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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传播公信新闻 深情反映大众心声
ZHAOTONG RIBAO教育强市

乌蒙山脉，层峦叠嶂如凝固的海浪，
镇雄县场坝镇便深藏于山脉的褶皱深
处。今年 22 岁，来自云南经济管理学院
体育教育专业的学生曾钊，攥紧背包带，
目光透过车窗，凝视着窗外绵延的山脉。
此刻，他的胸腔里翻涌着滚烫的憧憬。“体
育美育浸润行动计划”将他与镇雄县场坝
镇第二小学紧紧相连，这趟人生中的第一
次支教之旅，承载着沉甸甸的使命。

场坝二小的铁门发出吱呀声响，却锁
不住校园里蓬勃的朝气。曾钊背着行李
走进校园时，眼前的景象彻底颠覆了他对
山村学校的想象。宿舍楼内，千余名学生
穿着各色运动鞋如潮水般涌出，在晨光中
跃动。孩子们的奔跑声、欢笑声如同欢快
的音符，在山村小学的上空回荡，这里的
活力远超他的预期。

校长递来的花名册如同一把沉重的
钥匙，为曾钊打开了认识这群孩子的大
门。当看到留守儿童占比超过 70%时，他
的心被刺痛了。那一刻，他才明白自己带
来的不仅是体育知识，更是一份珍贵的陪
伴。这些孩子大多来自困难家庭，生活的
重担过早地压在他们稚嫩的肩上。更让
他揪心的是，学校师资力量严重短缺，专
业学科教师寥寥无几，体育场地和器材更
是极度匮乏。学校依山而建，操场被分割
成上下两个，1900余名学生挤在不足 4个
篮球场大的空间里做早操，大型体育活动
根本无法开展。

尽管条件有限，孩子们对体育的热爱
却丝毫不减。曾钊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开始盘算如何利用有限的资源，为孩子们
打造一片属于他们的体育天地。教篮球
时，他设计了“运球接力赛”，让孩子们在
竞争与合作中掌握技巧；练体操时，编排

“体操模仿秀”，用趣味形式激发孩子们的
学习兴趣。

对于曾钊来说，课堂纪律曾是一道难
题。操场上，孩子们如欢快的小鹿般跳
跃，活泼好动的天性在课堂上也难以收
敛。上课期间，注意力不集中、不听指挥
是常态，甚至有学生趁他不注意偷偷溜
走。面对这样的情况，曾钊没有严厉斥
责，而是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将教学内
容巧妙地融入游戏中。

体育课上的一次冲突，让曾钊至今记
忆犹新。两名学生突然扭打起来，课堂瞬
间陷入混乱。曾钊及时制止了冲突，但其
中一名学生却倔强地拒绝和解，满脸不服
气。他蹲下身，轻轻拍去孩子衣襟上的尘
土，询问孩子们：“想不想玩个新游戏？”在
孩子们错愕的目光中，一场别开生面的

“冲突化解课”就此展开。两人三足、信任
背摔、协作运球……当夕阳染红云层，那
两个打架的孩子已经肩并肩坐在楼梯上，
分享着同一包糖果。

渐渐地，课堂不再是混乱的“战场”，
而是充满欢声笑语的学习乐园。孩子们
在游戏中不仅掌握了运动技能，还学会了
遵守纪律、听从老师的引导。

曾钊的到来，为这所山村小学注入了
新鲜的活力。他不仅教授体育知识，还将
现代教育理念融入日常教学。他利用自
己的专业知识，设计了一系列富有创意和
趣味性的体育活动，让孩子们在运动中感
受快乐、强健体魄。每当看到孩子们在操
场上尽情地挥洒汗水，脸上洋溢着幸福的
笑容时，曾钊的心里便充满了满足与自
豪。他知道，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播撒的种
子，正在悄悄地生根发芽。

回想起支教初期，曾钊坦言那是一段
艰难的时光。陌生的环境、不熟悉的学
生、初登讲台的忐忑，都让他倍感压力。
但他没有退缩，而是积极地面对问题，在
实践中不断摸索。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逐
渐熟悉了学校的一草一木，与学生们的关
系越来越融洽，教学工作也变得得心应
手。那些曾经看似难以逾越的困难，最终
都成为他成长路上的垫脚石。

在曾钊看来，乡村教育困境亟待改
变。师资力量薄弱、场地资源匮乏等问题
严重制约着孩子们的全面发展。他表示，
即便支教结束，仍会持续关注乡村教育，
通过多种渠道了解乡村学校的需求，为乡
村教育发展贡献力量。

曾钊：
一段双向奔赴的成长叙事

记者 莫 娟 文/图

在大山深处的宁静校园里，有这
样一对夫妻档教师，他们在三尺讲台
上默默坚守 10余年，用爱与责任托起
山里孩子的梦想。他们就是鲁保建老

师和李鸽老师，两人因共同的理想信
念结缘，两颗心紧紧相连，在镇雄县场
坝镇第二小学开启了为山里孩子筑梦
的漫长征程。

最初，鲁保建选择教师这份职业
只是为了谋生，但短短一年的教学经
历，就让他内心的想法发生了巨大转
变。他发现，班级里的孩子大多缺乏
自信，脸上很少有笑容。深入了解后
才知道，班里一半以上的孩子存在亲
情缺失的问题。从那时起，鲁保建便
暗下决心，要通过教育培养孩子们的
自信，填补他们内心的空缺。

而李鸽，即便面对周围人“读书无
用，隔壁邻居月薪才 2000 多元”的质
疑，也从未动摇。她深知，教书是一项
良心工程，能为孩子们带来改变。起
初，她认为教学成绩好就是育人的全
部，但随着教学实践的深入，她逐渐明
白，与孩子们的沟通、交流和陪伴同样
至关重要。

“老师，我今天得到小礼物啦。”
“老师，他把我水杯弄坏了。”
“老师，她踩到我了。”
……
在学校里，语文老师鲁保建和数

学老师李鸽，就像孩子们的“爸爸”和
“妈妈”。一个温暖的拥抱、一次轻柔
的摸头，都让孩子们感受到浓浓的爱
意。渐渐地，孩子们习惯了这份关爱，
一有事情都会找他们倾诉，而这些琐
碎的日常，恰恰成了师生间亲密无间
的最好见证。

课堂上，他们是严谨耐心的引路
人。鲁保建的语文课生动有趣，一篇
篇课文经他讲解仿佛有了生命。他会
带着孩子们诵读古诗词，让他们感受
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引导孩子们进
行写作，鼓励他们用文字表达内心的
想法。李鸽则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解
复杂的数学概念，她会用生活中的实
例来举例，让孩子们明白数学就在身
边。对于那些学习吃力的学生，她总
是一遍又一遍地耐心讲解，直到孩子
们完全掌握知识点。

“教育是一场温暖的修行。”为了
让山里的孩子学到更丰富的知识，鲁
保建和李鸽常常利用课余时间搜集资
料、相互探讨，还自制教学教具。在他
们的努力下，原本枯燥的课堂变得生
动有趣，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也日益
高涨。每当看到学生在考试中取得进
步，他们的脸上就会露出欣慰的笑容，
觉得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

鲁保建和李鸽就像孩子们的父母
一样，关心他们的生活起居。天气转
凉了，他们会提醒孩子们添加衣物；孩
子生病了，他们会带去看病，悉心照顾

他们直到康复。
有一次，班上的一个孩子因为家

庭变故情绪低落，学习成绩一落千
丈。鲁保建和李鸽发现后，第一时间
找孩子谈心，耐心倾听他的心声。那
段时间，他们不仅在学习上给予孩子
更多帮助，还在生活上关心他，为他购
买了生活用品。在他们的关爱和鼓励
下，孩子逐渐走出阴霾，重新找回了学
习的信心，成绩也越来越好。

在深山执教的 10余年里，他们遇
到了许多困难。交通不便，每次采购教
学用品都要走很长的山路；生活条件简
陋，水电供应时常不稳定，冬天没有暖
气御寒，夏天没有空调消暑。但这些都
没有让他们退缩，夫妻俩相互扶持，携
手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育也在不断
变革。为了让山里的孩子跟上时代的
步伐，他们主动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
方法，积极参加各种培训。每次学习
归来，他们都会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
教学中，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回首过往，他们从最初的“先就
业”到如今的深深扎根。10 余年的
辛勤付出，换来了丰硕的成果。一批
又一批学生走出大山，有的考上大
学，有的成为行业的优秀人才。每当
这些学生回到学校看望他们，都会感
激地说：“是你们让我们看到了外面
的世界，是你们给了我们改变命运的
机会。”

如今，鲁保建和李鸽依然坚守在
讲台上。他们用青春和热血，为山里
的 孩 子 铺 就 了 一 条 通 往 梦 想 的 道
路。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他们的精
神在这片土地上传承。作为山区孩
子的希望之光、教育事业的最美践行
者，他们用爱与责任书写着属于他们
的教育传奇，托起了一个个山里孩子
的美好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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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爱这群孩子，希望自己越来越优秀，储存
更多教育知识，为国家的教育事业作贡献。”这是镇
雄县场坝镇第二小学（以下简称“场坝二小”）教师
罗琴的教育信念。从初到场坝二小时班级成绩垫
底，到 2024年斩获省级优质课二等奖；从照本宣科
的传统课堂教学模式，到开创“4人小组觅食式教学
法”；从面对留守儿童的束手无策，到成为学生心中

“最想见的老师”。这位扎根乡村教育的青年教师，
用实践诠释着新时代教育工作者的坚守与突围。

破局：从传统课堂到“觅食式教学”的嬗变
站在场坝二小六年级（4）班的教室里，罗琴的

数学课与众不同——没有老师滔滔不绝的讲解，只
有此起彼伏的讨论声。4个孩子围坐成组，时而对
着白板上的高铁相遇问题激烈争论，时而在练习本
上勾画解题思路。这是她摸索出的“4人小组觅食
式教学法”：组内采用异质搭配，让学科优生、组织
能手、表达达人、文体骨干相互激发；组间相互竞
争，形成“自主探究—小组讨论—全班思辨”的三级
学习链。

“以前的课堂是老师‘喂食’，现在是学生‘觅食’。”
罗琴用这个形象的比喻概括教学模式的变革。
2022年刚接手新班级时，她曾因数学成绩排名全镇
倒数第一而彻夜难眠。

转机出现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教学竞赛。备赛
期间，她在网上搜索“中国最厉害数学老师”，吴正
宪的公开课视频让她眼前一亮，仿佛打开了新世
界。“原来数学可以这样教！”连续 3周熬夜观看名
师讲课视频后，她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融入公
开课。当学生们通过小组合作自主推导出分数运
算规律时，评委们惊叹于乡村课堂的蜕变，最终这
堂课荣获全镇一等奖。“课堂教学也可以像寻宝游
戏，老师只需设计好路线图，孩子们自会找到知识
宝藏。”罗琴兴奋地说。

突围：在资源匮乏中架起“云梯”
“我们农村孩子什么都缺——资源、设备、理

念、方法。”谈及乡村教育
现状，罗琴的语气难掩沉
重。学校侧门直通教师
周转房，这短短两分钟的
路程，却见证着乡村教师
突围的艰辛：因并校重组
无法跟班教学的无奈、面
对班级留守儿童占比超
80%的无措……

但这位“80 后”教师
在困境中开辟出了一条
新路。她的手机里存着
张齐华、华应龙等名师的
教学视频，书架上摆满

《为了自由呼吸的教育》
等教育书籍。“这两年，我
疯狂地吸收养分，线上学
理论、线下做实践，把名
师的智慧转化成适合乡
村课堂的教案。”

在罗琴的备课笔记里，2022 年至 2024 年被标
记为“疯狂进化期”。她把教育专家的课堂当作“第
二大学”，把吴正宪的课堂设计、张齐华的思维训
练、魏书生的育人智慧融入教学实践。如今，她的
课堂充满巧思：在“高铁相遇问题”教学中，学生主
动“觅食”知识，在感受中国高铁发展的同时，从“看
到了什么”“读懂了什么”等角度自主探究，再将困
惑写在“问题墙”上展开讨论。

面对数学只考了 17 分的留守女孩小芳，罗琴
采用了“视频诊疗”模式。连续 3 天为小芳视频
补课后，师生俩约定每周进行错题“会诊”。“现
在，她能把解题思路讲得头头是道，数学成绩提
升到了 95 分。”这种“费曼学习法”的实践，让知
识留存率从被动听讲时的 5%跃升至主动输出时
的 90%。

“罗琴老师的课堂设计是我们学习的典范，她
通过情景创设体现‘数学源于生活’的学科本质，以
此激发学生兴趣，引导学生自主发现问题、提出问
题、解决问题，培养他们的求学精神，最终实现学生
综合素养的提升。”场坝二小校长曾高前在公开课
上这样评价罗琴的教学。

突进：在分数之外寻找教育真谛
在罗琴的办公桌上，摆着 4个特别的苹果。那

是已经升初中的学生岳鑫华跨越半个乡镇送来的
礼物。腼腆男孩蜕变为阳光少年的历程，印证了她

“全人教育”理念的成功。“每个孩子都是多棱镜，不
能只用分数这一面去衡量。”

她负责的班级实行“科学民主制”：班规由学生
共同讨论制定，违反纪律的学生可选择“体育式惩
罚”。她设计的“积分银行”管理方式，将体育训练、

文艺表演等活动转化为成长激励手段，用开合跳代
替罚抄写，以民主协商取代教师权威。

在罗琴的班级里，成绩不再是唯一的标尺。沉
默寡言的常国云凭借绘画天赋成为板报“设计师”，
曾经怯场的李想通过小组展示练就了口才。教育
是农业而不是工业，需要根据每颗种子的特性制定
生长方案。这句话，在罗琴的教学管理中展现得淋
漓尽致。

这种因材施教的智慧更体现在课堂设计中。
“外圆内方”不仅是获奖课例的主题，更是她的育人
哲学：用数学眼光发现生活之美，以数学思维锻造
处事之智，借数学语言表达生命之思。当孩子们争
论“方与圆的面积关系是否像规矩与变通”时，核心
素养的种子已悄然萌芽。

突显：在乡土深处播种希望
“看到我，孩子们就知道朋友来了、家人来了。”

罗琴的手机里存着数百张孩子们的笑脸。这份深
厚的师生情谊，在4月14日的拔河比赛中得到了生
动体现。当其他班级因老师缺席陷入混乱时，六年
级（4）班的学生们却自发组织热身训练。“看到罗老
师出现的那一刻，孩子们眼泪汪汪却笑得灿烂，他
们说‘有罗老师在就安心’。”隔壁班老师这样描述
当时的场景。

“这些孩子让我相信，乡村教育不是只能等待
输血，我们完全有能力自我造血。”夕阳西下，罗琴
站在教学楼走廊上，望着操场上嬉戏的学生。每到
开学前夕，她总是充满期待与兴奋：“寒暑假太漫
长，我期盼见证每个孩子的成长。”

教师周转房的书桌上，一本教育专著翻开至
《未来学校》章节。这位始终在学习的教师已开始
“跨学科项目式学习”——音乐课不再只是简单地
教唱歌曲，而是集语文知识、声乐基础、歌词创作等
于一体的综合素养课。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她的课
堂会出现更多“觅食者”，在自主探究中寻找属于乡
村教育的星辰大海。

用“觅食式课堂”托举乡村孩子的未来
—— 记 山 区 教 师 罗 琴 的 教 育 探 索

记者 唐龙泉飞 文/图

课间，李鸽与学生互动。

鲁保建与学生合影。 支教老师曾钊。

罗琴在认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