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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播种的过程，可能就已经是那个最好的结果。”
文章来源：TFC云南

2020年8月，邱惠来到了云南临沧云县大寨镇新合完小。这个总是把笑容挂在脸上的95后女生，成为了孩子们

的英语、美术和心理课的老师。学校位于海拔1500米的横断山区，从临沧县城出发前往学校，一路上可以看到

远方山谷上翻腾的云海，那是澜沧江弥漫开来的水汽，这可能就是“云县”名字的由来。当道路开始和缓，勐

麻河也开始出现在道路一侧，在奔腾数十千米后，这条小河将汇入澜沧江的怀抱。

邱惠发现了当地学生心理和情感方面的问题，在教授主科之余，她决心开启一场陪伴孩子们内心和情感成长的

旅程。为了让阳光透过云层，本科辅修过应用心理学的邱惠在她授课的4个班，启动了她自己设计的心理课项

目。针对学生在个体成长和亲情关系等方面的困惑，课程相应的设置了成长、亲情、个体、爱的四大主题。

在成长课上，邱惠希望让学生思考和讨论一些问题，如：我们存在的意

义？我们成长的意义？我们学习的意义？带领学生开始一场思辨和追问

之旅——学习不是目的，而是成长的手段；成长除了烦恼也有收获；人

生的意义，除了追求世俗的成功还可以追求精神上的超越。邱惠希望以

此来鼓励学生，帮助他们拨开青春迷茫的云海，找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

追寻。每节课后学生会填写反馈表格。成长课结束后，在关于令人尊敬

的品质和行为的问题下，有学生写着：“博学、包容、善良、理解与同

情、独立自主。” 显然，一颗美好的种子已然就这样埋下了。

完整故事在原文

邱惠

美丽中国2020级项目老师

支教于云南省临沧市云县大寨镇

新合完小

这所大寨镇新合村的村小就在勐麻河畔，全校20余名老师承担了12个班

的教学工作，教学压力不小。再加上部分学生需要住校，下午放学后，

老师们还需要负责学生的学习和生活。与老师同样辛苦的是这里的学

生，特别是住校生，一周五天每天都在学校高强度地学习着。但与他们

得到的知识相比，他们在心灵与情感上得到的关注较少。在青春期的十

字路口，这些孩子缺乏给予他们陪伴和听他们倾诉的人。“眼前不断翻

滚的云，遮住了太阳，就好像孩子们迷茫的内心一样。”

通过亲情课，邱惠试图帮助学生更好地觉察、感受、表达并合理地消化自己的情绪，去更好地面对与父母、

兄弟姊妹的矛盾与冲突，并能积极有效沟通，寻求解决办法。除了关注学生心理，在学生的生理健康方面，

邱惠也花了很多心力，她通过主题课程，让青春期学生在关键的成长阶段能正视自己的身体变化，正确看待

性别差异，更好地与自己也与他人相处。此外，邱惠更希望引导学生看见爱，并学会爱。爱不局限于爱情，

还有亲情与友情；爱的范围更不局限于伴侣，还可以从爱自己和身边的人上升到爱世界。就像一位孩子在课

后反馈写下的那样：“爱会提高人性的尊严，而不是降低人性的尊严。爱别人的前提要先学会爱自己。”

邱惠和学生一起家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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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己的英语课堂，邱惠也做了诸多尝试，但迎接她的不是学生对英语的

热情，“一些学生会把英语课当作放松课，他们没有压力也没有动力。”她

希望学生们能真正把英语用起来，开始将英语元素加入美术课，日常用英语

和学生对话，排演英语戏剧等。学生也开始慢慢感受到老师的用心和英语这

门语言的用处，主动在课间和她用英语打招呼。但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

“课堂上，每次我问有没有同学想要上台展示，总是没有人举手。”邱惠很

无奈，“后来我发现，孩子们是渴望被看见，所以我改变了方法。

我对他们说，我会用手机拍下你们的展示瞬间哟，然后瞬间就会有很多人愿意去举手。”邱惠说，“他们真的

好需要舞台，这些孩子太少被看见了。”正因如此，邱惠尽力去看见每一位学生。其中有一位施同学，在学校

从来不说一个字，也拒绝与任何人交流。每次课堂玩“开火车“游戏轮到她，邱惠总会问她“你准备好了

吗？”，她总会低下头以沉默来回答，“没关系，我等你准备好。”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她在班上名次靠后。

施同学现在的英语成绩已经稳定在班级前10名了，她在英语上的点滴进步，邱惠总

是会向她的其他老师分享。邱惠希望，这个女孩未来能通过她的一点一滴的进步与

渺小但又光亮的成绩，感受到自己的能量与潜力。

为了让孩子们被看见，在支教最后一个学期，邱惠决心创办校刊《云中梦》。她想

给孩子一个舞台，因为孩子们的生活里太缺乏被看见和被鼓励了。在争取到校长的

支持后，邱惠联动学校老师收集素材，从日记到画作，从摄影到诗歌，她将素材编

辑排版，为孩子们出了他们人生中第一本杂志。在杂志的介绍里，作为主编的邱惠

写道：“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在自己所擅长的领域被看见、被欣赏、被尊重。”

两年前，在加入美丽中国的申请理由中，邱惠动情地写道：“美丽中国人都是现实主义的理想家，以最脚踏实

地的姿态仰望着星空。我渴望加入这个项目，与同侪们一起仰望星空，一起脚踏实地。我相信，我所经历的一

切都将成为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两年后，邱惠说她依然怀有这样的想法，只是心态变得更加落地，“我

就希望上好我的每一次课，让我的学生有一颗丰盈自足的内心，勇敢自信地面对自己下一阶段的成长。”在最

后一次地区中期培训上，邱惠向在场十几位老师分享了她的心理课课程和授课经验。在PPT的最后一页，她分

享了这样一句话：“种下种子、耐心耕耘的过程即是目标，而不是具体的结果”。这或许就是教育，用多一丝

耐心，静待花开。因为用心播种的过程，可能就已经是那个最好的结果。

邱惠决心为这个女孩做点什么。于是每一次作业、每一次听写，只要她的

书写比之前好一点，都会有“有进步！”和一个大大的笑脸等着她。每一

次画画，邱惠都会走到她身边，夸奖她哪里画得特别棒，把她当做一名

“特殊”的学生——给予她更多的理解和尊重，从不强迫她当众回答任何

问题；但也把她当做一名“普通”的学生，每次她的书写有问题，邱惠也

会给她指出来，让她改正——就像对待其他学生那样。那一学期的期末

考，她考了88分，达到了班级里的中等水平。

暑假里，邱惠在专门的英语班级群里让学生们自愿参与英语早读，她每天都发录音。班主任老师都惊呆了，在

老师群里留言“这竟然是施同学！她竟然开口读书了！”直到现在，施同学依然没有在学校开口说过话。邱惠

也依然既“特殊”又“普通”地对待这个孩子，“其实我单独为她所做的事并不多，每一次称赞她进步时，我

也会称赞其他进步的学生，但从课堂上我与她更频繁相遇的目光、从我每次指出她作业上的错误时她最开始的

毫无应答到如今微不可见的点头、从她越来越标准的字母书写甚至是全对的单词抄写中， 我能感受到她紧闭

的、独属于她的宇宙，对我打开了一丝缝隙，从中隐隐透出了些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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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项目介绍 -乡村儿童阅读推广项目 文章来源：TFC广甘

2021-2022学年，美丽中国支教项目广甘地区开启“乡村儿童阅读推广

项目”，以每个月1个主题+1位领读人+1本书籍+1个活动的形式，为乡

村儿童补充阅读资源、创造阅读环境，旨在激发学生的阅读兴趣、培养

学生的阅读习惯。“乡村儿童阅读推广项目”自2021年秋季学期开始试

运行，覆盖了广西、甘肃共11所学校的300余名学生。在这一学年的活

动中，我们也邀请到了广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韦奕冰老师来担当

领读人。

主题二：一起去冒险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冒险梦，项目老师就和学生开启了一场书籍中的

冒险。四年级的同学阅读了《海底两万里》，五年级的同学阅读了

《汤姆索亚历险记》。韦老师继续和孩子们一起阅读《海底两万里》

和《汤姆索亚历险记》，孩子们也在韦老师的吸引下，跟着阿龙纳斯

教授和汤姆索亚开始了冒险之旅。

相较于信息鱼龙混杂的网络世界，书籍往往能给乡村学生带来更纯粹的想象空间。但2018年发布的《乡村儿童

阅读报告》中指出，高达7成的受访乡村儿童一年阅读的课外读物不足10本，更有接近4成的儿童一年只读了不

到3本书。近些年教育部、当地政府、各类社会群体和公益机构均在乡村儿童领域投放了大量资源，多数乡村

学校已经告别了书籍匮乏的时代，但《中国乡村儿童发展报告2021》指出，仍有近半的乡村儿童每天课外阅读

的平均时间不足0.5个小时。故而，相比简单的图书捐赠，建立更长久的课外阅读体系，即丰富的课外阅读资

源、辅助课外阅读激励和指导机制并行，逐步培养乡村儿童阅读兴趣和习惯在此阶段同样显得尤为重要。

主题一：一起“快乐读书吧”

项目首期分别选择了语文教材“快乐读书吧”中的《山海经》和《中国

民间故事》。韦老师声情并茂的讲述让孩子对书中的世界产生了好奇。

为了让孩子们学会爱护书籍，也为了提升他们对于书籍的兴趣，项目老

师带领学生一起给书包书皮 ， 学生们还给书画了全新的封面。每个孩子

笔下的画都不相同，那是他们心中对于书籍的想象。在这五彩斑斓的画

中，我们看到阅读可以给孩子带来如此丰富的世界。

主题三：我的小小观察日记

在万物复苏的季节，植物、动物都有了新的变化。四年级和五年级的同

学分别阅读了《森林报》和《昆虫记》。百闻不如一见，项目老师带领

学生一边阅读、一边进行观察。看蚂蚁建设家园、看种子破土而出、看

蚕宝宝度过一生。丰富的观察活动后，孩子们会把自己的所见闻所想写

成观察日记。这样的活动不仅大大提升了学生们的阅读兴趣，还使孩子

们丰富了知识、拓宽了视野，提高了写作能力。

本学年，项目已开展三个主题的阅读活动，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项目到这里还没结束，此时，学生正在“书影月”的活动中快乐阅读，书籍和电影的结合又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呢？让我们一起期待孩子们未来的成长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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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时刻 - Flag验收季已到，能稳住吗？
文章来源：粤山微光

立一个Flag指立下一个要实现的目标。不熬夜、不拖延、不暴食……这些都是我们flag清单上的老

朋友了。某种意义上，它们就像一面镜子，映照着我们自己理想中的样子。同时也提醒着我们：虽

然无法改变过去，但是仍拥有改变未来的机会。

感谢各位老师的投稿，让我们有机会一起见证一些奇奇怪怪可可爱爱的flag。有些flag已经完成，

有些flag却无法拯救。但是无论如何，踌躇满志、心怀期待的我们，都赋予了flag新的意义。当你

在踏踏实实为自己的未来努力时，那些你感觉从未遇到过的风景，那些你觉得终身不会遇到的人，

正一步步向你走来。

“老师，我考100分啦！”四年级的一个孩子边喊边挥着手中

的试卷跑向我。这是我和他们的约定。我特别相信一个道

理，不管是你的班级、社团，还是你所教的课堂，你想让它

是什么样子，它就会是什么样子，只要你肯用心，肯花心

思，它就一定会成为你理想中的模样。

仔细想想，那些无论是否完成的梦想，大都以flag的形式轰轰烈烈地存在过。它们如影随形，来去

匆匆。但生活终究是无法预料的，与其选择站在理想主义制高点上自我挣扎，不如抛开一切，从容

坦然地过好每一天。只要来日可期，未来就值得欣喜。

看到征集的时候正在读这本书

，我觉得flag不倒的本质在于

给自己定一个具体并且能达到

的目标，否则容易落入“半途

而废”的境地。今年给自己立

了 读20本书的flag，现已进行

到第12本，很有成就感。 这一学期在学校旁拥

有了属于自己的一块

小菜地，实现了自给

自足的小农经济。



美丽中国月捐发起于2019年1月，是一项每月定期、小额、持续性的捐

款模式，旨在通过持续性的捐赠，给前往山区支教两年的项目老师送上

持续性的支持，从而给乡村教育带去持续性的改变。我们希望通过月捐

推广，让大众更加了解乡村教育，了解支教老师，同时也让公益捐赠成

为一种生活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月捐是什么？」

扫码了解美丽中国月捐计划

美丽中国邀您一起携手

共同助力中国教育均衡化发展

从2008年起，美丽中国通过层层选拔，招募具有高综合素质、思维敏

捷以及良好沟通能力和解难能力的中国优秀青年成为项目老师。月捐款

项的主要用途即支持项目老师完成两年支教服务。我们期待有一天，你

能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如何成为项目老师？」

扫码申请成为美丽中国项目老师

用两年时间，育人，遇自己

我们等你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