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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大乡村地区袁 中小
学教育正面临怎样的

境况钥
河北省青龙县双山子小学袁

调来这所学校刚一年四个月的

校长李胜宝袁 迎来了一群客人遥
他对公益机构的工作人员反复

致谢袁感慨人们对这所乡村小学
的关注遥

野上所学校学生逐年减少袁
刚去的时候 200多人袁后来只有
100多了遥 冶在接受叶公益时报曳记
者采访时袁李胜宝对乡村教育的
情况有些担忧袁野有好多问题袁主
要的还是人口减少和生源流

失冶遥 在他看来袁前者不可避免袁
后者则成因复杂遥
在随后的交谈里袁李胜宝详细

解释了很多原因袁总结来看只有一
段话院教什么钥 怎么教钥 谁来教钥

教什么钥

“青龙原来也是国家级贫困

县、革命老区，经济基础相对比

较薄弱，所以很需要社会公益来

关心支持。”教育部派驻青龙县

挂职副县长许旭轩表示，现在强

调教育信息化这个重要发展方

向，“但我们这儿很多学校的计

算机很老，一些信息课程没办法

开展。”

许旭轩坦言，乡村学校有许

多短板，比如运动、科创等资源

缺乏、基础学科老师不足等。为

此，许旭轩和他的同事们格外重

视引进社会资源、公益力量参与

青龙县城乡教育建设。

在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的支

持下，双山子小学修建了塑胶操

场、科创教室等，在硬件层面支持

了美育材料和体育器材。“中国乡

村发展基金会办的是非常实实在

在的事情，极大提升了农村小学

的办学条件。”许旭轩说。

在双山子小学教师张城源

看来，这至少印证了一个观点，

硬件决定着“教什么”这个下限。

“孩子们特别爱画一些东西，

外面的墙报都是孩子们自己画

的，实际上他们有这个天赋，只是

缺一个展示的机会。”张城源介

绍，“有了这些捐赠过来的教具，

老师上课很方便，孩子们能接触

到实物。”张城源强调了一句，“他

们自己能够真正去实操很重要。”

提供这些物资支持的，是中

国乡村发展基金会爱心包裹项

目和加油未来项目。

据了解，为解决欠发达地区

素养教育资源不足、学生全面发

展不充分等现状，中国乡村发展

基金会于 2014年发起加油未来
项目。该项目通过引入加油课

程、打造加油空间、开展加油关

爱、赋能加油领航者等举措，以

县为单位在乡村小学持续开展，

助力学生全面发展，推动县域教

育生态系统改善。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助理

秘书长韦丹丹介绍，爱心包裹项

目的特点是广度宽，做基础的轻

量赋能；加油未来项目则做深度

支持，对学校有着更高要求。

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如

果说硬件的支持决定了“教什

么”这个下限，那么软件的支持

则决定了“怎么教”这个上限。

对于加油未来项目，自诞生

伊始，其所关注的问题便具有多

系统耦合的复杂性，内容直指

“教什么”和“谁来教”两个问题。

怎么教钥

实际上，除了科目的教学之

外，乡村老师需要承担“教什么”

的内容还有很多，更要紧的是要

思考“怎么教？”

“山区的孩子，留守儿童特

别多。”李胜宝介绍道，“我们学

校留守儿童就特别多，父母外出

打工，孩子跟爷爷奶奶在家。”对

于这些孩子的教育和管理并非

易事，李胜宝直言跟家长的沟通

工作很难开展，“父母都来不了，

在外打工，没空。”

《乡村教师能力素质提升的

检视与思考》一文提到，乡村教

师要面对留守儿童问题。留守儿

童缺乏正常的家庭教育和关爱，

心理发展存在很多问题，学习、

生活、个性养成容易偏离正常轨

道，需要乡村教师用专业的管理

知识做好帮助与疏导工作。

“乡村教师非教学工作任务

繁重。”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

研究中心教授郑若玲在《推动新

时代乡村教育高质量发展》中指

出，许多年轻的村民去大城市闯

荡谋生，造成乡村“三留守”（留

守儿童、留守妇女、留守老人和

残疾人）问题。对于少年儿童而

言，留守老人成为自然监护人，

但由于他们的教育认知有限，大

部分老人难以完成对孩童除生

活起居以外的学习和心理辅导，

“乡村学校教师自然承担起了学

生的‘监护人’角色，还得承担起

颇为复杂的青春期教育、人际交

往指导这样的课”。

韦丹丹介绍，面对这样的现

实问题，基于对身体、认知和社

会情感的关注，加油系列课程被

研发出来。

参与加油未来项目社会情

感课程开发的唐薇介绍了这一

课程关注的几个方面：“自尊心、

建设性交流、耐挫力即抗压力、

团队合作”。一直参与教育公益

行动的唐薇在退休后选择成为

自由培训师，并重新加入加油未

来项目中，“社会情感课程几乎

所有孩子都需要”。

韦丹丹介绍，“加油未来现在

有三大课程体系，包括加油社会

情感、加油阅读和加油运动，未来

还会有加油科创。”体系，是加油

课程的关键词，回应着国家对学

生全面发展和素质教育的号召。

“希望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快

乐中成长。”韦丹丹格外重视孩

子们的身心健康，尤其是社会情

感教育，“让孩子们学会跟别人

合作，在合作中找到快乐。”

谁来教钥

许旭轩提到，青龙县非常认

可加油未来项目的课程，“这个

课程现在每学期每个年级有 12
节，这学期我们把它纳入到整个

教学课程里，变成整体的教学计

划。我们希望能够保证孩子们学

习的连贯性。”

加油未来项目并不是一蹴

而就的，据韦丹丹介绍，“打造系

列课程只是第一个举措。我们还

需要让这些课程按时在安全舒

适的环境里面开展，所以就启动

了加油空间。”

双山子小学的科创空间便

是其中之一。这里一般是李胜宝

导览校园的最后一站，里面有颇

具现代教育理念的课桌椅、琳琅

满目的科创课程教具。教室的墙

壁上，挂着一些有趣的科学现象

小实验；教室后方的柜子上，摆

放着学生实践操作的成品。

青龙县教师发展中心副主

任朱良满谈道，“科学启航项目

在我县 10所学校落地，共建设
科创空间 10个，并配备智慧大
屏、3D打印机、无人机、机器人、
科普墙等实验器材，同时为 10
所项目校学生发放科创包裹

5460箱。”他表示，项目覆盖面之
广、数量之大，感觉前所未有。

不过，从已有的反馈来看，

加油课程和空间对乡村学校的

助益很大，但也还不能解决更关

键的问题———课由谁来讲？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

授、博士生导师范先佐在 2015
年发表的《乡村教育发展的根本

问题》中提到部分数据：对一些

乡村地区学校的抽样调查表明，

50%的校长反映近年来有教师流
失的情况，而流失的主要是骨干

教师和 35岁以下的青年教师。
对于乡村教师流失这一问

题，学者们的研究多聚焦于乡村

教师自我成长这一问题上。

《乡村教师能力素质提升的

检视与思考》一文则直指乡村教

师不易接受培训和学习资源缺

乏等问题。“乡村教师学习资源

缺乏、乡村教师学习缺乏有效指

导、乡村教师高端学习机会缺乏

也多有发生。”

“教师真的是非常重要。只

有把教师发展抓起来，我们才能

期望通过他们去影响学生。”许

旭轩说道。

面对许旭轩的关切，加油未

来项目也给出了回应。

“我们去年的重点就在优化

教师的成长体系，把加油领航者

项目包括加油课程里赋能老师

的部分，单独拉出一个成长体

系。”韦丹丹介绍，“在课程之后，

我们再拔出一些老师，给予他们

更多培训和资源的支持，让他能

够在阅读、运动、社会情感课程

之外融会贯通，形成学科的融

合。这些老师就可以去培训更多

的老师和做更多的督导，把县里

其他学校的老师也纳入进来。”

目的地

本土化，是韦丹丹特别提到

的理念。

“加油未来项目有一个亮

点，我们是以县域教育发展为整

体目标来构建的。所以我们提出

一定要培育本土化的人才，这样

才能引领县域的发展。因为项目

在一个学校、一个地区开展起来

就是 2到 8年，我们希望在项目
退出时，能给他们培育和留下一

批本土人才。”韦丹丹说，这也是

立体帮扶的意义所在。

社会公益力量对乡村教育

的助力能走到哪里？加油未来一

直在向前探索。从硬件的捐

助———科创教室、加油包、体育

器械、绘本，到为乡村教师和学

生软性赋能，提升素质教育，加

油未来项目希望形成以点带面

的示范作用，进而推动县域教育

生态的改善。

多年前还不是校长的老林，

是韦丹丹口中经常提及的人物。

彼时还年轻的老林在参加一次

加油未来课程后，惊奇地发现平

时看上去“顽劣”的学生竟积极

地参与到课堂的小游戏中，而他

也久违地感受到了孩子们的热

情与求知欲。那一堂课，他上得

极为尽兴，也让他探索出与学生

相处的新模式。

老林后来成了校长，经历了

两次调动。尽管他所在的学校之

前教学质量一直垫底，但老林的

激情从未消减，加油未来项目带

来的教学思考持续至今。

之前从来没有举办过运动

会的双山子小学，如今已经能够

开展包括阳光体育工程在内的

系列活动，也已自主申报了生命

教育的特色县级课题。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教育公

益立体帮扶的网络中，地方政府部

门的作用十分关键。以青龙县为

例，为了推动加油未来项目落地，

青龙县专门成立了加油未来项目

办公室，为项目落地提供配套支

持，同时提高沟通协调效率。

此外，这一体系中还有一个

角色不可或缺———捐赠人。

“针对乡村教育的综合项目

需要可持续的资金来源。”韦丹

丹说，“我们背后有四五万名月

捐人，还有平台网友、爱心企业

和明星达人的助力。”加油未来

项目试图通过可靠、科学的行

动，回应公众、月捐人及各方伙

伴的关切，汇聚越来越多的社会

力量，源源不断地为乡村教育输

送能量。

当被问到下一步计划时，韦

丹丹说，“未来一定要把资源和

县域真正的需求有效结合，将公

益项目纳入到县域教育体系中，

这一点还需要继续努力。”

野加油未来冶项目十周年
谁来教？教什么？怎么教？

圆园24援6.11 星期二 责编院皮磊 美编院王坚

08 新闻 NEWS

冶
双山子小学科创空间学生作品展示渊图/赵明鑫冤 双山子小学科创空间使用记录表渊图/赵明鑫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