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8月，陕西师范大学2019级14个学院、18个专业、58个班级的2103名公费师范生，在78位实习教师的带领下，奔赴全国
28个省（市、自治区）的130所中小学和幼儿园，开展为期三个月的集中教育实习。冬已至，携梦归，初登讲台的他们，欢乐与泪水交
织，成长与感动相融，用坚定的理想信念与笃实的一言一行，诠释着拳拳报国心与闪闪“红烛”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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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氧不缺精神”

素有“世界第三极”之称的西藏
自治区，有着独特的高原风光与人
文特色。今年，陕西师范大学 2019
级有34名公费师范生在西藏实习，
多数实习生为西藏生源。8 月中
旬，西藏出现疫情，实习学校暂缓
开学，实习工作不得不由原计划的
线下转为线上进行。

陕西师范大学物理学与信息技
术学院公费师范生扎西朗加的家
在平均海拔 4500 米的那曲市嘉黎
县。和其他西藏实习生一样，他的
实习也是在线上进行的。每天清
晨，当很多人还在睡梦中时，扎西
朗加已经起床帮家人把牦牛赶出
牛圈，到草场上放牛了。在特殊情
况下，他还要在 8:00 前赶到村文化
室核酸检测站做志愿者，负责核酸
检测信息录入、现场秩序维护等工
作。8:30，扎西朗加和家里人一起
吃过早餐，便端坐在电脑前开始了
一天的实习生活。

“实习是从听课开始的，然后是
备课，整理前一天学生们的上课情
况，统计作业完成情况，及时反馈
给指导老师和学生们。此外，还要
督促学生们完成综合操练、眼保健
操等课后锻炼。下午的物理实验
课，只能通过老师在线上展示完
成，不过恢复线下教学后，学生们
就可以自己动手做实验了。”扎西
朗加说。

扎西朗加的家在偏僻的农村，
线上教学有时会遇到一些技术上
的困难，每当遇到这种情况，他就
需要去开阔的山上或者村上的文
化室。“天气晴朗时，阳光明媚，坐
在山上学习工作真的很舒服；但是
如果遇到下雪下雨天，就需要顽强
的意志力来克服。”谈到独特的实

习经历，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发扬‘老西藏精神’，缺氧不
缺精神、艰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
界更高，我们不能因为线上实习或
遇到困难就有所懈怠。”

扎西朗加说，作为一名“准”教
师，自己需要学习的知识还有很
多，要多看书、多学习，多向有经验
的老师请教，多进行教学研究，为
将来回到家乡从教蓄力赋能。

“心之所想就是心之所向”

8 月，从古都西安到天府成都，
热浪翻滚中多了些潮湿温润。陕
西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公费师范生
潘咏琪在带队老师王棣的带领下，
抵达了梦想已久的成都龙泉中学。

凭借之前在学院积累的工作经
验，潘咏琪成为龙泉中学实习组管
理团队的一员。第一次策划分享
会、第一次编写实习简报、熟悉各学
科新课标、不断观看好课优课……
一到岗，她就“扑”在一大堆工作
中，“成长离不开压力，压力就像助
推器，不断催促着我进步。”潘咏琪
说道。

因疫情反复，潘咏琪的第一
堂实践课一直到 10 月份才实现。
与学生真正面对面，她坦言，“梦
里梦到过无数次的场景终于成真
了。”初登讲台的潘咏琪，手中紧
紧攥着课本和电子笔，眼神中有
一丝紧张，“课堂不受我控制怎么
办？学生不认可我的教学方式怎
么办？”当指导老师介绍说：“这是
你 们 小 潘 老 师 人 生 的 第 一 堂 课
哦”，讲台下忽地响起一片掌声，
学生炙热的眼光凝聚在潘咏琪身
上，“孩子们眼中散发出的清澈光
芒瞬间感染了我，心里有说不出
的感动。”

每次听课，实习老师们都要从

办公室搬凳子进入教室。这时，总
有学生主动帮潘咏琪将凳子挪到
教室最后面，下课后又将它送回办
公室，孩子们小小的举动，让她体
会到了作为教师的幸福。有一次
舞蹈课结束，一名学生问潘咏琪，

“潘老师，你会一直教我们吗？”她
反问，“你希望我一直教你吗？”学
生满脸兴奋地回答，“当然想啊，我
希望潘老师一直带我们到毕业！”
想到自己在排动作、调队形、化妆
过程中，总想激发出孩子们最大的
潜力，展现出他们最好的一面，往
往对他们非常严格，而孩子们非但
没有与自己产生疏离，反而能如此
信任和肯定自己，潘咏琪被深深感
动了。

时光飞逝，三个月在龙泉中学
起舞的日子，有汗水，有欢乐，有收
获，也有不足。实习岁月虽平淡，
却也让潘咏琪受益匪浅，“从这些
孩子身上，我看到了教师这份职业
的光荣和意义，对未来的工作充满
期待。心之所想就是心之所向，心
中若有诗和远方，脚步才能行稳致
远，只有自己‘想做’，才‘会做’，才
能‘做好’。”

让爱成为一架“纸飞机”

进入河南省实验幼儿园，映入
眼帘的是涂鸦墙、小沙丘和蔬果菜
园，这些布置为小朋友们亲近自
然、获得游戏体验提供了充足的机
会……这里正是陕西师范大学教育
学部公费师范生王少燕的实习学
校。实习期间，王少燕可谓“哪里
需要哪里搬”，她体会到各年龄阶
段幼儿不同的身心特点，也在班级
管理、环境创设和家园合作等方面
积累了不少经验。

王少燕在托班实习的时间最
长。看着小朋友们在走廊的“玩具

王国”玩得不亦乐乎，在户外“蒙古
包”你追我赶，在离园时稚气地和
老师、其他小朋友们说再见……她
在点点滴滴中见证了孩子们的快
乐成长，也在实习中彻底爱上了幼
教这份职业。

“每个孩子都很特别，他们的世
界都很精彩。”在实习工作中，王少
燕遇到一个可爱又稍显特别的孩
子，他的学习能力很强，但很少和
小伙伴们互动交流。为了锻炼激
发他，每当这个孩子入园时，王少
燕都会亲昵地叫他的小名，送他一
个大大的拥抱；在午睡时，唱着摇
篮曲哄他睡觉；在组织游戏时，鼓
励他和小朋友们一起玩耍，用相机
记录下他的每个开心时刻……王少
燕满怀爱意地说：“这个孩子在自
己的世界里闪闪发光。我知道他
只是在等待一架属于自己的‘纸飞
机’，来载着他飞向爱他的家人、老
师和伙伴们。我的职责就是成为
这架‘纸飞机’。”

在三个月的实习中，王少燕
切身体会到幼儿教师是一份需要
爱心、责任心的职业，更坚定了她
的教育初心，“教育是一棵树摇动
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
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回顾
实习经历，王少燕心心念念的是
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心怀感恩的
是幼儿园亲切的老师们，“我将保
持这份热爱，走好每一段成长的
阶梯，在不断实践与反思中完善
自我，早日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幼
儿教师！”

“做一名育根、护枝、赏叶、藏
花的园丁”

深圳市龙岗区花城小学，每周
一的升旗仪式和周四的大扫除，是
学校的惯例。来自陕西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的公费师范生何农就在
这所小学实习。每个星期，何农至
少上四节美术课，同时他还兼任手
工书社团的助教老师和一年级三

班的副班主任，每天的工作都安排
得满满当当。谈到近三个月的实
习生活，何农感触颇深，“从课堂教
学到学生社团指导再到班级管理，
我都全面参与了，虽然辛苦，但感
到自己的教学水平和管理能力都
在快速提升。”

“花城小学孩子们的知识面
都很宽，创新意识也很强，要当好
他们的老师，其实并不容易！”何
农坦言。他讲的第一堂课是五年
级的《多彩的民族纹样》，课后，指
导教师马琳很快就指出了问题：
课堂重点难点没有突出、绘画方
法杂乱、课堂互动性不足……“勤
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在马琳老师的耐心指导下，经
过听课、评课、再听课、再评课……
如此循环往复的磨课，何农沉下
心来，将问题逐个击破，再次从容
地走上了讲台。他在实习日志中
写 道 ，“ 一 堂 经 过 多 次 打 磨 的 好
课，不仅学生受益，老师也有成就
感，其教学效果是往良性方向发
展的。”

作为副班主任，除了每天迎送
学生进出校门，引导学生到操场做
课间操，不厌其烦地强调纪律和安
全……何农每周还要协助班主任组
织开展主题班会。在一堂题为“生
命的起源”的主题班会上，他从一
个鸡蛋引入，讲述从蛋到鸡的生命
发育过程，并引申到一个人从诞生
到成长的经历，告诉学生“生命诚
可贵”的道理。

“每一堂主题班会都是教研室
的老师们集思广益并经过精心设
计的，他们执着而专注的育人精神
深深感染了我，也是我学习的榜
样，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做
一个育根、护枝、赏叶、养花的园
丁。”何农说。

“校长伯伯，什么是毒品？校长
伯伯，我们该如何预防毒品……”看
着孩子们纷纷高举双手发出一句句
提问，戴培军的内心满是欢喜。

被孩子们称为“校长伯伯”的
戴培军今年 47 岁，是福建省浦城
县石陂中心小学的校长。上任以
来，他充分发挥学校在毒品预防教
育活动中的带头作用，在禁毒宣教
中悉心指导广大师生学习禁毒知
识，提高全体师生的防毒、识毒意
识，让禁毒宣传的氛围感染着每一
名孩子，成为校园里公认的“禁毒
先锋”。

在戴培军看来，学知识要进教
室，禁毒宣传同样也是如此，只有

“硬件”设施先走在前，才能把这
项工作做好。为此，根据《福建省
林则徐禁毒宣教室建设》模板标
准，石陂中心小学投入 25 万元左
右，在综合楼新建了总面积为 108
平方米的“石陂中心小学林则徐禁
毒宣教室”，设置了仿真毒品区、
禁毒宣传区、阅读区和影视区。
2022年2月17日，该宣教室启用。

“我们通过成立禁毒宣传工作
领导小组，充分发挥宣教室示范校
作用，利用校外禁毒辅导员、校内
禁毒教师、红领巾禁毒志愿者等抓
好‘五落实’，深入开展毒品预防
教育。”戴培军说。

“除了在禁毒宣教室上禁毒
课，我们还将禁毒知识融入平常的
课堂中，潜移默化地让孩子们接受
禁毒教育。”戴培军认为，学校的
毒品预防教育工作其实是多渠道
的，将禁毒教育更加贴近学生、贴
近生活，才能更好地营造良好的学
校禁毒教育文化氛围。

“虽然学校没有毒品出现，但
‘防患于未然’总比‘亡羊补牢’

好。”戴培军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禁
毒宣传活动，确保学校这片“无
毒”净土永远不被污染。

据悉，石陂中心小学将毒品预
防教育作为学校德育工作重要内
容，紧紧围绕“远离毒品，珍爱生
命”的主题，积极开展各类禁毒教
育宣传活动，秉承着“小故事 大教
育”的德育办学特色，将禁毒知识
融入到学校各个社团活动中。

“这次的禁毒故事会，让我懂
得了毒品的危害性，它只会对我们
造 成 伤 害 ，所 以 我 们 要 远 离 毒
品。”近日，在石陂中心小学的社
团活动中，一次别开生面的禁毒故
事会让同学们感受良多，大家在具
体事件中真切地感受到毒品的可
恶可怕，增强了识毒、防毒、禁毒
和安全防范意识，个个都成为禁毒
小使者。

为了把禁毒教育做成禁毒文
化，石陂中心小学积极探索，不仅
强化学校的禁毒硬件设施投入，而
且抓住乡村特色，以日常所见的

“石”为媒介，积极引导师生互动，
成为浦城禁毒新特色、新亮点。

“课前，我们会给学生下任
务。课后，大家广泛搜集有关禁毒
知识的资料，精心选择石头和展现
内容，用心设计石头版面。”石陂
中心小学美术老师杨丽蓉说。

逼真的形象、艳丽的色彩，通
过孩子们的巧手，一个个鲜活的画
面与石头的天然形状相辅相成，画
出了孩子们心中的禁毒故事，展示
了毒品残害生命的客观现实，给全
体师生、家长带来了深刻警示。

在禁毒宣教室建成后，石陂中
心小学打造了现代化禁毒教育展
厅，设立禁毒宣传栏、禁毒长廊、
禁毒宣教路、禁毒宣教室、禁毒书

画展及师生禁毒宣传视频展，还组
建起高素质禁毒宣教志愿者队伍。

“今天观看一部禁毒专题教育
片，明天就出一期内容丰富的禁毒
黑板报，这样的活动还有好多，我
们都很喜欢参与其中。”学生们纷
纷表示，这是最受他们欢迎的校园
活动。

“禁毒教育是弘扬正能量、树立
新风尚的一件大事。未来，学校将
以毒品预防教育示范学校为目标，
在禁毒预防教育宣传工作中不断进
取，将禁毒工作进一步做细做实，为
全力构建无毒校园、无毒社会发挥
应有的积极作用。”戴培军说。

（据《法治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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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心姐姐”传承大爱 留守儿
童不再孤单

“我也要变得和绘本里的小兔
子一样厉害勇敢！”八岁的涵涵原
本内向敏感，今年暑期，在“知心姐
姐”志愿服务队组织的绘本剧表演
中，涵涵饰演的小兔子勇敢地帮助
同伴逃脱危难。从那以后，便经常
能听到涵涵清脆的笑声。

“知心姐姐”志愿服务队来自
温州大学教育学院，她们立足师范
专业特色和优势，在学余时间积极
走出校园、投身志愿服务活动，针
对留守儿童、外来务工子女等弱势
群体开展特色主题班会、心理辅
导、亲子素拓等课程。

侯雪霞是洞头区东屏中心小
学语文老师，也是学院首批“知心
姐姐”。1995 年，她与同学一起来
到瑞安市高楼镇宁益学校参与暑
期实践，指导孩子们学习、陪他们
做游戏。在这里，侯雪霞在遇上了
面临辍学的贫困女孩郭兰钰。毕
业工作后，侯雪霞选择继续帮扶
她，积极给予心理辅导、物质资助，
甚至把她接到家里照顾。去年，郭
兰钰顺利考上师范学校，并表示未
来也将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孩子们。

据了解，温州大学教育学院组
织学生参与知心活动已有二十六
年历史。二十六年来，涌现出了
7600 多位像侯雪霞这样来自学院
小学教育、学前教育、应用心理专
业 和 教 育 技 术 专 业 的“ 知 心 姐
姐”。据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这
7600多位“知心姐姐”中，有40%是

曾被帮扶过的孩子，长大后她们主
动加入传承知心精神的队伍。

截至目前，“知心姐姐”志愿服
务队已累计开展线下课程 4000 余
次，线上 300 余次，服务小时超 35
万，使16355名留守儿童受益。

“12355”时刻在线 助力青年
排忧解难

位于温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的
心理咨询热线室里，电话铃声频繁
响起。就算深夜万籁俱寂时，热线
电话也未停止忙碌。

“12355”是共青团主办，依托
专业力量、协同职能部门，开展青
少年权益服务的公益短号码，开通
于 2004 年 。 十 八 年 来 ，温 州

“12355”青少年服务台致力于倾听
青少年心声、维护权益、专业服务、
关爱成长。

日前，温州市“12355”心理服
务志愿者小林接到一个十六岁男
孩来电。电话那头，男孩说最近总
觉得不舒服，还反复确认自己有没
有发热，感到十分担忧、恐惧。小
林一边耐心疏导，帮助男孩缓解焦
虑，一边进行科普，让他科学认识
疫情，做好预防。

近来，“12355”时常会收到像
这样的来电。小林建议道，“当
前，有焦虑、不安的情绪是很正常
的，未成年人要学会规律生活、放
松心态，减少对负面消息的关注，
家长也要正确引导未成年人，接
纳、共情他们的情绪，帮他们一起
做好防护。”

据了解，温州市“12355”青少

年心理服务热线每年接待青少年
儿童的有效电话量达到 1200 余
次，其中有寻求援助的外来务工
者，有陷入迷茫的学生，有生活乏
味苦闷的失意者等。工作人员均
认真倾听，一一记录，排忧解难。

“心乐园”秉持初心 服务有趣
有益有效

在温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内，
坐落着温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
指导中心。这里有配备功能齐全
的公益活动阵地，有专业且富有经
验的专家团队，还有以寓教于乐的
活动形式提供的公益心理健康服
务。这里深受青少年儿童和家长
的欢迎，被亲切地称为“心乐园”。

“您的心声，我们愿意倾听”
“ 您 的 困 难 我 们 会 积 极 帮 助 解
决”——带着简单的初心，2014年，
温州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指导中
心建成，这里汇聚了温州市众多青
少年儿童心理健康专业人才，包括
高校系统的心理教师和大学生志
愿服务队、医疗卫生系统的心理治
疗师和精神科医生、中小学教育系
统的专兼职心理老师等。

秉持“治未病”理念，心理健康
团队会常态开展一对一心理咨询、
心理趣味游戏体验活动、心理能力
提升公益训练营、心理主题宣教活
动等一系列“有趣、有益、有效”的
公益服务，还会奔赴山区海岛，为
偏远地区的弱势青少年送上家门
口的心理健康服务，脚步遍及洞
头、泰顺、永嘉、文成等地。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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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温州

这支特别队伍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帮助
□□陈晓光陈晓光 吴炜芳吴炜芳

在浙江温州，活跃着一支“特别队伍”——心理
服务志愿者。他们从事着不同的工作，来自不同的
团队，但都致力于为青少年提供心理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