学生们听得认真仔细。由于地域差异，孩子们对
个别字母的发音很难把握，张晓敏就带着孩子一遍
一遍地读。40分钟的课程在学生们的一再要求下讲
了近一个小时。

除了认真负责地为孩子们教授英语、趣味数学、
计算机、地理、诗词鉴赏等方面的知识外，队员们还
即兴介绍了电脑、世博、数码产品等孩子们眼中的新
奇玩意儿。当吉晓禄同学在教室里打开笔记本电脑
向学生们展示计算机的操作时，这些从来都没有接
触过电脑的山里孩子，一个个伸长了脖子。当分组上
台实际操作的时候，孩子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支教
队员围了起来。

除了英语，队员尹贺兴带来的地理知识也让孩
子们睁大了眼睛。为了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孩子
们宁愿放弃做游戏的时间也要加一堂地理课。尹贺
兴也因此成了支教期间最忙碌的“老师”。

☆关键词之五 支教体验

90后队员在支教日记里说

“我现在才知道”

36个小时的硬座火车，2个小时的大巴，1个小
时的步行，这恐怕是所有支教队员人生最艰辛最漫
长的旅程了。
“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人要翻山越岭十几里

路上小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现在还有人要好几个
班来上合堂。我现在才知道，原来还有人直到小学六
年级还没有学英语。我觉得这次支教我最想说的一
个词就是‘不知道’，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他们，不知
道怎样才能让他们知道读书的重要性，不知道怎样
才能让更多的人来了解他们，帮助他们……”这是支
教队员秦芬在自己的支教日记里写下的一段话。这
个90后的女孩在支教的最后一天因为全身过敏不
得不在凌晨3点住进乡镇医院治疗。折腾得整夜没
睡的她依然坚持完成了第二天的支教任务。

有人评论说，90后是“垮掉的一代”。可对于支
教的90后队员们来说，尽管条件非常艰苦，队员们
始终充满激情。短暂支教，他们认真教授早已烂熟于
心的课程，并且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审视当地教育问
题。

返程路上，支教队员孙丹丹告诉记者，她无时无
刻不被当地人看到队员们到来时表现出的热情所感
动，每到一处，迎接他们的都是一张张亲切的脸庞，
留他们吃饭、送自家种的水果。她说：“对于我们90
后的大学生来说，支教不仅仅是我们给予孩子点滴
知识，而是从他们身上学习什么叫坚持，什么叫艰辛
的过程。看到他们，我们90后的大学生们更应该思
索的是肩上的重担。”

通的苗寨木质板房，太阳透过板房的裂缝照射进来，
屋内相当昏暗。四周的墙壁上工整地贴着欧习文和
哥哥历年来的奖状。见到欧习文的爷爷时，他正坐在
门口的竹凳上打瞌睡。正值午饭时间，欧习文掀开锅
里的米饭和爷爷放在屋角柜子抽屉里的剩菜说：“不
想吃。”

他带我们参观了他和哥哥的“卧室”。与城市里
孩子的卧室相比，这很难称作“卧室”。一张单人床上
凌乱地扔着几件衣服和一个床单，垫子也是用编织
袋包着稻草做的。枕头上方挂的是他和哥哥的衣服。
八九平米大小的房间，放着几件简单的家具，余下的
空间两个人要错开身才能走动。欧习文是个话不多
的孩子，家访的时候他多数不说话，都是旁边的小伙
伴帮着他回答。

欧习文的父母都在外地打工，具体在哪里、做什
么，他都不清楚。每到过年父母带着新衣服回来是他
最高兴地时候。旁边的小伙伴夸欧习文学习好时，他
说：“我爸爸告诉我打工太累，要好好读书，将来我要
去北京，那是个大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