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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 浇灌每一朵花
厦门支教老师言传身教，发挥人才优势做好“传帮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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娃心中的格桑花
“当老师是很有成就感、幸福

感的职业。”厦门外国语学校海沧

附属学校的数学老师余荣说。她

于2019年加入了福建省第九批

援藏队伍。

作为昌都市卡若区第二初级

中学副校长的余荣，不仅要作为

行政管理人员组织老师的管理培

训和比赛，还兼任数学、英语和国

学三个科目的教学。“我的本职是

数学老师。”但面对英语基础薄弱

的孩子，余荣也教起了英语。“孩

子们对新事物有好奇心和求知

欲，我教他们唱的英文歌，他们过

了一年都还记得。”

余荣感慨地说：“比起当副校

长，我还是更想当一名老师和班

主任。我经常会说，你们不要叫

我副校长，叫我余老师就好。”正

是余荣的这份亲切与付出，孩子

们十分信任、依赖她，经常到办公

室和她探讨学习上遇到的问题，

也会分享心事。“藏族孩子对于学

习很认真，让我每次上完课后都

很有获得感。”

在即将结束三年援藏支教

时，她收到孩子们写的信，信中饱

含着对余老师的不舍。“虽然我们

班的同学很调皮，但很感谢您的

付出。祝您幸福美满、开开心

心。手中有字，字中有情，情中有

爱，爱中有您。学生：次把措”“我

们每次想您的时候，都会去看我

们一起种的格桑花。在我们心

里，格桑花代表着您，谢谢您老

师。”

一名好老师，甚至会影响一

个孩子的一生。余荣说：“这三年

的朝夕相处，我和孩子们更像是

‘亲人’。如果有机会，我还会选

择去西藏支教，看看孩子们。”

打造趣味课堂
去年9月，为响应党和国家关

于支援三峡建设的文件精神，厦

门首次择优推选了五名不同学科

的骨干教师到万州开展教育教

学。厦门市大同小学的体育老师

吴建军说服年迈的父亲，征得爱

人的支持，舍下年仅3岁的儿子和

读毕业班的女儿，千里迢迢来到

了万州福建小学。他是厦门支教

团队的队长、学科带头人。

一到学校，吴建军就主动承

担各项工作任务，带团队、抓教

学、开发新课程。他发挥所长，把

厦门思明区先进的教育经验植入

万州福建小学，用心指导磨课、赛

课、评课，让学校青年教师和体育

组团队的教学能力获得了巨大的

进步，大家都称他为“宝藏老师”。

在吴建军的带动下，学生群

体中“小眼镜”“小胖墩”少了，“体

育迷”“小健将”多了。“工作十分

认真负责”，这是同事们评价他最

多的一句话。

厦门支教老师们为受援学校

量身定制发展的阶梯，抓好课堂

教学主阵地，在各自学科开展结

对帮扶，克服两地教材的不同，致

力于给学生们打造新鲜、有趣的

课堂。

“看到孩子们肆意挥洒的汗

水、相互打气的加油声，我知道这

一切是值得的。”吴建军欣慰地说

道。

无私传授理念
厦门市专家型教师、槟榔中

学的生物老师林慧娜，自2021年

8月起，开始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

活。这是林慧娜第一次来到宁

夏，干燥的气候条件、昼夜极大的

温差、重口味的饮食等，对初到永

宁县闽宁镇的她是一个巨大的挑

战。但林慧娜乐观地说：“这已经

比十几年前的条件好很多了。”

课堂上的林慧娜，为了最大

程度调动孩子们的积极性，研究

出自己的一套策略。她把生活的

点滴融入生物知识点，生动又形

象，能够激发孩子们的兴趣和关

注。“这片黄土地，就是一座知识

丰富的‘矿藏’”，林慧娜在闽宁镇

发现，红酒酿造车间是最生动的

动手实践课；葡萄基地是讲解呼

吸作用、光合作用、无性生殖的天

然课堂；养鸡场里的小鸡孵化、温

棚里的益生菌果蔬等都藏着丰富

的生物学知识。在林慧娜的带动

下，生物课成了学生们最爱上的

课。下课后，总有学生把她团团

围住，问道：“林老师您下次什么

时候再来我们班上课？”“您能不

能一直教我们班？”

“我是带着任务来的，我希望

把厦门的教学理念带到闽宁镇。”

林慧娜说，她把教学所长毫无保

留地分享给永宁县的老师们。从

生物学核心素养的学习到“减负

增效”的思考，从生命教育与生物

课堂的结合到教学互学互助，林

慧娜的到来，为闽宁中学开启了

一场激烈的教学思辨，也让更多

的新鲜思想润泽孩子们的心田。

“支教不局限于教育，更是两地文

化的交流。如果还有机会，我还

会加入支教队伍。”林慧娜说道。

“传帮带”育人才
泡上工夫茶，静候吉木萨尔

县一中年轻教师前来交流……厦

门援疆名师工作站团队在新疆吉

木萨尔县打造“坐诊”形式，发挥

“传帮带”作用。吉木萨尔县一中

援疆名师工作站带头人、厦门援

疆名师邱国华说，自去年“援疆名

师工作站”成立后，厦门援疆教师

和县一中的教师有了固定的交流

空间，但由于工作原因，双方很难

有固定的交流时间，受医生“坐诊

制”的启发，工作站成员一致认

为，可借鉴该机制让名师有效利

用业余时间，发挥“传帮带”作用。

去年，包括李生华在内的10

名闽首批“组团式”援疆支教教师

（其中厦门教师7名）到昌吉州吉

木萨尔县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生

涯。就像吉木萨尔县委副书记、

福建援疆厦门分指挥长洪志伟说

的“厦门援疆教师要积极发挥作

用，立足教学岗位教书育人的同

时，发挥人才优势搞好‘传帮带’，

为当地留下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

伍”。一整套完善的工作制度在

新疆如火如荼地进行，包括举办

教学研讨活动、“师徒结对”培养

骨干教师、定期组织新疆业务骨

干到厦门学习等。“从他们身上，

我感受到了厦门名师在教学领域

的严谨、他们无私地‘传帮带’，让

我感受到了教育的广度。”当地年

轻教师闫娜说道。

即使暑假回到厦门，“组团

式”教育援疆工作队队长、后被任

命为吉木萨尔县教育局副局长的

李生华建了一个交流群，把吉木

萨尔县三中和厦门五缘第二实验

学校的学生连接在一起，举办线

上教学、学业讨论等。“希望能促

进两地孩子的交流、结对子。”

援渝老师吴建军 援藏老师余荣 援疆老师李生华、邱国华 援宁老师林慧娜

从沿海城市到高原山区，一批又一批的支教老师用一言一行，影响着高原山区里纯朴的孩子们。今年教师节，厦门“支教奖”授予了

余荣、许波、陈文虎、刘榕新等30位老师。此外还有许许多多未获奖的杰出支教老师也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他们中有的已支教结束，带

着优异成绩回归，如支教三年作为当地学校副校长的余荣，带着70多位教师做课题，60多位教师在区、市的教学比赛中获嘉奖，任教学校

中考成绩连续三年自治区第一，2022年中考成绩创历史新高；有的正在支教中，如李生华老师，立足教学岗位教书育人的同时，发挥人才

优势搞好“传帮带”，为当地培育了一支带不走的人才队伍。

今天，随着晨报记者一起去聆听厦门这些支教老师的故事吧。 晨报记者许蔚菡实习生杨芷君

厦门支教老师们用一言一行，影响着高原山区里纯朴的孩子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