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EACH FOR CHINA
美丽中国支教项目进展

2025年6月刊

在群山深处播种希望的种子
翻开群山的褶皱，让孩子们成为“主角”

赵小锐：接触未见之物、行未做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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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群山深处播种希望的种子
文章来源：TFC云南团队

在楚雄州大姚县晨曦小学的团队活动室里，有一面特殊的“传承墙”，褪色的墙绘上，书写了一代又一代跨越

山海奔赴而来的项目老师姓名以及TA们背后的“支持者”“同行者”。

从2021年9月至今，共有10名支教老师来到晨曦小学，TA们分别承担了数学，语文、英语、音乐、美术、体

育、道法等科目的教学，同时开展足球、武术、合唱、阅读、手工兴趣等活动，积极对接外部资源、课程，想带给

这片土地、这群孩子多一些，再多一些。

正如这面墙的正下方所写“让所有中国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这是一代又一代美丽中

国人的愿景，也是一代又一代晨曦人的愿景。

薪火相传的力量，教育是永不熄灭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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泥泞路上的韧劲儿，把不可能踩成路

目前在晨曦小学，共有四位项目老师承担着3-6年

级的英语教学。学生英语基础薄弱、学生对于英语学习

认识度不足和所在地英语氛围缺失是她们共同面临的难

题。要在困难之中生长，韧劲儿给了她们前进的支撑。

2023级项目老师韩嬉承担四年级英语教学。韩嬉老

师致力于以兴趣为导向开展英语教学。在课堂上，通过

生动有趣的英文绘本动画，让学生在视听结合中感受英

语的魅力，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在课堂下，将创意英

四年级英语创意作业

2024级项目老师柴雨佳承担五

年级英语教学。柴老师希望让学生

通过英语了解到不一样的文化，看

到远方的人在如何生活，从而拥有

“世界眼光”，拥抱更多的可能。

她重视视频、绘本等多样的学习资

源的使用，鼓励每一个学生勇敢尝

试，以真诚的心肯定每一个学生的

点滴进步。

2024级项目老师何梦娇在晨曦

承担三年级的英语教学。面对初学

英语的三年级学生，何梦娇老师以

“趣味启蒙”为核心开展创意课堂，

五年级单词卡片

文绘画融入日常作业中，让学生脱离传统的机械的课后作业，将英语学习与艺术创作结合，培养学生的想象力与

语言运用能力。

2023级项目老师陈晓璇负责六年级英语教学。面对毕业压力下的学生，她创新构建“兴趣+成绩”双轨教

学模式，通过精心设计的多模态教学手段——包括色彩鲜明的可视化教具、富有创意的主题板书设计以及寓教

于乐的互动游戏，并且课上课下积极给予学生正向反馈，让学生在轻松氛围中提升成绩，激发英语学习热情。

并制作了英语字母海报和字母怪兽教具，设计了许多课程相关英语小游戏，带领学生在玩中学，激发学生对英语

的兴趣。同时还将英语与美术进行学科融合，在美术课带孩子们一起制作可爱的英语绘画小豆本，鼓励学生将英

语所学单词与绘画结合。英语与艺术创作的结合既锻炼了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又巩固了词汇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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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美育人的初心，让每个孩子都被看见

除了主科教学以外，目前晨曦团队的项目老师们承担着3-5年级的音乐教学和美术教学，同时依托课后服务

开展了合唱团、手工社、阅读组、武术队，发掘每一个孩子在课堂以外的闪光点。

韩嬉老师本学年承担三四年级的音乐教学。她认为音乐教育不等同于音乐美育，对乡村孩子来说，优质的

音乐课堂尤为珍贵。韩嬉老师负责的晨曦合唱团是一支以轻摇滚为主要风格的合唱团，日常训练以发声训练、

气息练习为主，再将两种方式一起带入歌曲进行练习，让学生通过基础训练掌握歌唱技巧，提升舞台表现力。

2023级项目老师陈晓璇今年跨界承担五年级音乐教学。作为体育专业出身的教育者，她大胆创新，以“学

科融合”为特色，将体育与音乐深度交融，还巧妙串联美术与音乐，开展“听乐绘音”活动，引导学生在跨学

科的艺术探索中，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课后服务中，陈晓璇老师带领学校武术队系统学习武术拳法、

太极招式，还引入功夫旗等特色器械，通过刚柔并济的多元武术形式，让学生在一招一式中感受中华武学魅力。

柴雨佳老师本学年负责五年级的美术教学。绘本改编、名字设

计、新年刮画、线条创想……在美术课上，孩子们觉察自己的感受，

关注自己的想法，构建自信，学习“爱自己”。

何梦娇老师担任三四年级的美术教师。在美育教育工作中，何

梦娇老师始终秉持“以美育人”的理念，将绘本带入美术课堂，在

陪孩子们一起读故事的同时，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表达性创作。在课

后服务方面，何梦娇老师负责晨曦手工坊，以非遗文化为主要课题，

带领孩子们体验剪纸、拼贴、扎染、版画等一系列手工课程，创作

出剪纸纹样式的十二生肖版画，让孩子们感受手工艺创作的魅力。

大山深处，晨曦团队的故事仍在继续。历代支教老师所播下的

种子，终会在某个春天破土而出； 她们相信，山风会捎去孩子们

的梦想，让大山与世界紧紧相连。

晨曦合唱团表演照片 阅读坊展览 武术旗

十二生肖版画

晨曦团队22级、23级项目老师家访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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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群山的褶皱，让孩子们成为“主角”
文章来源：美丽中国

在美丽中国2023级项目老师金钰的支教体会中，学生不只是老师的学生，在云南大理那层层叠叠的山

间，“小孩”们是值得去倾听与相互陪伴的对象。这个支教故事，关于家访，关于觉察自我，关于“看见”

的意义。以下是她的自述——

第一次家访是在去年春天，那也是我开始支教的第二个学期。

那届几个六年级男孩一度让我有些头痛，在学校里，他们给我的

印象总是叛逆、张扬。但那次家访却让我很触动，男孩展现出了

在学校截然相反的羞涩和懂事，非常自然地为我们端来茶水，作

业也早就工工整整地写完了。

家访中，发现孩子不同的样貌

我坐在那里，听班主任和家长用方言交流，观察孩子的表情，觉得非常奇妙——我之前只见过他们是学生

的样子，但这时候，他们以子女、兄长的身份出现在我眼前，是非常不同的一种面貌。

也是在那时我希望能够继续家访，尽可能全面地了解这些孩子。我想让他们好好看看自己生活里的人、事、

物，好好看看自己生长的大山。同时，我也希望他们被我、被更多人看见。

不要忘记快乐的自己

小斌开朗、好脾气，“钝感力”十足。家访的时候，他带

着我摘梨子、买辣条，在桂花树下给我展示他小时候怎么爬树，

在反着光的水池边用树枝赶鱼。但我采访他时，他几乎想不起

自己的生活中发生过什么有趣的事情，他觉得那些地里的玉米

还没有熟、不好看，而村子里——「好看处不有」。

但我们留下的影像和我的记忆，可以为他提供补充。那些

深深浅浅的绿、闪闪发光的池塘和叶子比蝉鸣还密的桂花树就

是他的生活环境，这些于我而言是难得的美景。

我向他描述着他“熟视无睹”的生活在我眼中的奇妙之处，

鼓励他发现快乐与美好，不断观察、记录与感知这个世界。

在水池边看鱼的小斌

形容我吧，像形容风景那样

金钰老师和她的学生们

小杰平常热衷于参加阅读活动。家访时见到的他比往日要

腼腆一些。被问到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时，他想了想，说：我

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的人，可能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形容

我。那我会如何形容他呢？我想，他总是很敏锐，他总把摄像
女孩和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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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仙是个田园的“精灵”。她清楚地知道家里的猪和牛如何养殖，地里的每一种作物如何生长。跟随她在村

子里散步，不断听她讲述村里的、田里的故事，似乎我才是学生。

以远山为背景的孩子们

本仙展示着植物的纹理

机的镜头对准小狗或最好的朋友，来记录平常但舒心的时刻；他向我描述和哥哥一起在钓鱼时前所未有的平静感，

拉着我看树林间被金光照拂的蛛网；他还很勇敢，尽管他还没有机会走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却非常坚定地告诉

我，自己想去昆明，想去西南联大博物馆逛一逛。

探索欲与梦想多么珍贵，未被觉察完全的内心已然满怀希望。这种敏锐与勇敢正是孩子面对未来的能量，也

应该被不断肯定与保护。 而远山中，除了向外追寻的梦想，我还看见这些孩子，从乡村土地中汲取的智慧。

而鹏林总是充满力量。她抱起一捆干草扔进牛圈，动作帅气

利落。我们一起跑到梯田里，看庄稼在金色阳光下如何随风波动，

她边走边给我摘豌豆吃，我看着她这样周到细致，平常很少有机

会感受，我又庆幸能看到她的另一面。

还有志磊，她练就了一双辨认植物的“火眼金睛”。她十秒

钟找出的四叶草比我从小到大找到的都多。

在这些女孩小小的身体后，是庞大的山脉。在群山环绕的每

一天，她们正轻盈地生长。这是远山带给她们的天赋，她们会成

为远山绵延的活力。

看见学生，也看见了自己

视线是一种奇妙的引力，它将我们和外界紧密相连。

我愿意把自己和学生这样连接在一起。看他们奔上长着苔藓的陡坡，看他们坐在桂花树下，被密实的树叶

包裹。看她们走在山间，背后就是无垠林木与梯田；看她们轻拍母牛的头。

看见他们的过程让我不断地摸索自己。我更主动地感知自己的生活中那些被我忽略的人和事物；在孩子的

镜头与语言的多样表达中，加深对于自我和世界的理解，让我对支教中的师生关系有了新的认知。

远与近是相对的，当我选择了支教，孩子们从「远方的

小孩」变成「我的学生」，这是一种空间距离的拉近。但更

多地，我希望真正体会与理解这些孩子的理想与需要。

原本在我视线范围之外的他们，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优先

级。我想，未来我仍然会从事与教育相关的公益。这种视线

的引力不止需要在我的周围，孩子们值得更多、更深刻的关

注。

当支教老师「看见」学生，我们又通过他们的分享「看

见」那些鲜活可爱的童年，也「看见」这群青年人探索于山

间的追求与成长。家中田地里的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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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小锐：接触未见之物、行未做之事
文章来源：TFC广甘团队

支教没有惊涛骇浪，支教是涓涓细流，它不是做出惊天动地的大事，

而是做好每一件小事。

——2023级项目老师 赵小锐
在调研的路上

大三时，一个朋友要参加社团的暑期支教，他对教育事业有着很高的热情，却对乡村不甚了解。临行前大家

一起吃饭，我建议他趁着这个机会，多去学生家里走一走，了解一下乡村的实际情况。我问了他一个问题：“你

知道一亩玉米可以赚多少钱吗？”他想了想，回答说：“20万？”全场沉默。

拿这位朋友举例子不是要批评他，一些没有在乡村生活过的知识青年的确对乡村只有模糊的印象：一些人觉

得乡村是“贫困落后”的代名词，一些人觉得是“田园牧歌”的质朴生活。但这些印象都不全面，甚至有些刻板。

在《实践论》中，毛主席写下：“想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只有真正来乡村地区工作、生活，

才能看到真实的乡村。

赵小锐老师的公开课课堂

美丽中国一直把“育人，遇自己”作为宣传语，“育人”自是

说教育学生，而“遇自己”则是支教对项目老师的意义：很多项目

老师在毕业前一直是按部就班，从一个象牙塔到另一个象牙塔，对

社会实际缺少了解。而支教提供了一个了解乡村的机会，项目老师

们接触未见之物、行未做之事，打破了过去的固有认知，实现了自

身认识的扩大和成长，也更加包容、更有同理心。

爱完整的人

支教之初，面对一些学生的不良行为，我很是头疼，在和一位教授心理的队友聊天中，她提出了一个观点：

爱完整的人。关爱学生，不是因为他/她成绩好，不是因为他/她听话、懂事，这只是一个方面。爱一个人，是接

纳完整的他/她，是欣赏某些特质的同时接纳某些特质。关爱学生，只是因为他是他，她是她。

这位队友的观点给了我很大启发。25年初时，我和另一位支教老师去家访，在家访时不免聊起成绩，家长

对孩子的成绩很是忧心且焦虑，也不免有点指责。我对家长说：“作为家长，我们不是只在孩子取得好成绩时才

高兴，不是只在她考得好时才爱她。家长要爱的是完整的她，是兴奋时的她，是低落时的她，是大笑时的她，是

哭泣时的她，是取得进步意气风发的她，也是陷入低谷暗自神伤的她。”

回想起这一路，从大学时参加日常支教，到公益组织实习，再到最终成为支教老师，我见证了很多。但我知

道的愈多，就愈觉得自己的所知甚少，因为前路总在延展，而这条路上也不断有新的同志的加入。把论文写在祖

国的大地上，永远都是进行时。



我们喜欢看到孩子们眼中的光芒，喜欢看他们肆意奔跑在山野田地间的
身影，我们期待这群优秀的年轻人们给孩子们带来更多的智慧、陪伴与
爱，我们希望更多人加入，一起孵化更美丽的未来！

「美丽月捐人家族」

美丽中国希望通过选拔、输送有教育理想的中国青年，为教育资源匮乏
地区，带去扎根乡土、面向未来的教育。同时，为长期推动中国教育均
衡化发展，培养具有社会责任感和社会创新能力的优秀青年人才。

「美丽中国」

诚邀热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的你
分享这个二维码链接
成为美丽中国的“合伙人”
共建属于你我的“美丽中国”

期待您加入：

扫码申请成为项目老师，
我们期待与您一起，
通过两年时间，
育人，遇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