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慧教育发展基金会秘书

长李琦则认为，现在农村的

教育生态遭到了破坏，“沅陵

县有一所乡村小学，所有的

老师都退休了，但招不到新

老师，我们的支教老师成了

教学主力”。

在他看来，乡村教育要想

健康发展，共建乡村教育可持

续发展的生态体系很关键，这

里面不仅包含着国家政策和法

规的保障，乡村教师队伍能力

的提升和薪资福利的激励、晋

升和发展空间的营造，还包括

各种硬件设施的配套、社会力

量 的 支 持 等。

中 国 教 育 报 记

者 阳 锡 叶 也 认

为， 乡 村 教 师

面 临 着 择 偶、

婚 姻、 家 庭 等

诸 多 问 题， 如

果 没 有 好 的 生

态， 他 们 很 难

坚持下去。

这 10 年来，

弘慧在 10 个县

的几十所学校试点，开展适合

乡村学生的教育。其课程设置

更注重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

培养健全的人格，教学生学会

适应社会的变化。除此之外，“未

来教育家项目”旨在让乡村教

师摆脱职业倦怠，变成更有能

力的老师 ；“筑梦计划”则为贫

困学子提供经济帮助。

“以前操心农村孩子没学

上，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基本解

决了，农村孩子有没有好学上

成 了 新 的 问 题。” 李 琦 认 为，

教育应该回归到以人为目的的

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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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人眼中的乡村教育，是

孤独、封闭、传统的，但我要说，

乡村教育也可以做到多元、创新、

特色。”“95 后”女生彭超奇是

怀化市沅陵县黄壤坪九年制一贯

学校的青年教师，也是乡村青年

教师社会支持公益计划（以下简

称“青椒计划”）优秀学员和优

异奖年纪最小的获得者。她曾经

在这所学校读书、成长，成为教

师后，她于 2017 年 8 月回归乡土，

希望能为乡村教育出一份力。

在正式踏上工作岗位后，彭

超奇担任幼儿园中班班主任，兼

任小学一年级数学教学工作，还

需要负责低龄部的课间操，同时

担任四至九年级的女生辅导员、

常规检查负责人，每天的工作都

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农村更需

要的是多能的教师，这样才能缓

解教师缺乏的现状。” 

同年9月，彭超奇接触到了“青

椒计划”。“怎么处理家校联系，

如何有一个高效课堂，怎么看待

农村教育……由专业教师通过网

络授课，这些课程为我们一线

教师解决了很多难题。” 

网络把无数乡村教师连接

到了一起，彭超奇又利用网络

拉近了乡村孩子和城市孩子的

教育距离。“刚开始，我自己掏

钱买了投影仪和电动幕布，让

孩子们跟着网络课程学习韵律

体操、阳光音乐、山里红美术，

接下来，我打算给孩子们办一

个画展。”与此同时，孩子们的

学习也没有落下，“上个学期末，

相比期中考试，班级学生的语

文平均分提高了 20 分，各科及

格率达 90% 以上”。

在彭超奇看来，现在的乡村

教师大多缺乏新的教学手段，但

不能因此固步自封，“新时代教育

必然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乡村

教师也要创新学习、不断进步”。

什么样的教育，是真正适合乡村孩子的？
多年前，人们焦虑的是农村孩子“没学上”。因此，

捐钱捐物捐建学校，成为普遍助力乡
村教育发展的模式。但随着经济的发
展、教育政策的完善，如何让农村孩
子“上好学”，成了人们新的思考方向。

当教育与乡村相遇，必然会有独
特的“乡村偏好”。这些“偏好”有
哪 些？ 2 月 20 日，“ 爱 故 乡 的 100
种方式”系列沙龙第三期“乡村教

育往何处去”在长沙举行。扎根乡村教学一线的青年教
师，支教项目的研修生，乡村学校教育发展资深公益项
目代表和教育记者，共同探讨了新时代里乡村教育的出
路——构建教育新生态。

▲ 彭 超 奇
谈 了 如 何
创 新 教 学
手 段， 并
以 此 让 更
多 学 生 获
益的故事。

■ 心灵生态

古丈县双溪乡中心完小音乐

教师龙显红是一名土生土长的

苗家姑娘。受限于艰苦的家庭

条件，她的音乐之旅一开始不

算顺利。

“我就立志要在家乡当一名

音乐教师，让更多像我一样的孩

子能够接触音乐。”从吉首大学

毕业后，很多人都劝龙显红走出

去谋发展，但她认为回到乡村、

扎根乡土才是归宿。

“原来，我们这的孩子不知

道钢琴是什么，我就陪他们弹

琴唱歌，他们告诉我，觉得音

乐好神奇。”她还教孩子们唱时

下当红的流行歌曲，带他们参

加歌唱比赛，“后来，最内向的

学生也跟着学会了不少歌，胆

子也大了”。

龙 显红曾和孩子 们一起合

唱抖音热门歌曲《追光者》。在

她看来，除了语文、数学等知

识，音乐也可以成为乡村孩子的

光，给他们更多心灵的鼓舞和慰

藉 ——农村孩子穿得也许不那

么时尚，但他们能唱时尚的歌、

能跳时尚的舞，音乐简单地拉近

着他们与世界的距离，而教育，

则正是负责将音乐带到孩子们的

身边。

别把学生的一时新鲜当“教学有道”

“第一个月，我信心满满地

讲课，孩子们看起来特别开心，

接受程度也很高。但到了第二

个月，大家就兴趣缺缺了。”李

明昭是一名支教老师，2018 年，

他来到湘西保靖县傍海小学支

教。起初，他以为他带去的教学

小方法时尚又管用，绝对唬得住

乡村小学的孩子们，结果却碰了

一鼻子灰。他一看成绩单才发现，

“孩子们根本就是陪志愿者玩了

一个月”。

孩子们不重视考试，经常提

前交卷，然后跑到操场的一角玩

弹珠。有老师曾用奖励的方式鼓

励学生学习，但不久后孩子们开

始主动找要东西，“完成作业”成

了学生们向老师索要一桶泡面、

一包辣条、一支冰激凌的筹码。

“这样的行为肯定是不妥的，

我也在尝试纠正过来。”李明昭

说，除了学习习惯亟待培养，校

外初中学生抽烟、打架、早恋、

偷窃也很常见，极个别的学生行

为还有点极端。这些情况让李明

昭意识到，改变农村的整体文化

氛围，才能给孩子健康向上的成

长环境。
用音乐拉近农村孩子与世界的距离

■ 教学生态

网络助力，教学“花样”要翻新

▲买不到车票的龙显红用
微信视频对话的形式分享
了她对乡村教育的理解。

▲在对话环节，来自各界的专家共同探讨了乡村教育
的出路。

■ 改革生态

乡村是教育变革的土壤

“对于教育改革来说，农村

其实是一个机会。”长沙梦创

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2015 年开始

接管农村学校，用自己的方法

教育学生。负责人李磊表示，因

为成果不错，曾有公办小学的

教师主动找来，要把自己的孩

子也送到乡村学校读书。

“在城市，教育改革的阻力

相对大一些。而在农村，在乎

成绩的家长早早就把孩子送去

城里读书，剩下的要么是家庭

条件不允许，要么是认为孩子

健康快乐就行。在农村进行教

育改革，阻力要小一点。”李磊说。

禁止老师带学生外出，禁

止 老 师给 学 生 奖 励， 取消 班

干部制度，培养学生的自我管

理能力，引导孩子们热爱家乡

…… 这都 是 梦 创 公益的 新 尝

试。李磊表示，农村孩子需要

归属感，但竞争教育往往会破

坏这种归属感。“比如，教材总

是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却很

少提及乡村的美好。如果能在

原有教材的基础上，为农村学

生的教材引入更多的乡土气息，

这是有利于乡村教育发展的。”

李磊还表示，梦创公益会举办

一些活动，让城市孩子和农村

孩子一起配对体验生活，不准

家长跟队，只有志愿者陪同，“让

孩子们在一起洗衣做饭的过程

中，获得对不同生活的感悟”。

乡村教育需要“可持续发展”

▲李明昭讲述了他这大半年来在乡村学校支教的感
想和困惑。

扫一扫，分享乡
村教育新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