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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的风，草原的雨，草原的羊群……”青海湖畔，海拔3200米的高原上，有一座名为青海共和县江西沟的藏区小镇。“你们

在学校要听话，老师一定会回去看你们。”短短一句话，是历届河北大学研究生支教团（以下简称河大支教团）队员向藏区孩子们

许下的共同诺言。为了坚守这个美丽的诺言和约定，河北大学先后派出51名获得保研资格的大四毕业生到高原支教，播撒知识

的种子，用爱与善的信念书写青春的故事。

2005年，河北大学正式参与由共青团中央、教育部组织实施的青年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研究生支教团项目。15年来，河大

支教团不断壮大，服务地也从青海扩展到贵州，先后派出14届共161名志愿者进行扶贫支教志愿服务。

燕都融媒体记者 任利 通讯员 闫春旭 文/图

15年接力支教，
帮扶4000余名学童

回忆支教岁月，李亚林最难忘的是一堂电脑

课。他发现孩子们对电脑一无所知，并且是那么

好奇。当时他心情非常复杂，第一次意识到藏区

孩子是多么渴望认识和了解外面的世界。在他

努力沟通后，北京的一位爱心企业家决定为江西

沟镇民族寄宿制小学捐赠电脑、运动器材等折合

人民币120万元的物资。

出生于1988年的赵辰玮是河大支教团第七届

成员。支教队员们聊天时，都想到了当地孩子们在

文具方面的匮乏，聊着聊着就聊出了“10元爱心

包”计划。后来，赵辰玮决定尝试在微博上求助。

没想到该微博获得网友大量转发，很多爱心人士和

公益平台纷纷参与“10元爱心包”计划并进行捐

助。2012年9月至12月，短短4个月时间，河大支

教团共为所在学校联系了25次捐助活动。捐赠人

来自全国各地，绝大多数是以个人名义捐助。

“青海，于我而言，或许只是梦中才到过的地

方，最亮丽的景色则是一届届学长学姐们集腋成

裘、薪火相传的身影。”赵辰玮回忆支教经历时说。

河北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倪志宇说，过去

的15年里，河北大学共派出14届总计161名志

愿者奔赴青海、贵州以及河北阜平等地开展扶贫

支教志愿服务，累计帮助学童4000余名，先后募

集爱心物资 1500 余万元，为提高当

地教学水平、改善生活教学

环境作出了积极贡献。由

于出色表现，河大支教团

和队员们多次获得青年志

愿者先进个人、中国青年

志愿者扶贫接力计划优秀

服务奖、民族教育扶贫贡

献奖、优秀支教工作者、

研究生支教团先进个

人等团体及个人荣

誉，“这些不仅仅是

一张张证书，更是

对河大支教团和队

员们的肯定”。

青春只有一次，
支教人生更绚烂

“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看我们？”虽然巩建

宇已经离开青海一年多了，但读四年级的多杰羊

措总会通过微信这样问他。

巩建宇是第十三届河大支教团成员，目前在

读硕士研究生一年级。在青海省共和县倒淌河

镇民族寄宿制小学支教一年，巩建宇和那里的孩

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情谊。即便从青海支教回来，

他和那里的孩子们一直有联系，经常帮孩子们解

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逢年过节孩子们都会用手机给我送来祝

福。”巩建宇说，每次孩子们问他什么时候回学

校，他就笑着回答：“你们好好学习，这两年老师

一定会回去看你们！”

巩建宇说，支教磨炼了他吃苦耐劳、甘于奉

献的品性，执行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特别是在

那里调研时得到的一些数据、资料等，为我目前

的专业研究提供了一手资料，如民族城市形象传

播、藏牧文化的品牌形塑与传播思考。”

“老师，你在干吗呢？”2019 年 12 月 2 日，青

海下了大雪，正在读三年级的女孩拉毛央忠在雪

地上写下了这句话，发给了刚刚完成支教工作的

第十三届河大支教团成员王朴真。

谈到在青海支教一年的收获，王朴真感到很

荣幸，也很骄傲。第一次正儿八经地被这么多孩

子叫老师，她觉得支教中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所有的经历都是宝贵的。

回忆起自己的支教经历，李亚林感慨道：“青

春只有一次，选择奉献会让青春更加绚烂多姿。”

从青海藏区，到贵州山区
河大支教团原本只有江西沟镇民族寄宿制小

学一个支教点。2013 年，在河大支教团志愿服务

的第八个年头，队员们的脚步从青海省迈到了贵州

省六盘水市。面对新的环境和新的挑战，队员们再

一次用实际行动赢得了当地师生的信任。

吴限泽是河大支教团赴贵州支教的第一批队

员之一，他开玩笑地说：“我们骄傲，因为我们吃到

了第一个‘螃蟹’。”

在河北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支教团18名队员

里，崔光英、陈一翰、杜昕桐、张力丹和吴淑堃等5名队

员在六盘水市盘州市红果街道沙陀小学支教，杨玉

泽、徐泽华、张博、孙扬和刘美等5人在六盘水市六枝

特区月亮河彝族布依族苗族乡第一小学支教。这两

所学校在校生近700人，支教工作压力比较大。

今年4月底，在盘州市支教的5名队员返回贵州服

务地，刚结束隔离就开始了家访工作。河大支教团盘

州分队队长崔光英说，家访对象以留守儿童、贫困儿童

为主，配合班主任去家里解决孩子们学习上的困难，给

孩子们辅导已经学过却没能掌握的知识，“尤为重要的

是对他们进行心理疏导，给他们缓解疫情的影响。”

“授课内容主要是全省统一的直播课，我们负

责课后讲解和作业批改等。”河大支教团六枝分队

队长杨玉泽说，他们会通过网课为孩子授课。此

外，他还要进行班级管理，对建档立卡家庭和学生

的出行路线进行统计。

杨玉泽说，目前的网课持续了两个半月了，语

文、数学基本上快学完了，现在每周一次的教研活

动也开始探讨孩子们通过网络进行复习的问题。

每年新学期，如约到藏区
张梦迪是河北大学第十四届研究生支教团团

长。2019年8月起，她与同伴宋亚南、高梦琳、赵鑫来

到江西沟镇民族寄宿制小学支教。刚刚过去的寒假，

队员们回家过年后因疫情无法返回青海。4月初，青

海启动复学工作，4名同学从河北出发，历时30多个小

时，辗转1700公里回到支教地，经过隔离观察后，在4

月16日给藏区孩子们上了新学期第一课。

在张梦迪之前，河北大学已派出了近50名志

愿者到藏区支教。2006 年8月27 日，河北大学毕

业生李亚林来到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江

西沟乡（2018 年更名为江西沟镇）民族寄宿制小

学，开展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他也是河大支教团

第一届成员。

李亚林说，刚到服务地时，学校是低矮的房子，学

生们蹲在草丛里，边吃饭边说话，不懂藏语的他完全

听不懂孩子们说的是啥。在那里，水永远烧不开，米

饭一蒸就糊，支教队员们常流鼻血、裂手指、呼吸困难。

第五届河大支教团成员王芝在日记里这样写

道：“屋子中间是两张桌子，一片黄一片黑的，一层

尘土。往里的两张床上，是连续五届河大支教团留

下来的被褥，那么厚。”

特殊的高原环境，陌生的风土人情，河大支教

团每一届成员都没有服输，凭着韧劲儿克服了语言

障碍以及教学和生活中的不适，不仅承担起全部英

语教学和计算机教学工作，还承担起学校的党务、

德育、电教、网络与教学设备维护、教育信息化培

训、公众号运营等工作。

在江西沟镇民族寄宿制小学支教团办公室里，有

一面墙是历届支教队员的风采展。第十四届河大支

教队员赵鑫说：“每次看到这面照片墙，我们都会有一

种神圣的感觉。在这里的志愿服务就像接力一样，历

届支教队员将这份精神——青海湖精神传承下去。”

荣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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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青海到贵州，
河大支教团15年爱心接力

教师节教师节，，孩子们向支教老师献上礼物和祝福孩子们向支教老师献上礼物和祝福。。

手工课上手工课上，，支教队员教学生们叠玩具支教队员教学生们叠玩具。。

王朴真在倒淌河支教的第一节课王朴真在倒淌河支教的第一节课。。

支教队员给孩子们上听力课支教队员给孩子们上听力课。。

第十届河大支教团第十届河大支教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