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吉林省嘎什根学校支教总结 

--薪火支教队 

从准备立项到实践的结束，看似漫长遥远的三个多月的时间，在

一次次例会的讨论，紧张的期末考试周，考试周结束后全身心地、井

然有序却也略带紧张的准备，以及最后在嘎什根中学的实践中逝去

了。这期间，有联系上的反反复复，有筹备上的辛辛苦苦，有各种碰

壁后的垂头丧气，有取得各种成就后的欣喜欢乐，有旅途中的颠颠簸

簸，有难说出口的心疼心酸，还有最后离别时的不舍与眼泪……  

转变 

最初的最初，我们的确怀着一种自以为很崇高的心理、很英雄主

义的心理立了项——到中国一个教育相对落后的省份的乡镇中学支

教。那个时候，我们的确一心向往着徐本禹式的支教经历，虽然我们

不可能像他那样在一个山区支教多年，我们仅仅只是两周的时间，但

我们一心认为只要用心做好每一件事，这次支教就会对当地的孩子产

生深远的影响。  

但是随着实践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备课阶段的展开以

及最后实实在在的支教经历，让我们的想法不断地发生着转变。  

  我不得不承认，在最初的想法里，我们太自以为是，只是过分的

关注怎样的活动、怎样的环境、怎样的经历对于我们才是最有意义的，

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单方面地考虑自身，而忽略了我们的活动对于承受

方的意义、对于社会的意义。渐渐地，我才明白，实践的意义，并非



是期待我们通过某一次或者某几次的实践而实现多大的社会价值，而

是让我们能够走出大学这座象牙塔的庇护，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

也是了解自己。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的锻炼自己，尽可能的提

升整个实践活动的社会价值。  

  而支教的意义与价值，也并非取决于我们选择的实践环境、实践

地点和实践人群，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活动安排，取决于我们在这次实

践中付出了什么，给对方带去了什么；取决于我们收获了什么，而对

方又收获了什么；取决于我们的活动是否能让社会上更多人和群体关

注我们的实践的对象，而不是关注我们。  

反复 

最初立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确定支教中学地点——吉林省白城

市镇赉县嘎什根中学，然而和对方联系的过程却也是反反复复。我们

以为这应该是一件简单顺利的事情，只需要和校长取得联系，然后说

明情况征得同意就可以啦。当我们尝试和中学校长打电话介绍相关情

况时，校长很爽快的答应了，我们支教团队马上开始着手准备支教各

项事宜；然而，就在我们满心欢喜时，校长打来电话，他告诉我大学

生支教属于教育类公益活动需要和镇的团委和县的教育部门联系，让

他们同意审批，告诉我们需要耐心等待几天才能确定我们是否可以去

支教。我们此时十分沮丧，本以为很顺利的事情，却节外生枝。但是

几天后，校长打来电话告诉我们有关部门已经同意我们的实践活动，

并且学校可以为我们提供免费食宿，前后的起伏变化让我们每一个人

欣喜若狂。 



事后我们和学校的一位很热情的老师聊天，发现其实事情一开始

就并非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顺利。首先是我们的实践时间处在一个

“青黄不接”的时候，孩子们刚刚开学，一切都没有收拾好，特别是

初一的新生，完全都没有完成从小学到初中的转变；其次学生到学校

上课，午饭肯定要学校提供，学校从哪里提供这午餐费呢？等等问题，

都需要我们静下心来去思考。 

准备 

我们基于以往支教支队留下来的经验、我们自己对于社会与支教

的思考、以及其他人给我们的建议，给我们的支队做了重新定位。毕

竟就像大多数支教支队的出来的结论一样，暑期实践短短几天的支教

并不能给当地的孩子们教会多少东西。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短

短的两周的时间培养起孩子们对于课堂内外某些学科的好奇心与兴

趣乐趣，我们可以利用这短短的两周的时间在当地的孩子们心理种下

一个梦想，我们可以利用这短短的两周的时间倾听孩子们的心声。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撰写了周密的实践策划书；与嘎什根

中学的老师们进行了充分地交流与沟通，详细的了解当地教学情况和

学生情况；在准备阶段，在做完策划以及大体安排之后，我们把主要

精力投入到课程内容选择与设计和备课中。  

我们大家经过两轮的头脑风暴，筛选出十几个个活动和课程，安

排到两周的时间内，每天都有新鲜的活动和课程。而这些活动和课程

都是孩子们平时接触不到或极少接触的内容，而这些活动以及课程的



内容，又以梦想和兴趣为引导——例如手工折纸课，音乐赏析课，趣

味运动会，创意美术课，化学实验课，趣味数学课，梦想主题班会，

“地理生物要不要加入中考”辩论比赛等。 

之后我们把这些课程和活动分配给各个支队队员，开始进行备

课。我们的备课要求很高，把关十分严格，因为我们希望给孩子们展

示的是成功的、欢乐的、另类的课堂。我们每个人的备课都分成三个

阶段，第一个阶段，根据我们自己编写的课程提纲把课程目标、课程

时间分配以及课程讲义完整的构思出来，并形成电子格式；第二个阶

段，在第一阶段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备课内容，形成自己的

讲课思路，组织讲课语言，并准备试讲；第三阶段,试讲。前两个阶

段，大家备课的电子文档都会通过邮件发送给所有人审阅，提供修改

建议；第三个阶段，大家坐在讲台下面听主讲人完整的把一堂一个小

时的课讲下来，并对主讲人的语速、语言以及举例提出修改建议，并

指出可能出现的冷场的环节。最后大家再对自己的课程进行调整。其

实我们来到当地之后，在了解学生的基础和接受能力之后，对很多课

程内容又相应的调整。   

其实准备阶段，是一个十分忙碌的阶段，又是我们支队迅速成长

的阶段，从零到有，积累了这么多的成果，从一开始的没有头绪到后

来的井然有序，我们已经为出发做好了准备。  

忙碌 

我们的支教队伍 15 人，需要负责六，七两个年级，共 4 个班级。



我们决定安排三个人负责一个班级，其他人负责协助队长进行各种活

动前准备工作。 

    大部分学生平时都是住校的，这样一来，每天早上六点左右，我

们就和孩子们一起起床、洗漱，然后去打印室准备这一天要用到的材

料——比如课堂讲义、反馈表等等； 

白天是我们给孩子们准备的一整天的精品课程，主讲人负责讲

课，其他的队员就做助教，为主讲人准备投影仪、分发讲义、维持课

堂秩序（其实孩子们都特别听话）等等，或者在办公室里整理孩子们

的信息、批改作业、查找课程资料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备课。  

而每天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活动结束以后，等到孩子们都回到

自己的寝室，熄了灯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会议室开始例

会，一方面简单总结今天一天的成果，一方面提出在当天活动中发现

的问题、讨论并确定解决办法，一方面布置第二天的活动安排。看似

简单的流程，很多时候都要我们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去完成。  

而在嘎什根中学的最后一个晚上，和孩子们结束联欢之后，我们

没有回寝，而是直接洗洗涮涮，然后重新回到了办公室，准备最后一

天结营仪式和告别会上要用的材料、制作各班的视频短片、为孩子们

写留言。我们不想应付任何一个让我们留言的孩子，而我们每个老师

通过这两周时间的上课、活动和聊天，对自己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有

着了解、有着感情，所以，我们把自己心中对孩子们最殷切的希望写

到了他们的留言簿上。 



两周时间很忙碌，但是我们都觉得很充实，有意义！  

感动 

感动，并不是刻意去寻求，而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不经意间的就

被孩子们感动了，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  

当孩子们知道我们将要离开的时候，依旧认认真真在课堂上听着

课，却在课下的时候偷偷地递给我们一张折了好几折的纸条； 

当我们离开了嘎什根，就开始一直收到孩子们发来的短信或者打

来的电话：“……哥哥/姐姐，你们到哪了？一路顺风……”，“……

哥哥/姐姐，你们明年还会来么……”，“……哥哥/姐姐，我们想你

们了……”。离开后的每天，我们每个人都会收到孩子们的问候。 

支教的日子里，我们用真心对待这群淳朴热情而又开朗向上的孩

子们，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是怎样一种心态，但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总

是想尽量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是那么的让人喜爱，而且他们

从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其实最让我们欣慰和感动的是到活动的最后，大部分孩子都初步

树立起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大学梦。从第一天我们统计的孩子们个人

信息（包括理想）到最后孩子们给我们的留言，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孩

子们在理想上的变化，仍然充满着孩子气的浪漫幻想，但更加坚定也

更加明确。这是我们来这里最想做的——给孩子们种下一个梦想，最

终，我们完成了。  



实践结束了，但这又是另一种开始，是我们的一个开始，我们从

当面的引导转变为在孩子们身后默默地鼓励与支持；更是孩子们一个

开始，孩子们将开始他们追逐自己梦想的旅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