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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来，到三明去

这样的美育课，我也想上

支教生活之——美食知多少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1 完整故事在原文

从上海来，到三明去
文章来源：闽江微光

我是来自上海的李蓝多，2023 年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大学塞尔维亚语专业。从出生到大学

毕业，我一直在上海生活，这是我第一次走出上海，来到更南方的福建。

在上海的求学生涯

从小学到大学，我在上海接受了16年的教育。求学期间很少有机会去思考：城市以外的教

育是怎样的？在上海，教室总是窗明几净，教学设施完善。素质教育切实地贯穿了我的整个求

学生涯，这些也是上海这座城市给予我的礼物。

 日益萌发的愿望

那如果走出上海，走出城市，我会看见什么呢？随着学识的增长，内心深处涌出越来越强

烈的好奇与冲动。直至大二，我在一家教育领域的公益机构开始了长达半年的实习。也正是这

段实习经历，借助无数支教老师的双眼，我第一次接触到乡村教育。在本科阶段的最后一年里，

当身边的同学纷纷确定出国、就业、升学时，而我收到了美丽中国支教项目的拟录取通知。

李蓝多
美丽中国2023级项目老师

支教于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
郑湖中心学校小学部

 沙县和郑湖的第一印象

来到沙县区之前，我对沙县区的印象也仅限于遍布上海街头

巷尾的沙县小吃。来到沙县区的第一天，我们就品尝了正宗的沙

县小吃。沙县小吃种类丰富、味道好，我和队友们一连吃了几天

都没吃遍，更不会吃腻。而真正的支教生活也随之到来了。

郑湖中心学校给我的初印象可以用三个词概括：美丽、规范、

充满爱。郑湖乡被连绵的青山和稻田环绕，街道干净整洁，两侧

常有小桥流水的布景。学校老师们的经验、公开课总是让我受益

匪浅，生活上也对我和队友十分照顾。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学校

里，我很快就找到了归属感。每一天从宿舍去往学校时，内心都

充盈着喜悦和期待。



我想让每堂课更精彩，想带给学生们更多有趣、有益的体验，想帮助特殊学生和留

守儿童提升自我。支教的两年时间很短，计划清单却很长。在郑湖乡感受到的爱，将时

时刻刻转化成我心中的动力，催着我再与这片土地拥抱得更紧一点。

让所有中国孩子

无论出身 都能获得同等的优质教育

2 完整故事在原文

在郑湖的这两个月里，我渐渐发现

乡村教育的不足——资源匮乏、信息闭

塞。从沙县城区到郑湖乡，来往的人们

要乘坐一个小时左右车程的巴士。山路

弯弯绕绕，虽然保护了郑湖乡的宁静，

却也阻隔了郑湖和外面的世界。这里的

学生对外面的世界知之甚少，也不太关

心。在我的英语和体育课上，总是听见

学生们说，“老师，这个没听过”“不

知道”“没玩过”等等。我时常思考，

除了教学，我还能为这些学生做什么？

乡村学校还存在另外两个比较普遍的问题——特殊学生和留守儿童。比起城镇学校，

乡村学校里有更多没有特殊学校可供他们选择的“特殊生”。他们有的智力低于正常儿

童，有的行走不便，或肢体不协调。当我上课时，前者常常茫然无措，只能盯着老师同

学看，或者自顾自乱涂乱画。我时常觉得，哪怕是在乡村学校，这些特殊学生应该有适

合他们的教育场所和教育方法，但目前缺少时间和精力去学习相关知识。另一方面，乡

村学校大部分学生都是留守儿童——父母在外打工，家中只有老人。长期缺少父母陪伴

也引发了许多心理和行为问题。幸运的是，郑湖的老师们都十分关心学生，常常和学生

谈心，和家长沟通。留守儿童们在中秋节里吃饺子、月饼、苹果，享受学校和社会爱心

人士们的关怀。

得益于队友张必存老师的创意和学校的支持，我和两位队

友计划在小学部和初中部设立乡土教育实践基地——“三味

蔬屋”，并且已经开始初步搭建。希望学生们通过种植劳动、

体验耕读文化、制作动植物标本、参加自然美育课程，培养动

手能力，深入了解家乡之美。同时，队友张孟茹老师开展了

“乐乐箱”课程和“解忧杂货店”活动；我也在体育课上开展

了飞盘运动的教学。除此之外，我和两位队友还分别开展了科

学实验、手工、阅读兴趣社团，希望丰富学生们的课余生活。
孩子的扎染作品

在郑湖的支教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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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美丽中国
这样的美育课，我也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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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季学期过半
美丽中国项目老师在课堂内外
开展了多种多样美育课程及项目
不仅持续为乡村带去
“扎根乡土，面向未来”的优质教育
更引导乡村子从认识自己开始
认识自然，认识世界
并最终可以觉知美、理解美、实践美
让美的力量在广袤的祖国乡村
扎实、蓬勃地生长

曾经有项目老师分享道
美术课是希望给孩子打开一扇窗
让他们观看更广阔的生活
更重要是回过头来观看自己
找到自己的未来
乡村孩子们的潜力毋庸置疑
他们也身处一个美育的宝藏中
期待我们可以有更多人
和更多的心一起
让这些种子不断地发芽
终有一日
它们会长成参天的大树
和乡村的土地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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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教生活之——美食知多少 文章来源：TFC云南团队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
晚饭时升起的袅袅炊烟
孩子奔跑嬉笑的玩闹声
桌上香喷喷的饭菜
和志同道合的队友一起谈天说地......
无论生命中有多少波澜壮阔
我们最迷恋的
还是那些平凡琐碎的温暖与美好

01各显神通的【厨艺大师】

蒜蓉粉丝虾滑煲、豆花牛肉、椒麻手撕鸡、
花甲粉丝煲......这些听起来高大上的菜名可不是
在餐馆里点菜，而是出自刘老师之手，在支教
地的闲暇时间她不断尝试做了一个新菜、两个
新菜、N个新菜！她甚至还设置了专属的菜单，
让自己的支教生活充满了浓浓的烟火味。

突然发现自己的厨艺越来越好了，来这边
两个月，做的饭几乎都没翻过车！看来，支教
不仅仅是提高老师们的教学技能，生活技能上
也有了质的飞跃，这下回到家以后可以好好大
显一番身手了！

02 大显身手的【小能手】

刘西瑶老师-支教于云南省大理州

何秀老师-支教于云南省临沧市

03勇于探索的【美食体验官】
张美玲老师-支教于云南省腾冲市

傣味撒撇、稀豆粉、松花糕、大救驾、
腾冲饵丝、明光火烧小耳朵猪、顺江烧肉米线、
凉粉、卷粉、炒粽苞、烤五花肉猪皮等等，数
上一天可能也数不完。其中大救驾是腾冲有名
的特色菜之一，是将饵块切成寸方小薄片，加
以鸡蛋或火腿片以及腊腌菜、番茄、葱蒜等佐
料炒制而成，一般店家还会附赠一碗「青龙过
海汤」。对于喜欢尝试特色美食的老师们来说，
腾冲可算是一块宝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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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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