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特别报道
2019.3.30 星期六 编辑 付文龙 校对 屈淑彩 E-mail：fwl@pdsxww.com

3月 26日上午，在叶县水寨
乡初级中学，市四十四中的化学
老师王肖霞正在九（6）班的教室
里监考，3月27日、28日，全市统
一组织九年级模拟测试。

“王肖霞从这所学校毕业，当
时我还教过她语文。我得知她要
来母校支教时十分高兴。可当我
看到她来学校还带着不满1岁的
孩子时，内心十分感动。她对母
校的这份情谊，用行动战胜自我、
从容面对困难的这份勇气令人钦
佩。”水寨乡初级中学校长孙自云
对记者说。

单科测试结束，面对记者，这
位有着20多年教龄的妈妈显得
有些不好意思。王肖霞说，她是
从水寨乡初级中学走出去的学
生，孙校长当年是她的班主任。
后来她落户城市、结婚生子，在城
市学校任教至今，一直都和母校
的领导、老师保持联系。作为一
个农村出身的孩子，她总想回家
乡支援农村教育。去年秋季，她
主动报名要求到母校支教，可是
她的孩子出生后还不到 1岁，正
处在哺乳期。思前想后，她决定

带上孩子一起来学校支教。
叶县水寨乡初级中学是一所

寄宿制学校，全校1100多名学生、
80多名教师天天吃住在学校。王
肖霞担任九（6）班的化学老师。毕
业班的教学任务非常紧张，每天早
晨必须在 6 点以前进入教室，备
课、教课、批改作业、开展教研活
动、辅导学生……一直忙到晚上9
点半左右，学生全部就寝之后才算
结束一天的工作。每周星期五下
午学生集体离校，她则要倒三趟
车，到家时已经是晚上9点。星期
天下午在学生返校前赶回学校，支
教生活紧张而枯燥。“我把支教当
成对自己人生的一次磨练，毕竟它
打破了原有的生活规律，抛开自己
的家庭和熟悉的工作环境，要具备
吃苦耐劳的精神。”王肖霞说，当她
作出决定时，已经做好了充分的思
想准备，不管遇到多大困难，一定
要坚持下来，尽最大的努力干好支
教工作。

王肖霞说，她接任的九（6）班
大部分是留守孩子，他们父母常年
在外地打工，根本没时间照顾孩
子，这些孩子长期缺乏良好的家庭

教育，生活、行为习惯需要纠正。
为了尽快了解学生情况，她经常和
学生们在一起，与他们谈学习、谈
理想，以心交心，以诚相待，让自己
逐渐融入学生，成为他们的一员。
她的班上有个学生，过去曾和同学
打架，上课回答问题时不敢抬头，
吐字不清，很自卑。她经常鼓励
他，还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他取
得的进步。现在，这个孩子学习进
步明显，课堂上能够主动发言，性
格变得乐观开朗，学生和家长都很
高兴。

经过一个学期的磨合，王肖霞
已经走进孩子们的心里，成为他们
的大朋友。课下，孩子们会邀请她
一起踢毽子、打篮球；中午，当她忙
不过来的时候，会有学生给她主动
打饭。孩子们都很喜欢这个“城
里”的老师。

校长孙自云说，去年秋季，市
教体局选派6名优秀教师来学校
支教一年，这些教师责任心强，教
学经验丰富，将优秀的教学资源、
先进的教育理念、高尚的育人情怀
传递给农村学校的孩子，促进了当
地学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提高。

带上未满周岁的儿子回母校支教

如今，大多数人会想方设法带着孩子挤到城里，或者带孩子去国外游学，但在我市有一批优秀教师，放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主动要求到农村中小学
支教，创造性地根据农村学校特点开展教学活动并取得良好的成绩，深受乡村孩子们的欢迎，真正做到了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3月26日，市教体局
组织人员深入叶县农村边远学校，与2018年秋季支教农村教师进行一次深入交流，了解春风行动在农村学校开展的情况。

王肖霞、娄晓平：

甘做支教的“绿叶”
□本报记者 傅纪元 文/图

来到叶县龙泉乡实验学校，娄
晓平正在为五（2）班的学生上美
术课，她丰富的课堂经验、扎实的
美术功底，不禁让人感慨一番。“他
们没有城市孩子的优良师资和良
好教育环境，甚至很多农村学校没
有开设音乐、美术课，小学阶段培
养学生的想象力和审美能力至关
重要。自从我来这里支教后发现，
这些农村孩子没有不喜欢美术的，
不少孩子画得非常好，很有天分。”
当谈到美术教育时，娄晓平希望通
过媒体呼吁更多的人为农村中小
学的美术支教出一分力，让那些有
美术天赋的农村孩子多一条成才
之路。

娄晓平是卫东区新华路小学
的一名美术教师，1993 年参加工
作，曾经获得过省优质课教师、省
级骨干教师、市级名师、市级学术
技术带头人、市级教学标兵、市级
优秀科技教师荣誉称号。谈到这
次支教经历，她说，自己的父亲曾
经是一位农村教师，他热爱学生，
对学生严格要求，深受学生爱戴。
受父亲的影响，她们姊妹三个相继
走上了教师之路。由于在农村长

大，深知农村的孩子要想走出去有
多么不易，特别是一些没有开设音
乐、美术课的农村学校。作为一名
名师和学术技术带头人，她想给孩
子们带去丰富多彩的美术课堂，想
让乡村的孩子放飞自己的梦想，给
孩子们稚嫩的心灵种下美的种子。

由于美术老师欠缺，叶县龙泉

乡实验学校全校1200多名学生长
期以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美术教
育。去年秋季，娄晓平来到支教学
校后，教学校 19 个班的美术课。
在秋季开学的第二周，她主动承担
起参加我省科技创新绘画比赛的
报名任务，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内，她利用一切课余时间要让从来

没有上过美术课的学生们画出满
意的参赛作品。

娄晓平告诉记者，她首先精心
准备一节科幻画创作课，利用一周
时间，从科幻画的概念、选题、创作
入手，引导学生认识什么是科幻
画，如何选题、如何创作。随后通
过欣赏大量的科幻画作品，加深学
生对科幻画的认识，为创作奠定基
础。“农村的孩子，他们不缺乏美好
的梦想，缺乏的是一个这方面的老
师和科学的引导，看着孩子们听课
时的专注眼神和对美术知识的渴
望，我的信心更足了。”娄晓平说，
在她的悉心指导下，有25名学生
在报名截止前上报作品，保质保量
地完成参赛任务。

“支教不能蜻蜓点水般走过
场，需要沉下身子，静下心来，从孩
子们的需求入手，结合农村学校特
点，在开足美术课程的基础上，千
方百计提升学生的美术爱好，打好
坚实的美术基本功。”娄晓平是这
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她通过和
学生、班主任的沟通，在自愿报名
和选拔的基础上成立了学校首个
美术社团。学校专门为社团安排

了两间教室，社团近70名学生被
分成两批，每周利用下午大课间活
动，分别接受两次美术培训。不仅
如此，她的宿舍、办公室也成了孩
子们的艺术殿堂，孩子们只要一下
课，就会跑过来学画画，甚至午餐、
晚餐和睡觉前。“孩子们对美术的
热情让我感动，我尊重孩子们所有
的想法，更尊重所有的孩子，生怕
哪句话说重了，打消他们学习的积
极性。”娄晓平说。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孩子们的
绘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在她的策
划下，学校陆续开展科幻画比赛、
庆元旦画展，眼下她正在准备让学
生们参加叶县龙泉乡现场绘画比
赛和庆六一现场绘画。努力给学
生提供更多的展示平台，提高他们
的审美能力，开阔学生的视野。

来到农村小学支教并没有让
娄晓平感觉到条件艰苦，她反而觉
得在这里教学十分充实和快乐。
在她看来，支教就像星星点灯，只
要播下的是美术的知识、智慧与能
力的种子，在乡村孩子们心中生根
开花结果，就能照亮乡村美术教育
更美的前程。

“教师之家”薪火相传

据了解，作为我市教育系统
“春风行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去年
秋季，市教体局选派88名教师到
被叶县等地帮带学校开展为期 1
年的对口支教，从被帮带学校选取
15名校长到城区学校挂职锻炼；组
织中原名师和省市级名师、教育专

家、学术技术带头人、专业技术拔
尖人才等优秀教师，到鲁山县、叶
县的被帮带学校送课下乡；开展名
校长和名师业务培训，提高贫困地
区教师骨干人员的整体素质。这
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贫困
地区师资短缺的问题。

截至去年底，全市251所农村
学校、1536名教师和14436名学生
分别与市城区及县城学校、教师、
学生结成“一对一”的帮扶关系，基
本实现基础教育帮带帮扶全覆盖；
市直学校和市区共向鲁山县、叶县
送课1510节，培训教师6933人次；

在鲁山县、叶县、郏县共设立乡村
名师工作室分站37个，纳入工作
站培养的教师470余人；城乡学校
共同开展教研 6200余次，共写教
案 2400余份，相互交流学术文章
710多篇，共同制作文教具 820多
件；邀请知名教育专家对100所边

远学校校长进行培训。
自活动开展以来，帮带学校精

准定位、坚持问题导向，向被帮带
学校、学生捐赠多媒体电脑设备、
桌椅、图书、衣物等折合 4254.158
万元，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32946
人次。

春风行动让农村孩子共享优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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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晓平在给孩子们上美术课

王肖霞在辅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