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心存感恩，
“蹲在地上”的代课老师

今年 27 岁的杨敏出生

在宁远县鲤溪镇三元岭村。

10 个月大时，一场小儿麻

痹症让她再也不能像正常

人 一 样 站 立。 直 到 4 岁，

杨敏才学会用手握着脚掌

以蹲姿行走。到了上学的

年纪，“妈妈每天背着我去

上学”。在完成初中学业之

后，杨敏便不再出门，因

此有了“青蛙公主”的外号。

2006 年， 杨 敏 得 知 祁

阳县一家残疾人电脑培训

学校招生。“去之前还是很

忐忑的，因为要一个人待在

那里，有点害怕，我从来没

离开过家。”但同学和老师

的关心让杨敏重拾了自信和

奋斗的目标。“我在那里认

识了一群好朋友，他们待我

如亲人，也让我不再自卑，

原来老天并不是对我一个人

不公平。”一年的学习，让

杨敏学会了操作电脑，更学

会了感恩和付出。

三元岭小学是这个村唯

一的学校，只有幼儿园和小

学一年级、二年级共 4 个班。

160 多名小朋友，95% 以上

都是留守儿童。没有老师愿

意来此教书，杨敏的母亲杨

社教在村里当了 31 年的“孩

子王”。因为缺老师，2007

年，杨敏回村代课，学校也

因此才有了第三位老师。

对于身有残疾的杨敏而

言，最初的上课经历并不

容易，“学生调皮难管，而

且有的内容也不知道怎么

去教，或者教了很多遍他

们还是不会，甚至被气哭

过。也有过放弃的念头”。

但 是， 杨 敏 坚 持 了 下 来，

因为她“不能让这些孩子

没有老师”。

巾帼扶贫

高校女教师扶贫心得——

产业扶贫促经济，教育扶贫助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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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不仅是产业扶贫，还应教育扶贫。”

今年 38 岁的周静是湖南女子学院的一名普

通教师。两年前，她主动请缨，离开家，离

开孩子，来到了400 公里外的永州市双牌县

卿家巷村扶贫。

一开始的入户走访，周静和扶贫队长就

碰了“钉子”。贫困户根本不信任他们两个

操着外地口音的陌生人，经常一句“很忙”

后甩头就走。但他们没有气馁，一户户走访，

跟老百姓聊天道白，了解家里的困难，知晓

贫困户的所需，量身制定帮扶措施……如今，

周静已经跟老百姓熟成了一家人。

为了村里的种养殖项目，周静利用自己农

业大学毕业的优势，给贫困户找来了各类专家，

手把手教给贫困户种养技术。“或者带他们去

长沙找专家，或者请专家来村里， 或者通过

微信电话沟通。”周静告诉记者，小小项目，

亦能每年给村里带来近十万元的收入。

如今，在扶贫工作队的努力下，卿家巷

村先后成立了4 个专业合作社，新建了种草

养牛基地、四季果蔬摘采园、优质稻种植

基地和农村淘宝卿家巷村服务站等，并建

成 65 千瓦光伏电站。

然而，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周静更明白，

产业扶贫是方法路径，孩子的教育才是农村

的未来。在近三年的时间里，她努力为村里

的孩子们带去一些平时接触不到的课程。

比如，每年湖南女子学院组织的暑假“三

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各个系部来村的慰问

活动，就会充分发挥这些学生的特长，让村

里的孩子们们学习有趣的手工制作、优雅的

形体礼仪、欢快的音乐舞蹈等课程，享受同

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

今年“六一”儿童节，周静还安排孩子

们去永州市冷水滩区看电影、吃自助餐，去

游乐场嬉戏，这些体验也让孩子们的视野

逐渐开阔起来。周静自己还给喜欢跳舞的先

天性听力障碍女孩雅馨捐助了一年的舞蹈培

训费，并为她找到一位爱心人士，接力捐助

她的舞蹈培训直到大学毕业。

周静说 ：“现在能很明显从孩子们的身

上、眼中看到他们的渴望，感受他们的变化，

这也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最大的成就感。”

周静（右）对接长沙的义工组织为村里的
贫困学生争取到助学金。

打开永州市宁远县鲤溪镇三元岭
小学教师杨敏的微信公众号“青蛙公
主杨敏”，你能看到她精心制作的丝带
发夹和蝴蝶结发夹。是的，她会在朋

友圈不时“推销”自
己的蝴蝶结，但与时
下 很 热 的 微 商 不 同，
杨敏做这些手工不是
为自己赚钱，而是为
了帮助读不起书的孩
子。

谁能想到，杨敏其实也是一个需
要帮助的“90 后”女孩——因患小儿
麻痹症，在去年获得妇联捐赠的轮椅
之前，她还只能用手握着脚掌，以蹲
姿行走。

焕然一新，
其它村的孩子也想来上学

几块木头搭建的半边房门，漏雨漏风的

木头窗、泥巴操场，砖瓦摇摇欲坠的屋顶和

墙体，残破且黑乎乎的墙壁……2015 年底，

三元岭小学还是这个破败的样子，“除了桌椅

黑板，其他什么都没有”。图书馆、体育用

品更像是奢侈品。

因此，除了招募支教老师，杨敏不断通

过网络联系爱心人士、企业，联系媒体，希

望改善学校的基础设施。

启梦支教团队率先响应，送来了跳绳。

“课后能让学生更活跃，因为书包文具不是

要得那么急，可以将就。”以前的体育课项

目只有跑步，孩子们上课后就到处乱跑。

随后，爱心人士接连送来了篮球和可折叠

的乒乓球桌。

2015 年底，杨敏想到通过拍摄视频的

方式让更多人了解三元岭小学的现状。在深

圳创启智 LP58 团队的帮助下，学校的视频

发到了网站上，很多爱心人士捐款整修了三

元岭小学。经过一个月的努力，三元岭小学

旧貌换新颜：墙壁粉刷一新、木头窗换成玻

璃窗，木门换成不锈钢门。2016 年初，深圳

公益组织创启智 LP58 的志愿者驱车 10 小时

来到三元岭，给孩子们送来文具套装、彩笔

和保暖裤。同年 4 月，湖南省妇幼保健院的

员工为三元岭小学的孩子们捐款，用以购买

校服、图书，还提供了免费体检。至此，三

元岭小学的孩子们第一次拥有了校服。该院

的志愿者们还从长沙带来书架、电灯、椅子，

建起了“爱心图书屋”。

杨敏希望舞蹈课上能给孩子放视频，爱

心人士带来了电视机；杨敏想给孩子们准备

一些可以填色的简笔画，爱心人士带来了打

印机。最近，创启智又捐赠了价值 2000 多

元的儿童图书。现在，连附近村子的孩子也

纷纷要求来三元岭小学上学。

此外，杨敏还加入了公益组织“乡聚缘”，

经常参加公益活动，并与柏家坪镇淌岩水村

一名先天性左手残疾的 10 岁儿童欧阳子成

结为“一对一心理帮扶对象”。

杨敏的热心也引来了一些闲言碎语，但

杨敏并不在意。因为正是这些经历，让她

不再只是“井底之蛙”，并变得更加自信、

自强，“看到学校的变化，感觉所有辛苦都

没有白费”。

网络发贴，
唤来六十余名支教志愿者

杨敏发现，学校三名老师里，

只有 60 岁的杨敦厚是在编老师，

三个人只能给孩子们上语文、数

学课，再教些简单的歌曲，远

远不能满足孩子们学习的需求。

杨敏想到通过网络来找人

帮 忙。2013 年 9 月， 她 在 QQ

空间、百度支教网等发布了招

募支教老师的消息，很快便得

到了回应。

来自河北的李婵，当时大四

即将毕业，已经在一家公司实习

数月，但看到三元岭小学招募支

教老师的帖子后，毅然辞职，来

到人生地不熟的南方，一教就

是半年，还自己联系爱心人士，

把学校的门、窗都换了。

随着支教老师的到来，三元

岭小学的孩子们终于和其他孩

子一样，除了语文和数学，还有

了音乐、体育、美术、武术等课

程。有的支教老师只用一张普

通的纸，就能上一堂精彩的手工

课。一名来自四川的周老师和杨

敏一起给孩子们设计了报纸衣

服，让孩子们“走 T 台”。在支

教老师的帮助下，三元岭小学每

年的元旦和“六一”儿童节也有

了文艺汇演。

杨敏告诉记者，这些支教老

师让留守孩子们变得开朗大胆

了，“以前他们都不敢上台，现

在他们敢上台唱歌、跳舞了”。

四年来，三元岭小学陆陆续

续来了60 余名支教老师，他们

大都是师范生，而且，除了湖南

本省的外，还有人来自四川、云

南等地。杨敏也从支教老师身

上学到了很多教学技巧。

如今，用搜索引擎搜索关键

词“三元岭支教”，就能看到这

几年杨敏发的各种为三元岭小

学招募支教老师的帖子。新学期

开始了，杨敏又开始在“支教吧”

发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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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后”残疾女教师靠什么改变孩子们的命运——

蹲在地上的她，让这所山村小学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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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敏和爱心人士一起上门献爱心。

扫一扫，为乡村
教师加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