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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报记者 胡安华

支教扶贫，家小国大

王超和马强不仅是十年
的夫妻，还是华中师范大学
2006级历史系的同学，而且都
是回族。在四年的求学生涯
中，二人因学结识、由情结缘，
共同从事着热爱的中学历史
教学工作。

几个月前，当妻子王超收
到教育帮扶支教行动的通知
后，便给丈夫马强打了电话。
俩人一拍即合，决定带着女儿
一起进云南山区支教。

但在夫妻俩双方父母看
来，从天津市到怒江傈僳族自
治州不仅路途遥远、辗转颠
簸，怒江傈僳族自治州境内的
地理环境也不容乐观，群山耸
立、江河纵横、山洪泥石流频
发，两个年轻人又带着孩子，
实在是让人不放心。

王超也有自己的担心。
当时她还是天津市杨村第一
中学高三班的班主任，如果
她走了，班里的学生怎么
办？学习会不会受到影响？
7岁的女儿马祎辰已经上小
学二年级了，万一过去后不
适应怎么办？

对于女儿方面的顾虑，马
强干脆地答道：“不要担心，当
地的孩子怎么生活，我们的孩
子就怎么生活。”

马强告诉记者，之所以这
么说，主要是自己从小就读于
希望小学，那时他就立志学成
后帮助更多的人，尽己所能回
报祖国和社会。“所以，我希望

这种精神也能传承给我的孩
子。”马强说。

“家小国大”是王超、马强
夫妻俩扶贫支教的信念和准
则。在他们看来，能够成为祖
国脱贫攻坚征程中的一员，是
倍感光荣与自豪的事情。

教育质量有待提高

由于当地条件和工作等
客观因素，王超和马强一家三
口处于各校分离状态。王超
被分配到泸水市第一中学工
作，马强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民族中学执教，女儿则就读于
泸水市第一完全小学。

夫妻二人一到当地就扎
进了各自分配支教的学校，进
班讲课、听课评课、诊断调研、
指导教学……在教学实践中，
发现了一些当地教育教学方
面亟待解决的问题。

“主要集中在部分教师
教学能力亟待提高，以及少
部分学生存在阅读障碍。”王
超说。

记者了解到，当地老师在
教学设计、教学方法和教学评
价方面仍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距，如由于教学设计的不完
善，导致课堂多出大量空白时
间，只好安排学生上自习；部
分教师由于对课本内容的理
解有限，往往一节课讲不清
楚，还需要额外补充；在教学
方法上，许多教师还遵循题
海战术，难以调动学生学习
的积极性，忽略了学生的主体
性等。

此外，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作为“直过民族”（特指新
中国成立后，未经民主改革，
直接由原始社会跨越几种社
会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的民族）的主要地区，直过区
人口占全州总人口的 62%。
虽然“十三五”以来完成了数
万名“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
民族群众普通话培训，但学生
的普通话水平仍亟待提高。
许多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由于
语言受阻学不会、看不懂书
本，进而渐渐失去了对学习
的兴趣，而学习兴趣的缺失
又进一步加剧了逃学、辍学
的现象。

王超告诉记者，当地家校
合作面临很大挑战。她回忆
起第一次见到泸水一中校长
何息文的场景：晚上8点多，满
身泥巴的何校长疲惫地走进
学校，原来他是一大早进山找
逃学的孩子去了。

“找不到孩子就挨家挨户
找家长，劝说家长重视对孩子
的教育。与高中抓升学的任
务不一样，初中最大的任务就
是‘控辍保学’。所以，初中部
的老师都非常辛苦，几乎每
天都要找学生。”王超说，这
样的事情会耽搁教师太多精
力，甚至影响到教学质量。

用心教育，点燃山区希望

谈到自己在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的所
见 所 闻、所
感所悟，马
强动容道：

“我来到这
里 遇 到 的
每一位都是
英雄。”

在这里，奋
斗在教学一线

的每一位教师都
朴实而敬业、无私

且勤恳。王超和马
强的女儿所在的小学有

900多个住校的孩子，全部
由老师们负责每周的接送。
王超所在的学校高中部三年
级的学生每天早上5点起来
跑步、晚上 11 点自习结束，
都有老师义务陪同；假期如
果有个别学生不回家，老师
就会把孩子带到自己家或值
班室，照顾他们的饮食起居。

记者采访时，王超不止
一次提到，虽然自己以支教
教师的身份来到怒江傈僳族
自治州进行教育扶贫，但正
是这里教师的一言一行感染
着她，进而让她对教育有了
更深的情感和热爱。

王超在短短75天的教育
帮扶中，用自己的方式助力当
地教育、点燃山区希望。为了
尽快帮助当地教师提高教学
质量、解决学生学习困难的现
状，王超在学校多次组织教研
活动、举办讲座、开设公开课，
并向当地教师传授系统、科学
的教育理论与方法，与当地教
师共同探索适合本土的特色
教学模式。

“由于所在学校的历史老
师都较为年轻，愿意学且学得
快，他们在课堂导入、提问、评
价等方面都有明显提高，不少
老师还学会了根据教材内容
选取相关视频，从而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课堂形式日渐
丰富，学生学得起劲，对历史
学科也有了正确的认识，成绩
也有所提高。”王超说。

相较于传统的死记硬背
和强行灌输，王超尤其强调将
教书育人的道德规范和教师

的人格素养相结合，吸引学生
积极主动、自觉自愿学习文化
知识……两个多月的辛勤耕
耘，王超逐步实现着自己支教
之初的目标和愿景。

报效国家 放飞梦想

当问及他们女儿的情况
时，王超无比欣慰：“孩子比我
们适应力还强，入学第一天就
交到了好朋友。”

女儿马祎辰善良开朗、乐
于助人。一到泸水市第一完
全小学，心思细腻的她就发
现当地的小朋友虽然已经不
愁温饱，但家庭对孩子教育
的投入并不高，许多小朋友
除了课本之外，几乎没有课
外读物。于是，马祎辰便回
家同妈妈商量，拿出自己的
零花钱买来故事书和绘本送
给当地的小朋友，带着大家一
起读书、讨论交流。

在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
支教行动中，马祎辰还充分发
挥了自己的力量，在“普通话
宣传周”担任队长，负责向身
边的同学们推广普通话，帮助
同学讲好普通话。

在旁人看来，他们一家三
口，大人帮助老师，孩子帮助
同学，有一 份 力 便 发 一 分
光。正如马强所说：“我们夫
妻二人之所以选择教师行
业，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永远
年轻、积极向上。我们一家
人的理想就是‘永远有激情
地活下去’，尽自己所能帮助
别人、报效国家。”

“教育是全社会共同努力
才能做好的事业。”这是马强
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
在支教过程中深切感受到，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政府深知
教育脱贫的重要性，总是把
最好的资源分给学校。但只
有当地教育部门的重视是不
够的，还需要社会各界的支
持与援助。“只有每个人都为
祖国的发展付出一份力，燃
烧一分热，才能人心齐泰山
移，实现祖国的富强与繁荣！”
马强说。

三口之家三口之家：：心系教育心系教育，，情注怒江情注怒江
2020年10月，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中小学迎来了一支由

教育部“国培计划”名师领航工程组织的支教队伍。60位支教老师

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号召，从祖国四面八方紧急应召，深入怒江傈僳

族自治州四县市开展为期一学期的支教活动。

支教教师队伍中有一对来自天津的夫妻，他们是领航工程首都

师范大学培养基地学员王超和马强。为了全心全意投入支教工作，

夫妻二人携女儿一同深入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泸水市，为当地的教育

扶贫、教育扶志贡献举家之力。

马强与知子罗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合影。王 超摄

王超和马强携女儿一家三

口在怒江畔的合照。陈慧玲摄

马祎辰与傈僳族小伙伴成为了好朋友。王 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