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走进进基基层层 播播种种希希望望
——— 省教育志愿者在郓城开展“送教下乡”大型公益活动侧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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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9月份开始，在省教育志愿者“送教下乡”的平台
上，200多名家、名师，将教育改革创新的不竭动力与燃烧的
火种，深深地烙印在了郓城县527名基层教师的心底。通过

“送教下乡”这一举措，提高了基层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力和
水平，同时也为优秀教师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促使他们
更快成长。

省教育厅>>打造特色公益品牌

郓城县是“送教下乡”项目
的首个受援地，郓城地处鲁西
南，是教育大县，由于经济欠发
达，与先进县市相比，郓城部分
地区在教育理念、办学水平、教
师队伍建设等方面还有很大差
距。郓城县县长刘文林说：“我
县农村师资力量薄弱，尤其是
英语、音乐等学科教学专业水
平不高。”

2014年9月5日，由山东省
教育厅、山东省教师教育学会
和齐鲁晚报共同举办的“山东
省教师教育学会教育志愿者分
会成立暨启动‘送教下乡’活动
电视会议”举行。“要追求‘一个
梦想’，倡导‘两种精神’，实现

‘三个愿景’，打造具有山东特
色、具有教育行业特色的志愿
服务品牌。”在山东省教育志愿
者分会成立仪式上，省教育厅
厅长左敏与即将去郓城服务的
教育志愿者们共勉。

追求“一个梦想”，就是要
让每一个孩子享受更好的教
育。倡导“两种精神”，就是要把
奉献精神和专业精神写进教育
志愿者的心灵。实现“三个愿
景”，就是要围绕学生健康快乐
成长、教师敬业乐业、家长社会
满意三个目标来设计和开展系
列志愿服务行动。

山东省教育志愿者分会成
立开启了山东教育志愿服务的

新篇章。
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公

益人士投身到支教的大潮中，
到农村一线，给乡村的教育带
去活力。目前，我省登记在册的
志愿者有500多万人，建立志愿
服务站6 . 7万个，志愿服务基地
5万多个，队伍建设和阵地建设
发展迅猛。

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省
教师教育学会以“坚持服务教
育，服务教师，弘扬教师奉献、
友爱、互助、发展的职业精神，
展示新时期人民教师优秀品
质，树立教师自尊、自爱的良好
形象，激励广大教师立德树人”
为宗旨，2014年7月开始，发起
了在全省范围内招募教师志愿
者的行动，得到全省教育工作
者的积极响应，1383名具有中
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教师踊
跃报名。教育志愿者以“同一片
蓝天，同一个梦想”为口号。立
志将志愿服务活动渗透到教育
的每一个角落，全力打造具有
山东特色和教育行业特色的社
会公益品牌。

2014年9月13日，首批教
育志愿者开始分批到郓城县
南城中学，对全县小学英语教
师和义务教育阶段音乐教师
开展为期一年的“农村义务教
育教师学科能力培训”志愿服
务活动。

教师志愿者>>在历练中教学相长

“在这里，崇高不再模糊，
她有一个名字，就叫志愿服务。

在这里，奉献不再抽象，她
们互相约定，周末咱来支教。

在这里，差距不再朦胧，英
语发音舞蹈键盘，许多都得从
零开始。

在这里，希望不再遥远，支
教老师的本领与热诚，已开始
在孩子们心中融化。”

——— 摘自张志勇《有一种
崇高叫志愿服务——— 写给在郓
城支教的老师们》

1月17日，省教育厅副厅长
张志勇赶到郓城县看望参加农
村艺术和英语教师培训的志愿
者老师，下午观看了学员们的
学习成果汇报演出。看完演出，

张志勇深有感触地说：“整个汇
报演出两个小时，自始自终，我
的心被这些可爱的教育志愿者
们所感动。在这里，我又一次发
现了什么是崇高，什么是奉
献。”

据了解，参加此次志愿活
动的教育志愿者来自省内各
地，相比于教学设施等“硬件”，
师资“软件”是重中之重。教育
志愿者“送教下乡”，主要是利
用专业知识启发当地老师，与
当地老师交流心得，对当地老
师进行一对一的帮助。截至目
前，第一次“送课下乡”活动的
九期课程已全部结束。培训课
程为英语、音乐等乡村学校较
为薄弱的学科。其中，音乐课程

分为声乐、舞蹈、乐理、键盘模块。
在第一次送课之前，教育志愿者
对乡村老师进行了前测，并根据
前测结果分层次教学。

半年来，来自全省各地的教
育志愿者们，牺牲周末休息时间，
有的志愿者需要倒两三次车，最
后到济南汇合，跟着大巴车一起
奔赴郓城。由于培训是周六举行，
头一天晚上就要到达郓城，在旅
馆内，志愿者们没有时间闲聊，晚
上就开始了集体备课，希望能在
最短的时间内传授最多的知识。
这些老师有的来自高校，有的来
自山东各地中小学，尽管各自的
工作单位不同，但他们有几个共
同的特征，那就是他们基本上都
是长期从事教育事业、具有较长
教龄、积累了较为丰富的教学经
验的老师，即使这样，他们依然一
丝不苟、毫不懈怠，努力做到尽善
尽美。

“我本身就在济南郊区学
校支教，农村孩子对音乐的渴
望我非常了解，我去郓城和老
师们一起上课学习，目的是提
高老师们的教学技能，其实初
衷都是为了学生。”济南市经十
一路小学的冯康老师说。他认
为，基层教师最需要实践指导，
最需要创新教学，在传授教学
方法的同时，要启迪他们的创
造性思维，不光给他们“输血”，
还要教他们如何“造血”。

在授课现场，有很多年龄大
的乡村教师，他们根本没学过英
语专业，只是由于学校需要才当
起了英语老师。他们一边自学，一
边当老师，很多英语单词发音不
标准。济宁兴隆矿校教师闫爱玲
老师说：“我们送课下乡的过程也
是学习的过程，有不少年过五十
岁的老师还在认真的学习，他们
非常谦虚，让我很受感动。”

面对这些各个年龄段的学
员，支教老师们一视同仁，和蔼可
亲。在英语教室，老师们带领着学
员们认真朗读单词，一遍又一遍
纠正着学员们的发音，毫不懈怠，
并没有因为一次又一次重复而感
无聊，反而更有耐心，因为她们知
道自己所承担的责任。

在闫爱玲看来，开展“送教下
乡”活动，无疑是对正能量价值观
的积极构建。“一个国家、一个社
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特别需要建
立起一定的信仰、价值体系，公益
在任何一个文明国家发展的过程
中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平台。”此次
活动中，闫爱玲讲的是英语教育
教学的理念和实践，却获得了不
同以往的心理感受，她也希望更
多的社会组织、有社会责任心的
媒体能行动起来，在公益的旗帜
下，为教育改革发展做些实实在
在的好事。

基层学员>>面对学生更有信心了

“每一次的省送课培训，我都
是在充实与感动中度过的。省志
愿者有着一流的教学水平和经
验，他们分组、分批，进行手把手
式的帮扶，把所学毫无吝啬的一
一传授，而我们自感知识的匮乏，
因此特别珍惜每次难得的学习机
会。每次上他们的课，总觉得时间
过得太快，每一节课下来，我们的
本子上、脑子里都有沉甸甸的收
获……”刘艳丽是郓城县张营中
学的一名音乐老师，半年的教师
培训，让她收获颇丰。她在日记中
的这些话也道出了每位教师学员
的心声。

刘艳丽在农村教了近10年音
乐，也参加过不少教师培训，但这
种与专家一对一讲解、手把手授
课的活动她还是第一次参与。培
训两周进行一次，刘艳丽从最初
的“怕上课”变成了“盼上课”。尽
管上午8点半才开始上课，她都提
前半个小时来到教室，复习老师
上节课教授的内容。虽然只有一
天时间，但思路豁然开朗，感觉自
己平时积累的一些朦胧的想法，
似乎一下子和专家的思路对接上
了。

“田华老师时而用幽默、诙谐
的语气缓解大家的紧张情绪，时
而用略带严肃的语言，督促大家
认真规范到位。舞蹈老师总能让
那些难做的舞蹈动作化繁为简，
化难为易，每个人心中无不敬佩

这位亲切却又不乏严肃的老大
姐。”郭屯镇中心幼儿园老师王艳
芳说。

郓城县水堡小学的语文老师
段于淼也参加了培训。尽管她没
教过音乐，但是由于学校缺乏音
乐老师，她就参加了培训，因此，

“外行”的她听课格外认真，对老
师所讲的内容，她全部做了笔记，
有不懂的地方，她就请教老师，她
说：“志愿者老师们都很负责，而
且专业知识确实很强，他们从基
础教起，在音调、重音等不足的地
方不厌其烦地示范，奉献精神让
我们很受感动。”

参训的每个学员心里都憋着
一股劲，迫不及待地将所学运用
于教学。如今，学员们教课更有信
心了，教学方法也更灵活了，得到
知识雨露的孩子们的笑脸也更灿

烂了。
“送教下乡公益活动，是一次

培训活动，也是一次传播爱的
活动，对改善郓城教育现状有
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希望省
教 育 学 会 把 这 项 活 动 坚 持 下
去，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享受更
好的教育。”郓城县教育局局长
吕端方说。

名师走进基层，播种希望
的火种。正如省教育厅副副长张
志勇所说，要让深邃的教育思维，
领先的教育理念，骄人的教育成
果，像粒粒饱含希望的种子一样，
在郓城大地上生根发芽，茁壮成
长。而山东郓城，注定是一个崇高
的起点。从这里开始，我们将在公
益的旗帜下，以爱为载体，在传播
教育火种的康庄大道上，披荆斩
棘，奋力向前。

▲舞姿培训。

学员们在认真练歌。

▲音乐教学技能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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