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年 8月，是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台江县孩子
们最期待的时候。 当远道而来的老师踏入校园，学生

总是欢呼雀跃，家长也围在学校门口，送上当地的美食特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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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他们拥有走出大山的机会”
跨越山海 只为热爱

近年来， 累计有 56 名东北
林业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员从
冰城走进苗寨，奔赴台江开展支
教工作。 台江县的苗族人口占全
县的 97%以上， 因为当地多山，
孩子们总渴望看看山外的世界。
对于他们来说，这些新来的人不
只是老师，更是带自己看山外世
界的大哥哥、大姐姐。

一个信箱打开学生心房

“育德、育情有时比教学生
知识更重要。 ”这是一年支教生
活带给东北林业大学第 22 届研
支团台江分队成员谢欢的感受。

“爸爸妈妈吵架了闹离婚怎么
办？ 收到同学的情书该怎么回应？
学习成绩差不知道如何提升……”
十三四岁的孩子正值青春期，随
之而来的还有焦虑、 叛逆等一系
列问题。在台江县支教期间，谢欢
发现当地有不少孩子都是留守儿
童，缺少父母的关心。再加上当地
中学教师年龄结构偏大， 年龄的
差距让师生之间很难交心。

毛丽（化名）是谢欢班上最
不爱说话的一个学生，在学校期
间几乎不与同学打交道，总是一
个人默默坐在教室一角。 谢欢发
现这一情况后， 便私下了解原
因，原来毛丽患有听力障碍。

为了能让毛丽自信起来，谢
欢每次看到毛丽后便会报以微
笑。 时间长了，一次毛丽在作文
里写下了疑问：“老师，您为什么
每次看到我都会对我笑？ ”

谢欢便在作文后写下这样
一句话：“因为你今天的辫子很
好看。 ”从那以后，毛丽总会在课
间悄悄给谢欢塞一张小纸条，上
面写着她的心里话，有时还有可
爱的小插画。

有没有一种办法可以增强和
学生的联系， 帮助他们疏解内心

的困惑？ 一个念头在谢欢心中萌
发。思考再三后，谢欢买了一个绿
色信箱，挂在教学楼的长廊中。

“你的困扰我们来听，你的
经历我们会懂，把你的烦恼写下
来，这里就是你的小树洞。 ”短短
几句话， 在台江二中的学生圈

“一石惊起千层浪”。
绿色信箱挂出去的第二天，

就收到了来信。 在信中，一个名
叫吴杰（化名）的孩子表示自己
的父母总是很严厉，有时考试成
绩不好，父母甚至会打他，这使
他的心理压力很大。

收到来信后，谢欢查阅了不
少书籍，为吴杰匿名回信，“除了
要保护好学生的隐私，让他们畅
所欲言，更要妥善帮学生解决问
题。 ”谢欢说。

渐渐地，信箱里的信多了起
来，给“东林小树洞”写信成了学
生们的习惯，支教团的老师们开
始忙不过来。

谢欢结束支教后，2021 年东
北林业大学第 23届研支团台江分
队的成员韩聪来到台江二中支教。
看到学生们的来信内容五花八门，
韩聪便想在原来的基础上，利用高
校资源呼吁大学生一起为台江二
中的学生答疑解惑。 于是，韩聪和
学校团委老师联系，将学生的来信
拍照传给在校的同学，回信写好后
再由韩聪转递给学生。

如今，“东林小树洞”成为连
接台江二中和东北林业大学之
间的桥梁，一年多以来，“东林小
树洞” 收到 100 多封学生来信。
“为学生提供一个分享小秘密、
解答小困惑的窗口，为他们的健
康成长保驾护航。 ”韩聪说。

“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用不长的一年时间，做一
件有意义的事”， 作为东北林业

大学第 22 届研支团台江分队的
成员，麦心念早就听学兄学姐提
起过在台江支教的经历，令她心
生向往。

为了能做一名合格的教师，
麦心念在支教前做了大量准备
工作：了解当地的自然、人文环
境，在网上搜集优秀教师的视频
教学课，还私下向中学教师请教
授课技巧。

刚开始教学时，麦心念发现
七年级的学生刚从小学升入初
中，有很多不适应。“一些孩子基
础很差，写字时甚至没有笔画的
概念，仿佛在画画。 ”麦心念说。

针对学生学科基础薄弱的
现状，支教团成员给成绩落后的
孩子进行课后辅导。 渐渐地，麦
心念所带班级的成绩有了起色：
学生们从认不全英文字母到坚
持每天背 3-5 个单词。2021 年春
季学期，麦心念担任班主任的班

级总成绩位列第三第四名，每周
每月的德育评比、班主任评比也
多次获得前三名。

完成教学工作之余，研支团
的成员还聚焦特色活动，希望能
给这些大山里的孩子搭建一个
锻炼的平台。“走进苗疆文化”视
频宣传计划就是其中之一。

在镜头前，身穿少数民族服
装的苗族学生用苗语向大家问
好， 言语间透露着欣喜与害羞。
在视频中，台江二中的学生与支
教老师一起用镜头记录台江县
的大美风光，讲述苗族文化的特
色与历史。

麦心念希望，通过视频记录
的方式，让更多人看到鲜活的苗
族文化。

多次家访让学生回校

在台江二中支教期间，麦心

念和谢欢的班里总有一些孩子
常常旷课、逃课，这让她们十分
忧心。

“有的学生因为贪玩偶尔逃
课，但再回来上课时很可能因为
基础差跟不上教学进度，就会加
重厌学情绪， 从而形成恶性循
环。 ”谢欢说。

“不能让一个学生落下。 ”谢
欢暗下决心。 为了能让这些孩子
回到学校继续读书，她要比同批
支教团成员付出更多心力。 每天
早上上课前，谢欢要去常爱逃课
的几名学生家里，督促他们起床
收拾书包去学校。

对于那些家在村庄的孩子，
谢欢会在周末时去学生家里家
访。 有些孩子家住在山顶，山路
崎岖，有时摩托车只能骑到山脚
下，剩下的路步行上山，一年下
来跑了几十次。

家访的次数多了，家长对谢
欢也熟悉了。 每次看到她来，热
情的苗乡人总是拿出满桌的水
果和佳肴，对谢欢说得最多的除
了“感谢”，还有“需要”。

“这种被需要，是我成为支
教老师之前 21 年的人生里从未
感受过的。 ”谢欢说。

为了能让辍学、逃学的学生
回校园继续接受教育，研支团的
老师们对所有逃学的学生做了
分析，谢欢发现大部分都是因为
沉迷网络、贪玩、没有自制力。

因此，在上课时，谢欢会找
优质的视频播放给学生看，讲述
自己的大学生活，告诉学生山外
有广阔的天地，一定要努力读书
走出大山。 时间长了，学生们课
后常会围在谢欢身边追着问大
学生活是什么样的。

东北林业大学研支团台江
分队自支教以来， 已经唤回 65
名辍学、逃学学生，帮他们回到
校园接受义务教育。

“你为什么选择支教？ ”这个
问题是麦心念在选择加入研支
团后，多次被问到的问题。“我走
进大山，是为了让他们能够拥有
走出大山的机会。 ”她回答。

（据《中国青年报》）

谢欢（左）和学生们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