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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伟

2022年8月15日，我告别亲友，从东

海之滨的玉环奔赴2000公里之遥的四川

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正式开始支教

生涯。

炉霍，平均海拔3200米的高原之城，

处处是浓浓的绿意——草原、草甸、山地、

森林……山泉从雪山之巅流下，从牧场中

缓缓穿过，蓝天、牦牛、经幡、白塔……一

切显得那么唯美、那么安详、那么圣洁。

我们在泸定的甘孜州教师发展中心接

受了为期4天的短暂培训，然后乘车6个多

小时穿越牧区，抵达炉霍。

我们住进了炉霍县教育和体育局宿

舍，打扫完卫生后，就去城区的大超市买日

常生活用品。让我们惊讶的是：这里的小

商品居然大多来自浙江。

第一天大家都感觉头痛失眠、喉咙冒

火，估计是高反和气候干燥的缘故。

9月1日正式开学。学校安排我负责

高三（2）班、（3）班，以及初二（3）班、（5）班

的历史课教学。不久，因为高三的一位历

史教师未能到岗，学校临时决定让我承担

高三全年级4个班的历史教学任务。

我一直在教高中，从未教过初中，这对

我来说是挑战。

接手新班级后，我还面临着种种困难。

学生历史知识张冠李戴就不用说了，语

文读写方面就存在很大问题：错别字很多，

有些字不会读，题目看不懂。最主要的是学

习动力不足，不知道学习为何物、为什么要

学习。

藏族学生大都住在雕梁画栋的“崩科”

里，祖祖辈辈靠放养牦牛为生，不存在“学

习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尤其是乡下牧场

和林场的学生。

为尽快了解四川省的高考情况以及县

情、校情与学情，找到适合这里的高三教学

模式，我向炉霍县中学的同行请教，也向成

都市支援甘孜州的同行请教，甚至通过同

事的关系联系成都市一些高中的教师同

行，玉环市高中历史教研员叶雪祥及楚门

中学教师方鑫海也给我提供了建议。

我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四川省的高考

卷，特别是最近3年的高考试题，逐渐揣摩

出历史卷的一些特点：重视材料分析、理解

与运用能力。因此，在日常教学中，我以基

础知识复习及落实为主，侧重对学生历史

学科能力的培养，同时将历史学科的唯物

史观、史料实证、时空观念、历史解释及家

国情怀五大核心素养渗入其中。

理想是丰满的，现实是骨感的。我初

步形成的历史教学思路，在糟糕的课堂纪

律下化为乌有。

要想确保课堂教学任务的落实和教

学计划的推进，良好的课堂纪律是前提。

于是，我决定把课堂纪律整顿作为重要的

突破口。

课堂上，我用提问来叫醒睡觉的学生，

同时给他们布置一些题目作为惩罚；针对

讲话、吃东西、做小动作的学生，我会暂停

讲课，将目光投向他们，引得他们在众目睽

睽下不好意思地低下头。

下课后，我把这些课堂违纪的学生一

个个单独叫出来谈话，了解原因，进行针对

性的批评教育。对于屡教不改者，我与班

主任、其他任课教师及时沟通，把棘手的问

题课题化，共同摸索解决的路径。

要降低学生课堂的违纪率，仅靠纪律

管控这种硬性方式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

提高课堂教学的吸引力。如何让复习课这

种不讨好的课也有人听，认真备课是一个

重要前提。

针对学生基础薄弱这一现实，我对教

材内容进行重构，尽可能地将国际国内的

一些重大热点融入到专题式教学中，积极

引导学生去思考。设计的问题不太难，有

一定的梯度，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完

成，让他们体验到成功的乐趣。

除日常教学工作外，我还挂职学校教

科室副主任，每周坚持推门听课，开展常规

检查，指导课题和论文写作，积极配合学校

督导室组织开展公开课活动，及时将听课

的评价意见反馈给上课的教师。

由于平时很忙，我只能利用课后或休

息时间为有需要的教师提供指导。支教的

第一个学期，我就指导了一个省级课题和

一门精品课程，并被其中一个课题组聘为

顾问。

我也不断反思：支教教师只是提高自

己任教科目、任教班级学生的学业成绩就

够了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现代汉语词典

（第7版）》“支教”一词是这么解释的：“支援

边远落后地区的教育事业，特指在一段时

间内到那里当教师。”从中不难看出，学业

成绩并不是支教的根本目的。

我想：藏族学生的学业成绩之所以难

以提升，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他们没有树立

终身学习的观念。因此，支教教师有责任

让他们真正认识到学习的重要性，知道个

体的成功与否会影响到他人；学习不仅是

为家人、为自己、为充实人生、为完善自我，

更是为国家的繁荣与发展。

我充分利用历史学科的独特优势，将

炉霍地方史融入到中国乃至世界大历史

中，让学生认识到历史原来就在身边。通

过小历史与大历史的有机结合，培养学生

爱己、爱乡、爱国的意识。

支教生活比我当初想象的要艰辛。一

开始，连续上两节课会感到喘；到冬天，氧

气稀薄，上一节课就喘得不行。路走得远

了，大腿上会出现瘀青和肿块。

早晚温差很大。刚来的时候，我发现

房间里有几只蚊子，比玉环的要大两三

倍。我跑到超市里买蚊香，服务员告诉我：

“我们这里不卖这东西。”

我当时就怔住了：“这晚上可怎么过？”

天渐渐黑下来，温度慢慢降下来。到

了半夜，我突然发现这些大只的蚊子居然

被冻死在地面上。

高原地区气候很干燥，往往睡到一半，

因为喉咙太干而醒来。早晨一照镜子，嘴

唇干裂，眼睛里布满血丝。为保证睡眠，我

和小伙伴们从网上买来加湿器，睡前喝口

水，并在床前备一杯水。

还有饮食习惯与家乡大不相同。我们

平时都去援川食堂吃饭，这里的食材很丰

富，但几乎所有的菜上面都摆着红红的辣

椒。我稍微能吃点辣，但让人头痛的是，除

了辣椒，菜里面还都撒着花椒。冷不防咬

到一颗，瞬间嘴就麻了，令我望“菜”生畏。

只有每周二、周五晚上的面不辣，很受

大家欢迎。为改善伙食，小伙伴们把从玉

环捎来的鱼干拿出来共享。平时大家各显

手艺，“林氏蛋炒饭”“王氏海鲜蒸年糕”等

“名菜”由此诞生。

记得刚上高原时，车窗外的壮美景象

让我们惊叹不已，几乎随手一拍就是大

片。但是日子久了，习以为常，反而要忍

受远离家人的煎熬。大家相互关心、相互

帮忙，亲似兄弟姐妹，让支教生活充满了

欢乐。

教育工作的特殊性决定了教师学习、充

电的必要性。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就得有

一桶水。水怎么来？就靠平时的积淀。

我在玉环时就养成了去图书馆借书的

习惯，到了炉霍，必然要去县图书馆打卡。

图书馆位于文化局内，面积很小，只有一

层，里面的书不多也不新，和历史相关的书

籍更少。

工作人员回应我：“我们这个图书馆不

小啦，这可是康北地区最大的图书馆。”

回到宿舍后，我想到了买书，便在网上

一口气买了近40本书，小伙伴们都惊讶万

分。就这样，我在川西高原建起了一个属

于我自己的书房。

作为支教者，完成教学任务、重视对学

生的教育就够了吗？我想，远远不够。加快

藏族聚居区高质量发展，教育固然是一个突

破口。但在教育之外，我们还应该有强烈的

政治意识，积极促进民族团结。

支教者还应发掘和研究当地的自然及

文化资源，积极向外宣传。如炉霍是崩科

王国、唐卡之乡、山歌之乡，又是茶马古道、

康北商路上的重镇，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和

红色文化。我们只有通过宣传，才可能让

这里的农畜产品更好地走出去，才可能让

外界更加了解这里，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

我会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之余，充

当炉霍与玉环两地的宣传员，真正成为连

接两地的纽带和桥梁。

□湖州市南浔实验小学 张 贤

开学两个星期之内，班主任总能接到这样的家长

电话：“我们家孩子的眼睛不好，能不能把他的位置换

一换？”

排座位这件事看起来虽小，却很敏感。我总是反

复告诉学生：学习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坐在哪个位置

上，而是取决于学习是否勤奋刻苦。只要能听见老师

讲的，看见黑板上写的，这样的位置就是好位置。“看，

我们班的学霸即使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上课还是这么

认真，学习成绩还是那么优秀。”

我也会对家长说：“鉴于孩子的实际情况，我会把

他的位置往前调一调，但我班的座位每周进行一次横

向和纵向调整，一周以后还是要轮换的。要是孩子的

眼睛实在看不清，我建议给他配一副合适的眼镜。”

事实证明：一周以后，家长不好意思再来找我。

1.动静搭配，性格互补

在编排学生座位时要避免出现好动型同桌的“强

强联手”，而应当性格互补，以静制动，以动牵静，让学

生在合作中互补互助。

比如我班的小叶是一名话多的男生，他的座位安

排一直是老大难问题。经过反复实践，我最终采取了

“三面夹击法”，他的座位要么在第一排，要么在最后

一排，要么靠墙，另三面用文静的女生把他团团围住。

他急得来找我，“老师，能不能把我周围的女生都

调走？”

这些女生就是我砌的“隔离墙”，想要我拆墙，门儿都没有。

2.优困搭配，智能互补

两名优秀生中间放一名学困生，形成“二帮一”的局面，就像

夹心饼干似的，发挥优秀生的榜样作用，促进学困生成长。

3.小组搭配，成员均衡

也要注意到每个小组的成员类型要均衡。骨干生要化整为

零，在各小组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学困生也要化整为零，不让他

们互相影响，同时保证小组竞争的公平性。

排座位是一个不断尝试、纠错的过程。座位不是一成不变

的，坚持大局稳定、个别调整的原则，每周一次滚动式调整，让学

生有机会在教室里的不同位置学习。

个别学生要求换座位，可以申请，写清理由。然后，等教师

批复，沟通看法。

□杭州银湖实验小学 胡倩雯

在一次代课的过程中，有一名学生引起了我的注意，他的作

业本不仅字迹潦草，而且错误很多，基础知识不扎实。

发放学习任务单时，我请他收起课本，静心完成。

几乎全班学生的目光都聚焦在坐在角落里的他，大家七嘴八

舌地说：“老师，他不用写这个的。”“老师，他不会写的。”

他不以为意地望了我一眼，我连忙制止学生的喧闹，问他：

“今天的练习你想试试吗？”

他点了点头。我递给他一张任务单，他伸手接过，准备开始

书写。大家顿时安静下来。

可是，大半节课过去了，他的任务单上仍是一片空白。我问

他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地方。他没有说话。

“平时大家做这样的练习时，你会做什么呢？”

“我就……我就抄词语。”

他的口齿不清，我勉强才能听懂他的意思。

看拼音写词语对他来说确实难度太大。“那你就抄写词语吧。”

他熟练地从抽屉里拿出课本和一个小本子，开始抄写。下课

后，我翻开他递给我的本子，里面密密麻麻抄满了每一课的词语。

我坐在他的身边批改，圈出其中抄错的地方。许多学生围过

来观看，又一次议论开了：“你看，他就是抄都要抄错。”“他就是这

样，什么都不会。”

听得出来，学生们并不看好他，认为他跟自己不一样，有的甚

至多有讥讽。他皱起眉头，想要为自己辩解，可半天才挤出几个

字来。这让那些得意的嘴脸更显嚣张。

我生气地对那些学生说：“我真不喜欢你们这样说。老师第

一次认识他，但感觉到他是一个非常认真、非常努力的人。”

“是的，我也觉得他进步很大。”听到我这么说，有一名扎羊角

辫的女生马上附和。

“对呀对呀，你们看他最近写字都写得端正了不少呢。”夸奖

的话语多了起来，我转头看到他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或许是挫败感转化成了动力，又或许是因为大家的肯定与鼓

励，第二节课伊始，我便见他二话不说开始抄写，一节课整整抄了

两大页。

不再有人对他冷嘲热讽，大家竖起大拇指，对他赞不绝口。

世间责任最重的事情莫过于教育学生，而和学生打交道是一

件耗费精力的事，因为育人的艺术在很大程度上是与学生相处的

艺术。无论你多么训练有素、经验丰富，也总会害怕出现失误，尤

其是改变特殊学生。

在长期的工作中，我总结出这样两点：

一是发现美。这名学生并不是完全没有能力完成教师分配

的任务，很多时候，他是对自己没有信心。

我始终相信他存在着优势，别的学生只需要花上半小时完成

的作业，对于他而言，耗费一晚上的时间和精力是常有的事情。

这样说来，他比其他学生更有定力，更愿意花时间去思考问题，同

时也拥有很强的上进心。他会因为失败而苦恼，更会因为自己的

进步和别人的鼓励而充满斗志。

二是促团结。教育的精彩动人时刻和这世界上所有美好的

情感一样，都是双向的馈赠与唤醒。我仅仅表扬了一句，学生们

就纷纷表示认同。我相信，在长时间的磨合和相处下，大家一定

会接纳和喜欢这名可爱的学生。

让我成为高原和大海之间的使者
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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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没有能力，
而是没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