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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漁貧區校
幫扶留守童

2019年9月，合肥市青年路小學女教師馬迪，赴查婆店小學進行一個
學期的駐點支教。「很偏遠，從合肥坐車
去，要轉四五次車」，馬迪說，因為每周
在本校還有教學課，需兩地往返，後來都
是自費開車去，「正常要開近3個小時，
有一次遇到堵車，開了4個半小時，到家
倒在床上就起不來」。馬迪還對支教時的
住宿環境印象深刻，「一間平房，比較潮
濕，（房子）前面有一條水溝，後面還有
一條臭水溝」，洗的衣服經常沒法晾乾，
只能讓同事帶回家幫晾。

生活條件差 教師不怕苦
查婆店小學副校長華恩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前來支教的馬迪和另一位
郭德娟老師都很能吃苦，「我們小學的教學硬件條件還好，但是生活條件
還是蠻艱苦」。支教老師住的地方都是教室改過來的，沒有衞生間，只能
到校園裏的公共衞生間。華恩說：「以前還沒有路燈，晚上只能打手電
筒，沒有手電筒就用手機照明」。另外，學校所在地是個山崗，水質不太
好，支教老師來了之後還曾患過皮膚病。
支教期間，馬迪共擔任查婆店小學4個班的英語教學工作。查婆店小學
原來只有一兩名專職英語教師。馬迪說，她初到查婆店小學時，最直接的
感受就是孩子們對學習英語缺乏興趣，口語能力很
差、不敢回答問題。「以前上課就是
老師帶着讀一讀課本，講解一下課文
的意思，要求背一背單詞」，馬迪
說，自己到任後，首先想到的就是引
入繪本教學，先把孩子們的興趣提起
來。而繪本教學，正是青年路小學的
特色之一。

排練繪本劇 孩子展自信
今年6月，青年路小學的第五屆英語

學術節如期舉行，通過互聯網連接美
國、北京、合肥、六安四地的師生、教
育專家。查婆店小學首次通過直播的方式
全程參與，由馬迪帶領查婆店小學學生排
練的繪本劇，也在學術節上展播。馬迪
說，為了這部6分鐘的繪本劇，她和孩子
們排練了2個多月，「一開始排練時，孩子
們的動作都非常僵硬，也沒有自信，頭都
不敢抬」，而2個月後孩子們的表現則遠遠
超出了她的預期。在這次英語學術節上，查
婆店的師生還通過直播觀看了美國的英語教
育專家現場教大家讀講繪本。
支教期間，馬迪還在查婆店小學開展英語
書寫大賽、英語讀繪本比賽等，帶動起學校乃
至全鄉的英語教學氛圍。「孩子們由單詞讀不準、語句讀不通，到後面可
以聲情並茂地講故事」，馬迪說，她把拍下來的孩子們英語講故事的視頻
拿給查婆店小學校長看時，校長高興地跟她開玩笑說：「這還是我們學校
的孩子嗎？」

金美玲是查婆店小學一名年輕的
語文教師。她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通過近距離接觸和聽前來支教
老師的公開課，收穫頗豐。「很多
教學方法是可以在學科上進行遷移
的。比如馬迪老師的英語繪本教
學，她在帶領孩子們讀《棕色的
熊》時，就是把一個有規律的句
子，不斷深入變化動物的名稱和相
似的句式，並通過演繪本劇等活潑
有趣的方式，反覆強化孩子們對單
詞和句式的掌握。另外，通過這本

繪本，還可以滲透進水果、蔬菜等
單詞和知識。」金美玲說，她以前
就是把繪本當作故事書跟小孩讀一
讀，但見識了馬迪老師這樣的教學
方法後，發現這裏面可鑽研的空間
非常廣闊。
「以前我們自己摸索，屬於閉門

造車，現在有了現成可學習借鑒的
模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可以看得
更遠！」金美玲說，馬迪等支教老
師，給查婆店小學老師的教學思路
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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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市包河區教體委工會主席余萍介
紹，從2017年接到安徽省政府激勵精準扶
貧文件起，該區結對革命老區裕安區，就
把這件事當作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來抓。
2017年，裕安區教體局向包河區教體局提
出了14項幫扶需求。包河區把14項需求整
合分解為學校管理、文化建設、素質教育
等10項幫扶內容，並於2018年3月，組織
區內14所最為優質的中小學和幼兒園，與
裕安區33所學校簽訂《學校結對幫扶協議
書》，由各校校長擔任第一責任人，負責
落實。

城北第二小學是裕安區2007年建成投用的
一所郊區學校，該校所在片區目前已成為六
安市區的新城區。城北二小擁有70個班級、
4,000多名學生。2018年，該校與包河區師
範附小教育集團結對。校長華勁松說，結對
以來，學校派往合肥師範附小學習培訓的教
師已有100多人次，同時，師範附小前來支
教、開展公開課的教師亦有二三十人次，這
種交流的頻次和規模，是前所未有的。「我
們派不同學科的教師參與他們的教學培訓，
也請他們過來指導我們開展校園文化節、運
動會和教學比賽等」，他說，這些對城北二
小教師專業成長和校園文化建設都起到了很
大的推動作用。
「他們需要什麼，我們就去做什麼。培訓
不足，我們的全國萬人計劃名師、名校長、
學科帶頭人都去給他們做過培訓；管理薄
弱，就安排他們的校長到我們這來掛職或參
加我們的校長集中培訓；學科缺教師，教研
教學開展不起來，我們就派最優秀的老師去
支教。」余萍說，包河區區教體局和每所結
對學校都拿出了自己的「看家寶」，即最優
勢的資源去真心實意地幫扶。

難立竿見影 收穫在未來
國家「萬人計劃」教學名師、合肥師範附
小教育集團校長馮璐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專訪時表示，教育是最大的民生。一個人的
思想境界和追求，其實更能體現他的人生價
值和提升幸福感。「對於一個家庭來說，最
大的幸福感是什麼？孩子的教育。一個家庭

孩子的成績好，
你看他父母經
常都是滿面
春光」，
馮璐說，
教育結對
扶貧，就是
推動優勢教
育資源到相對
貧苦落後地區去引
領，它影響的不只
是孩子群體，還會
影響到一個家庭，
繼而是這一片區域
人的精神面貌和價
值觀的樹立。
合肥師範附小在20年前就開始和相對貧

困落後地區學校開展結對幫扶活動，目前
已探索形成包括學校、教師、學生三個層
級的可複製幫扶模式。馮璐說，一所學校
關鍵還是要有好的老師，尤其是培養骨
幹、種子教師，這也是他們在結對幫扶時
的工作重點。「我們派出一個骨幹教師，
如果只是去教學，可能會有100個孩子受
益」，她解釋說，但是如果能在這位骨幹
教師的帶領下，帶動這個學校的這一學科
的老師都去做教研，那就是所有到這所學
校來上學的孩子都會受益。馮璐稱，不像
產業扶貧等那樣有立竿見影的效果，教育
扶貧「只能一步一個腳印去做，功在現
在，利在未來」。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區曾是國家級貧困

縣，當地的獅子崗鄉查婆店小學轄管學

區有2萬多人口，現有教師20多人，在

校生300多人，其中留守兒童佔比超過

50%。2018年，查婆店小學在區教育

部門的推動下，與合肥市青年路小學成

為結對學校。青年路小學先後組織多位

教師前往查婆店小學開展教研公開課和

專題研討，並按照查婆店小學的要求，

相繼派出兩位優秀教師前往駐點支教。

有教育界人士指出，教育結對扶貧，就是推動優勢教

育資源到相對貧苦落後地區去幫扶，它影響的不只是

孩子群體，還會影響到一個家庭，繼而是這一片區域人的精

神面貌和價值觀的樹立。

「教育結對」是安徽省教育扶貧的探索。2017年以來，合

肥市包河區與六安市裕安區，簽署結對幫扶合作協議，幫助

裕安區提高教學水平。三年來，包河區共有307名教師到裕

安區駐點支教或兼職支教；兩區開展互訪學習、教研培訓等

各種活動超過300場次，裕安區獲得參加各種交流培訓的教

師超過一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臣 安徽合肥、六安報道

按需作改良 拿出「看家寶」

趣味教學法 多學科適用

■馬迪介紹其支教扶
貧經歷。 香港文匯報

記者趙臣 攝

■合肥包河區
葛大店小學與裕安
區孩子共度國際兒
童節。

受訪者供圖

■馬迪（右）支教期間課間輔導
學生讀英文繪本。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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裕 安 區 數 據
全區總人口：104 萬

5 年 間 變 化

2014年 2019年

貧困人口貧困人口：：55..44萬戶萬戶1313..7474萬人萬人 797797戶戶11,,865865人人

貧困發生率貧困發生率：：1515..0606%% 00..2222%%

貧困村貧困村：：7575個全部出列個全部出列

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14,,214214元元（（▲▲1010..33%%））
■■合肥包河區師範附小與裕安區學合肥包河區師範附小與裕安區學
生進行活動交流生進行活動交流。。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合肥師範附小與六安市裕安區教師進行教研活動。 受訪者供圖

■馮璐表示，教育
扶貧功在現在，利
在未來。

香港文匯報
記者趙臣 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