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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支教体验 

 

萌生想法 

    去一次支教，为乡村孩子的成长出一分力，这是我多年来想做的一件事，

今天我终于有机会亲身体验。 

   阳山县东山村，是哥哥多年做义工的地方，每年暑假，香港力行慈善基金会

的义工们都会为这里的孩子组织为期一周的夏令营，有短期课程、集体游戏、

户外活动等。 

   今年报名的学生有 36位，从一年级至高职中，按年级分成了高中低三个

班。从报名到开营也就二周时间，我能开个什么课自己有点底又对孩子们将来

有用的呢？回顾自己多年的学习和工作体会，深感写作能力之重要，也确实有

些心得可以分享，于是我就报了《写作训练》的课程，把自己推上了讲台。 

   我申请了高年级的 6个课时，期望能启发同学们认识表达力对他们未来的重

要性，掌握写和讲的基本要领，能自信从容地与人交流。课程就按这个想法构

思了，收集了几位同学的作文看完，心里有了数，案例就从同学们的作文里

选。 

 

 面对不敢讲的同学 

     在来阳山前，我儿子很关心我将会怎么讲我的课，我分享完我的想法之

后，他说：“嗯，听起来有点料。可是，如果你的学生在堂上调皮捣蛋怎么

办？”我说：“这我真没想过，他们都是初中以上的同学，应该不至于捣乱

吧” 

     然而，我所要面对的将是些什么样的学生，我的课能够获得同学们的回应

吗？ 

     8 月 2号 8:00，开营的头两节，我就迎来了支教第一课。 

     我的 13名学生从 7年级到高一，有的在东山村跟着祖父母生活，有的父

母把他们送到清远重点中学，有些刚考上职中，有些则刚考上了高中。 

    开课了，我把我的名字写在黑板上，做了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后，我就邀

请每位同学用粉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课桌角上，以便我可以称呼他们，逐一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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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他们自我介绍：叫什么名字，几年级，家在哪里？讲讲他们对写作怎么看：

喜欢？不喜欢？遇到什么难点？这样的自我介绍，我原设想每人 1分钟，没有

什么难度，对于初一以上的学生不会有障碍，没有想到当中约 2/3的学生没能

流畅地完成，他们不情愿地站起来，眼睛不敢看人，你问一句，他答一句，声

音小得站在旁边也听不见。我知道这一刻，我得有足够的热情和耐性去鼓励他

们，我像他们身边的扩音器，把我听到的信息大声地重复，把他们答的关于写

作的难点一个个写在黑板上，为每一个讲完的同学叫好和鼓掌。 

   然后，我跟同学们分享了我的成长：贫困的家庭，父母的艰辛，读书对我成

长的帮助，我如何得益于写作。 

   最后，我想给他们打支强心针，我说“我在来之前看过几位同学的作文，其

中有些写得非常好，一点都不比广州的中学生写得差。和城市的孩子相比，农

村的孩子的确没有那么好的教育资源，见闻比较少，眼界窄一点，但是农村的

孩子从小就要自己照顾自己，没有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娇气，更能吃苦、更自

立，这反而是农村孩子的优势。所以，同学们要相信自己不比别人差！要自

信，首先让我们从大声敢讲开始！”我恨不得一夜之间他们个个都能大大方方

在众人面前从容表达。 

 

 

 



3 
 

面对参差不齐的学生 

   经过两天的接触，13 位同学的差异基本表现出来了，有几个是完全无心向学

的，坐在座位上只是在等下课去玩；有几位女生是特别怕讲话的，有陌生人最好

躲得远远的；有几位是很想学也听得进去的，他们在课堂上的回应是对我最好的

鼓励。 

   第二天的课，在正式进入新内容之前，我先问大家：在第一天的课上，大家

学到了什么？还好，在我的提示下，颖俊大声说：要自信；晋煜也马上回应了农

村孩子比城市孩子有优势的地方：能吃苦，更自立。看得出他们俩听进去了，他

们也记得上次课的两个要点：写身边的真事，不需要虚构高大上的作文；下笔前，

构思全文，避免跑题。听到他们的回应，我感到有点安慰，第一天的的课没有白

上。 

   今天，我准备了两篇来自同学们的作文做案例，讲解怎么写好文章的开头和

结尾。吸取上次的教训，我不再问谁愿意为大家读出这篇文章，而是采取分两组

分段轮流朗读的办法，效果非常好，所有的同学都不害羞，齐声朗读起来，一时

朗朗书声在课室响起，那一刻真有一点点享受。随后，在请代表分享时，我又用

了一个踩地雷的游戏，恰巧把文章的作者“爆”了出来。 

   结合他们自己的原作，讲解完要领后，我请他们做堂上练习，重写一个更好

的开头和结尾，让文章能获得更高的分数。10 分钟的时间，有 1/3 的同学只字未

动，我知道他们根本没打算去想；2/3 的同学很认真地在尝试写，最后徐晋煜同

学修改的效果达到了我 90%的期望，颖俊也达到了 80%期望，其他的同学写了，

但并没有领悟到我所说的意思。最后，我分享了我修改的内容，这也是昨晚我反

复琢磨写出来的，同学们听完频频点头。 

应该说，这种修改别人文章的练习，有难度，这是编辑的水平。以同学自己

的作文做案例来讲解写作的方法，也是我自己琢磨出来的。可喜的是，有好学的

同学理解了，初步掌握了要领；遗憾的是，至少有 1/3 的同学无兴趣学写作，影

响了课堂，也影响了我的支教感受。 

 

 

提高学生的社交礼仪意识 

    观察高年级的 13 位同学在课堂和座谈会上的表现，我感觉他们缺乏社交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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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意识，见到老师不会打招呼，更不会说谢谢。除了个别好学的学生外，其他同

学在课堂和座谈会上注意力分散，各种不雅小动作，坐无坐相，私下讲话。也许

他们压根没有意识到，这种表现是对别人的不尊重，也会反过来影响自己的终生。 

为此，我又提议在下午全体集中的安全教育课上插上社交礼仪课，重点是对高年

级的同学普及社交礼仪常识。年轻导师说不知道怎么讲，我就匆匆上阵了，针对

他们的表现，整理了穿着、见面、课堂/会议、吃饭、公共场合等几个最基本的礼

仪常识跟大家一一提示了，能感觉到大多数同学集中精神认真在听，希望能在同

学们心中种下一颗礼仪的种子，帮助他们成为一位有教养的人。 

 

 

就地取材，致敬谢医生 

第三天的课教授实用写作，希望能为高职中的同学教授一些他们在职场上将

要用到的实用写作技能。前一天在图书馆饭堂的墙壁上看到张贴了谢医生当年发

表在报纸上的文章《怎样解决中国内地缺水问题》，灵机一动，何不就以此为教

材，讲解实用写作的要领。于是我节选了其中一段《打井取水十分危险》。在正

式进入写作讲解之前，我问大家是否所有同学都知道谢医生，大家都说知道，然

而谢医生的具体贡献却不见得同学们都清楚。借此机会，我简单介绍了谢医生在

解决中国内地缺水问题上的赤子之心，他卓有成效的植树造林理论和实践。 

之后我让同学们一起朗读了节选段《打井取水十分危险》。我要求大家读完

后理解文章陈述的观点，用分点法，简洁清晰地把内容要点概括出来。因为在职

场上，你需要用最短的时间把事情说清楚。所有的同学都完成了这个堂上练习，

70%的同学基本准确地概括了三个要点。之后同学们又学习了如何应用分点法，

提出自己的诉求和理由。 

写作和阅读，从来就不是仅仅的技巧传授，更是学生品格培养潜移默化的熏

陶，一个爱读书，爱写作的人，也常常是一位有情怀有素养的人，愿东山的孩子

在学习写作技巧之余，感恩谢医生伉俪植林、解困、助学的善举，长大后也能像

他们一样，大爱无声，奉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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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我的首次支教就在这边摸索边实践中走过来了，多年的想象变成了宝贵的经

历，更认识了一班东山长大的优秀的年轻导师，他们励志的成长故事，他们的活

力、爱心、自立自强精神为东山的孩子们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2021 力行图书馆 夏日兴趣班义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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