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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山红支教计划”始于2008年，通化师范学院大学生

在实习过程中，顶岗支教。助力乡村基础教育的同时，自

身也接受为期18周的再教育。很多大学生在实习还没结

束时就认识到这是“破茧”的机会，大学生王玉洁说：“这是

我宝贵的积累，最终将助我完成质的飞跃。”

15年过去了，通化师院已有万余名大三学生走出校

园，去实现“破茧”。每一次“破茧”，都撼动心灵。

““映山红映山红”” 为了乡村可爱的孩子

“2007年时，集安一个农村小学很困难，我和我的学生

每人拿出一点钱，买一些教学用具去捐赠。这次活动给我

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我发现学校的小孩特别可爱。但是

他们真是缺老师，缺教学设备，校舍也已破旧。孩子们开

始跟你很陌生，但是一会儿就可热情了，特别淳朴。”

张寒平，当时是通化师院美术学院教师。“活动结束我

们就走了，这些孩子竟追着我们的车跑，我看着特别揪

心。当时我就想，师范生要实习，为什么不到需要他们的

地方去呢！”“映山红”计划，开始在她心中萌动。

2008年，张寒平尝试着带领6名实习生到集安市花甸

子镇横路希望小学支教。“将支教实习生送到学校后，我没

敢走，因为那里没有寝室，支教实习生要住在教室里。每

到晚上，我们7个人就把课桌拼成床，铺上被褥睡觉。就这

样，我们住了将近一个月。”

一个月的实习给她带来惊喜，她看到实习生们学会了

去服务别人，也能主动思考了。“上完课他们会想，今天的

课孩子们能不能听懂？上美术课，画纸、蜡笔什么都没有，

他们就用旧报纸、苞米叶子，甚至杂草来做艺术品。”她感

觉这些大学生到了农村，简直无所不能。

2009年，张寒平与集安市教育局沟通，让实习生在

缺少教师的偏远小学“顶岗”。“这种支教性的实习，后

来被传开了，很多县市的偏远小学都来找我们，希望我

们派学生去支教。”目前，这支队伍发展到上百名老师、

万余名大学生，受援学校遍及五省 24个县市区的 331

所中小学。

“偏远地区的学校，师资力量普遍薄弱。有的学校只

有四五名老师，岁数偏大还要身兼数职，校长也得上课。

而孩子们恰恰喜欢有青春活力的年轻教师，所以我们的实

习学生去支教，特别受孩子们欢迎。”

支教实习工作在前行中也遇到过困难，张寒平从没

想过放弃，“支教不会结束，而且要一直关注农村孩子的

成长。”

张寒平现在是大学生“顶岗支教指导中心”副主任。

她的信心来自校内有越来越多的中坚力量加入她的团队，

“现在我们的驻县教师有好几个博士后、博士、教授，大家

都认为这是好事，这就够了。尤其是我们校长，顶住各种

压力，默默地支持我们。”

“驻县教师”，通化师院特有的称谓，分别在所驻县负

责支教实习学生的生活、学习、安全等管理工作。此外，

实习生在支教过程中，受援学校还会派有经验的老教师

进行指导。

向偏远地方出发向偏远地方出发 在困难中成长

“在听到支教中心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到柳河县农村

小学支教时，我有些激动。稍做准备后，我就出发了，心中

有些期待又有些忐忑。”2020年8月24日，文学院李诗萱走

进了支教学校。

“我不禁在心中暗暗发问，面对这么多学生，我能游

刃有余地讲好准备的内容吗？我能和学生们相处融洽

吗？我的授课方式能为他们所接受吗？”在课堂上，李诗

萱的确遇到了许多意料之中的情况。“刚开始大家对我存

在新鲜感和好奇心，随着时间的流逝，课堂纪律开始出现

问题。学生们常常在授课中提出一些冷僻偏奇的问题，

对此我通常都有所准备。”课间，她会和学生们聊天，拉近

和他们之间的距离，也希望对不同学生的性格有进一步

了解，以此来做到因材施教。“我和同学们之间的感情也

因此更加深厚了。”

有一名学生是大家眼里的“问题户”，他在学校里比较

“叛逆”。李诗萱便向指导教师请教，怎么做才能帮助这名

学生，“他们指点我要努力发掘学生身上的闪光点。”

通过观察，李诗萱发现这名学生热爱劳动，会主动帮

教师的办公室倒垃圾。“于是我想，或许他只是希望获得老

师的关注。想到这一点后，我会在课堂上经常提问他，让

他来为大家展示课文背诵。下课后有时还以开玩笑的方

式和他聊天，点出他上课喜欢接话的行为不够尊重老师与

同学……渐渐地，他上课听讲越来越认真了。”

事实上，大学生们在支教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远远超

出他们的想象，例如，很多学校没有洗澡条件。在柳河县

的一所小学，支教实习生每周都要合租一辆三轮车，到镇

上洗澡。即便这样，实习生没有一个“逃”走。他们的解释

也很简单：“校长对我们好啊，包饺子时，都是叫我们先去

尝一尝，看好不好吃，还说让我们尝尝山里的味儿。老师

们家里做什么好吃的，也会给我们送来。”

“还有走班的”，张寒平介绍说，“一个学校下面好几个

村小，都没有英语老师，咱们的实习生在这个学校上完课，

马上又到下一个学校去上课。小脸晒得黝黑。”

美术学院王艳辉到辉南县抚民镇双岔小学支教，看到

农村孩子缺少绘画工具，教学效果很难保证，他心里发

愁。他的妈妈得知情况后，为全校53个学生每人买了一套

绘画用具。

张寒平认为，支教大学生到师资匮乏的偏远学校给

孩子们上课，不仅能提升教学能力，也会在地方淳朴的

民风中汲取正能量，培养强者辅助弱者的社会责任感。

面对各种困难，支教的学生们没有走，留下来的原因远

比困难多。

““破茧破茧”” 不拒绝每一个学生

5月15日，驻县教师房咏梅接到抚松县兴参镇榆树学

校校长刘刚打来的电话，诉说3名实习生晚上在多媒体教

室看电影，看管学生自习课时接电话，寝室卫生也有问题，

面对校长的批评却不以为意。

“这3名学生给实习学校的孩子们做了不好的榜样，可

以退回，实习成绩不合格。”房咏梅嘴上这样说，内心却不

想放弃这几名学生。好在刘刚也是同样的想法，“师范生

是未来乡镇学校的希望，不能这么简单地处理。”

房咏梅说：“他们虽然有错误，但一定也有正能量，只

有激发他们的正能量，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人民教师。”于

是她分别私信给他们：注意以教师身份严格要求自己！

“支教实习生就是通化师院的名片，你要是表现不好，

外人会说通化师院不好……我讲这些，是想通过激发他们

的集体意识和爱校情结，增强自律性。”果然，3名学生分别

去找校长刘刚承认了错误。“一周后回访，刘刚说他们的变

化让学校老师都惊讶了。”

熊熠是体育学院的一名学生，2018年参加支教实习，

之前在学校里表现很散漫。谁也没有想到，毕业后，他竟

然通过考试回到曾经支教的红丰村小学当老师。如今他

已是另一所村小学的负责人。

“实习前后，你像变了个人，发生了什么？”记者问。“校

长对我太好了，我无以回报，只有认真工作！”熊熠所说的

校长叫孙秀义，已年近60岁。

“看到孙校长的第一面儿，我就感觉特别亲切。孙校

长把我们的被褥扛到寝室，再铺好了，床单、被罩都整得板

正的。之后几个月的接触，我彻底被征服了——比我爸岁

数大，骑个摩托车，天天6点多就到学校，很多杂活都亲自

动手干，别人放假他不放，全部心思都在学校里。”

然而爱上了乡村教师这个职业，是个潜移默化的过

程。实习期间，熊熠每天都在面对孩子们渴求知识的眼

睛，孩子们每天都在进步，给他带来无比的喜悦；旁听时，

他喜欢孙金花老师的讲课艺术，梦想自己也能成为讲台上

那个魅力四射的老师。大学毕业后，熊熠回到家乡和龙

市，也曾找到了一份稳定工作，但他始终放不下农村教师

的情怀。于是又回到了这所村小。

红丰小学，长白山管委会一所村小。校舍是一圈平

房，掩映在花花草草中。5月31日上午，学校在操场上举

办了迎“六一”艺术节活动，4名支教大学生带着孩子们有

歌有舞，场面热烈。这里就是熊熠心目中的圣地。“你看孙

校长，孩子们都喜欢他，谁见到他都会笑！”熊熠说。

经历感动经历感动 绽放光彩

文学博士孙大志在“映山红”支教行动中担任长白山

管委会、长白县驻县教师。“几年下来，颇多感悟，只有真正

走遍长白山的沟沟坎坎，才能够真正感受到支教的意义。”

2019年春季学期结束时，长白县教育局牵头为26名

支教生举办欢送会。“欢送会上，26名支教实习生深深感受

到了长白县人民的深情厚谊，他们的学生依依不舍，在台

下呼喊着，他们在台上个个泪流满面，场面感动了在场的

每一个人。”时隔4年，现场照片仍然保存在孙大志的手机

里。

说起“映山红”，每一位驻县教师都饱含感动。

2018年秋，辉南大椅山中心校的万宝小学安装了电子

上课设备，一位学生家长感到新鲜，在教室里捅捅这、摸摸

那，遭到班主任曹雪制止。这位家长不但不听劝阻，反而

暴怒，对曹雪推推搡搡，班级的孩子吓哭了，曹雪也吓得回

到办公室伏案哭泣。

万宝小学共有68个学生，6位教师，平均年龄52岁。

曹雪是通化师院计算机科学学院支教实习生，她不仅担任

三年级班主任，还要教五年级的数学课。她的到来为这个

学校带来了勃勃生机。

事件发生后，张寒平第一时间赶到学校。“我担心曹雪

的安全，要接她回来。但曹雪并没有马上跟我走，她回到

上课的教室，一一和班级的学生告别，嘱咐孩子们写作业

要认真，每天朗读英语，孩子们没有回答，都默默地流眼

泪，有的孩子趴在桌子上泣不成声。我的心里也很难过。”

回到中心校宿舍，曹雪本该收拾行李，但她坐在那久

久未动。张寒平最后等来的一句话是：“老师，我不走了。”

“为什么？”张寒平很惊讶。“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

谁给他们上课？”

张寒平鼻子一酸，说不出话来。她想到外面冷静一

下，刚一推开门，被黑压压的人群围住了，有白发苍苍的老

人，有一身泥巴的中年汉子，还有不知所措的中年妇女，更

多的是满脸泪痕的孩子。“能不能不走？老师我们错了，没

保护好你！”

“那个肇事者被村民们按在地上，也不断认错。看到

这个场面，我还能说什么！”张寒平手足无措。

在采访中，记者也一次次被眼前的大学生所感动。

张昊是红丰小学的4名支教大学生之一，不仅要教自

然科学课，还兼任数学、体育老师。此外，还有一个特殊的

任务：专门负责照顾一个男孩。“这个孩子智商没有问题，

但过于淘气。他平时在我的办公室，我一对一地教他，我

有课的时候找别人帮助看一会儿，或者带着他去上课。”

“这应该在你的实习内容之外吧，怎么想的？”“一开

始，我是有些抵触。后来我加了他妈妈微信，他妈妈的朋

友圈儿背景是他小的时候，他妈妈把他抱在怀里。就是这

一张照片，让我整个思想变了……”

映山红，长白山区每年春天最早开放的花，春寒料峭

中，漫山红遍、生机盎然、顽强坚韧。通化师范学院的支教

行动如同“映山红”，让大学生们的青春在艰苦磨砺中绽放

绚丽光彩，也给大山里的孩子们带去成长的希望。

大学生：飞跃而成“映山红”
本报记者 王文辉

“第一次听到有人叫我老师，既兴奋又紧张……第一次有学生向我提问题，我突然感觉到对于眼前的这些孩子，自己

有多么重要……”这一幕幕，发生在通化师范学院“映山红”支教行动中。大学生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发现了自身的价

值，也确定了人生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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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朴的农村孩子面对支教大学生，大声说出了心里话：“我们喜欢你！” （资料图片）

通化师范学院支教大学生刘云奇，2019年在长白县受到
教育局表彰，被称为“支教路上最美的映山红”。（资料图片）

支教大学生在认真备课。 （资料图片）

支教大学生在红丰小学艺术节上与孩子们同唱
一首歌。 本报记者 王文辉 摄

支教大学生带领农村学生走进大自然，开展研学
活动。 （资料图片）

支教大学生在靖宇县一所农村小学的课堂上。（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