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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不仅有物产丰饶的土地，还有坚
强乐观、豪爽大气的人民群众。一年的援
疆支教，我对新疆产生了浓厚的感情。”9月
6日，同煤二中援疆教师张国梁说。

2003年 7月，张国梁入职同煤二中，负
责英语教学和班级管理。由于长期坚守教
学一线，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和管理
经验。“2014 年 7 月，学校领导派我去新疆
支教，希望我去那里有一番新的作为。”张
国梁说。

2014 年 8 月，张国梁与我市其他几名
教师来到新疆五家渠三小支教。“初到新
疆，我全身心地感受着美丽独特的自然风
光，随着时间的流逝，初到新疆的兴奋慢
慢淡去。”张国梁告诉记者，那里自然环境
干燥多土，经常喉咙发干、嗓子沙哑。为
此，张国梁调整心态，加强体育锻炼，积极
面对生活。

在五家渠三小，张国梁担任五年级一
班班主任和四、六两个年级的科学与心理
老师。“教育是爱的教育，亲其师才能信其
道。为了拉近与学生的距离，我利用一切
机会与学生接触，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已经能叫出班级每个学生的名字。”张国
梁说，他还建立家长微信群，把孩子每天
在学校的作业和表现发到群里，鼓励学生
努力学习。

教师援疆，是不是做好自己的教学工
作就算完成任务了？援疆一年，留下什
么？……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教学后，张
国梁开始思考援疆的意义。经过与援疆
领导多次沟通，张国梁意识到不能有“挂
职”思想，要以“主人”的身份做好每一项
工作，真正融入到当地学校。

“日常教学中，我会认真备好每一节
课，精选所需的图片、材料。”张国梁说，自
己没课的时候就去其他班级听课，下课后
与老师们交流教学，和家长沟通孩子的表
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工作计划，完善管
理制度，努力不让每一个孩子掉队。最让
张国梁印象深刻的是，新疆老师们扎实的
工作作风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援疆不仅
是奉献，更是学习和责任。在新疆，我成
长了很多。”张国梁说。

援疆期间，张国梁全身心投入到支教
工作中，用真诚付出换来学生们的真心喜
爱，赢得当地教师的尊重和信赖，也用实
际行动诠释了一名援疆者求真力行勇担
当的家国情怀。 本报记者 丁亚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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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援疆路 浓浓支教情
——分享我市几位援疆教师的支教故事

近年来，我市一批又一批援疆教师响应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的号召，跨越千里到新疆支教。他们是火种，通过因材

施教燃起了边疆孩子心中渴望知识的火苗；他们是春雨，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润着西部少年心灵的花朵；他们是榜样，在

平凡而艰苦的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业绩。

在第 38个教师节到来之际，记者走访了我市 4位援疆教师，听他们讲述新疆支教时的故事。

援疆前，王碧辉是大同市外国语学校
教务处副主任、初中语文老师。2013 年 8
月，作为我市首批在新疆兵团第六师奇台
农场支教的教师，他放下对家中老小的不
舍和对本校学生的牵挂，远赴新疆开展为
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9 月 5 日下午，记者在大同六中北校
区见到了今年被任命为该校区党总支书
记的王碧辉。

“在祖国边疆教书是一件很光荣的事
情 ，每 次 回 忆 起 那 段 经 历 ，心 里 就 很 自
豪。”王碧辉娓娓道来。“援疆期间，我担任
奇台农场 108 团场学校校长，肩上不仅担
着教导学生的重任，更有对当地教师‘传
帮带’的使命。”

“当地老师的知识储备和教学能力，
跟我们的差距确实不小。”王碧辉说：“刚
到 108 团场学校的时候，我发现当地老师
的教学方式比较死板，讲课方式就是单
向输出知识点。”他认为，要让学生获得
更好的教育，首先要提升教学质量，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于是把注意力放在
助力教师成长上，倾力打造优秀的教师
队伍。

上公开课给老师作示范，旁听课堂
并及时指正，为参加赛讲的老师进行指
导……王碧辉白天听课、评课，晚上俯首
查阅资料，耐心调整当地教师的教学方
式，摒弃了知识点堆砌的教学课件，把他
推崇的“情景式教学”“问题式教学”引入
课堂，同时针对当地教育教学短板，系统
设计教研指导活动，开展了论坛式教研、
问题式教研、课例研究式教研和网络教
研。经过一段时间，老师们的课堂有了
令人欣喜的变化：气氛活跃了，学生学习
效率提高了。

“既然来了，就要把事情做好。”王碧
辉带着这个信念，在这片土地上挥洒教
学热情。当年，由他指导的 5 位老师在
东线区教师优质课比赛中全部获奖，其
中 3 人获一等奖、2 人获二等奖；第二年
中考，108 团场学校取得了全农场排名第
一的好成绩。

如今，王碧辉已经回来 7 年了，他和
奇台农场 108 团场学校的老师们依然会
在线上交流教学问题。王碧辉告诉记者，
他会永远记得远在千里之外的地方，还有
一批他的学生，他依然会把最新的教学思
想和理念倾囊相授。

本报记者 田雁

“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年了，但每每
回想起那段在新疆教学的日子，我都倍
感自豪。”9 月 5 日，大同十一中英语教
师彭东祥与记者分享他的援疆感受。

2014 年 9 月，彭东祥作为大同市援
疆教师的一员，来到新疆兵团第六师奇
台 农 场 109 团 场 学 校 开 始 了 支 教 生
涯。“到了学校后，我了解到初中三个班
只有 17 名学生，学生的基础不够扎实，
尤其是初三的 5 名学生很不喜欢英语
课。”彭东祥说，与学校领导沟通后，他
决定啃下初三这块硬骨头。

第一 节 课 ，彭 东 祥 与 学 生 面 对 面
交流，详细了解情况。“有了第一次交
流后，学生对我热情起来了。我根据
学生的特点设计教学方法，努力做到
因材施教。”彭东祥说，之后的教育教
学中，他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和诙谐的
语言吸引学生，以通俗讲解和耐心辅
导抓住学生，让学生切实感受到学习
的乐趣。

“我带初三班一个月左右，得知初
二年级急缺英语教师，便又接下了初二
年级一个班的教学任务。由于工作量
增加，我每天早来迟走，尽可能把更多
的时间、精力留给学生。”彭东祥说。在
此期间，彭东祥在一次回宿舍的路上不
慎滑倒摔伤肋骨，但他没有请一天假，
一直坚守教学岗位。

“我知 道 援 疆 支 教 不 仅 要 努 力 教
好 学 生 ，还 要 做 好 教 研 交 流 工 作 ，要
为新疆的教育‘输血’，更要为当地的
教育‘造血’。”彭东祥说，他除了完成
正常的教学工作，还积极参与学校组
织 的 公 开 课 、示 范 课 。 课 下 ，他 主 动
与 当 地 教 师 切 磋 ，研 究 教 育 理 念 ，探
讨教学方法，把大同的一些教育教学
新成果与老师们交流分享，帮助年轻
教师快速成长。

彭东祥出色的工作表现，不仅得到
学校和同事们的认可，也赢得学生和家
长的一致赞扬。在年度考核中，彭东祥
获得“山西省劳动模范”“援疆先进个
人”、山西省“三晋英才”支持计划拔尖
骨干人才等多项荣誉称号。“这些荣誉
既是学校和社会对我工作的肯定，也是
对我以后工作的鞭策。”彭东祥说，今后
将以更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培养更多的
优秀人才。

本报记者 丁亚琴

崔 玉 峰 ，现 任 大 同 二 十 中 党 办 主
任、教研室主任。可能是教师职业的缘
故，他说话的声音清脆响亮，脸上始终
带着浅浅的笑意，让人感觉很亲切。

1984 年 ，师 范 毕 业 的 崔 玉 峰 被
分 配 到 十 里 河 学 校 ，2010 年 调 到 大
同 二 十 中 。 从 一 名 普 通 教 师 到 政 教
处 主 任 ，再 到 教 研 室 主 任 ，他 脚 踏 实
地 ，用 爱 心 呵 护 着 孩 子 们 ，在 同 事 眼
中 ，他 是 一 名 好 老 师 ，做 事 认 真 、细
致，有耐心。

“当老 师 这 38 年 里 ，最 让 我 自 豪
的就是曾援疆支教，这样的经历许多
人 未 必 能 拥 有 。 援 疆 是 我 教 育 生 涯
中 浓 墨 重 彩 的 一 页 ……”崔 玉 峰 说 ，
2014 年学校接到援疆支教的通知，有
很 多 老 师 主 动 申 请 报 名 。“ 我 觉 得 自
己 很 幸 运 ，学 校 经 过 综 合 考 虑 ，最 终
选派我去新疆，我就成了学校第一位
有援疆经历的老师。”

2014 年 9 月，崔玉峰开启了他的援
疆支教工作。“与我同批去新疆的有五
六名大同教师，第一天我们到新疆兵团
第六师奇台农场教育中心报到，大家被
分配到了不同的学校，我支教的学校是
奇台农场 108 团场学校。第二天我便
开始工作，吃住都在学校，很方便，但想
着要面对陌生的学校、教师和学生，心
里多少有些不安。”

崔玉峰说，经过接触，那里的老师
和学生不仅热情，还都会说普通话，交
流完全没有问题，这给了他很大的信
心。他快速熟悉校情、学情，还虚心听
课，与老师们交流。“我认为援疆教师就
是要发挥‘种子’作用，把行之有效的教
学理念和方法，通过示范课、专题讲座、
听课、交流等多种形式与当地老师分
享，并把先进的教学理念留下。现在我
还与当地的老师有联系，通过微信分享
各自的教学理念和经验。”

援疆期间，崔玉峰从每周一“国旗
下的讲话”，到法制安全教育，再到听
课、参加班主任例会及学校教工会，他
认真做好每一项工作。2015 年 7 月完
成援疆任务时，他被奇台农场教育中心
授予“优秀援疆教师”称号，被奇台农场
党委授予“援疆先进个人”称号……这
些荣誉是对他辛勤耕耘的肯定，更是对
他工作最好的褒奖。

本报记者 高 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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