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 年 第 11 期                                                                                                                        第 1 页  

2024 年 11 月 27 日 

顶岗支教通讯 
L e S h a n     N o r m a l     U n i v e r s i t y 

 

主办：乐山师范学院教学部 顾问：汪天飞 主编：龙述君  编辑：刘夏 朱露露 李淑婷 

 
 

 

 

 

 

 
 

 

 

 

 

  

 

 

 

 

 

编者寄语：在时光的素笺上，支教绘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不仅是一场心与心的双向奔赴，更是成长拔节与文化传承的奇妙交融。支教历程，

是我们自我重塑的征程。从初登讲台的青涩，到应对难题的沉稳；从不懂孩子内心，到成为知心引路人，我们于艰辛中沉淀坚韧，于陪伴里收

获感动，领悟教育真义，迈出铿锵的成长步伐，拥抱不凡蜕变。 

  

 

在那悠远而神秘的彝族年前夕，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悄然拉开序幕。前一晚，我意外地收到了来自实习班级的诚挚邀请，参加他们为彝族年精心筹备的班会。那一

刻，惊喜如潮水般涌来，心间荡起层层涟漪，仿佛置身于一片绚烂的梦境之中。 

教室里灯火通明，墙上彝族图腾五彩斑斓，诉说着古老故事。同学们盛装出席，笑容满面，自信闪耀。节目精彩纷呈，如画卷缓缓展开。歌声悠扬，舞姿翩跹，节日

氛围浓厚，令人沉醉。窗外夜色深沉，月光洒落，虫鸣与欢笑交织成美妙乐章。晚会将尽，班主任与我携手定格美好瞬间，镜头前我们笑容灿烂，眼神中满是对未来的憧

憬。 

黎明时分，第一缕阳光如利剑般穿透厚重的云层，将大地从沉睡中唤醒。树叶在微风中翩翩起舞，沙沙作响，宛如自然界的交响乐团，为即将上演的体育盛宴奏响激

昂的序曲。操场上，五彩斑斓的横幅在晨风中猎猎作响，如同战士的旗帜，为赛场注入了无尽的活力与激情。观众席上，同学们的加油声震耳欲聋，响彻云霄，他们为班

级荣誉而战，更为彝族年的到来增添了几分激昂与热烈。 

彝族年运动会，激情四溢，喜悦盈怀，是民族风情与体育精神的璀璨交融。赛场上，运动员们如勇士般挥洒汗水，奋勇争先，每个动作都透露出对胜利的执着追求。

阳光下，他们身影闪耀，犹如璀璨星辰，照亮了这片热土。观众席上，加油声震耳欲聋，旗帜挥舞，为彝族年平添上了激昂色彩。这份团结与热情，如烈火燎原，点燃了

每个人的心。 

此情此景，我震撼不已，为他们对彝族年的期盼与运动的热爱深感骄傲。愿这份激情如火焰，永远燃烧在他们心中，绽放璀璨光芒！ 

 

撰稿人：向雨欣（数理学院） 

支教学校：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  

 

 

     
  

 

       

   

 

   

 

 

  
 

 

 

在彝族年到来之前，学校举办了一场期待已久的运动会。这次运动会不仅是对学生体能和意志的一次考验，更是团队

精神与集体荣誉的一次大展示。为这一天的到来，学生们早已做好了充分准备，每个人都信心满满，渴望能够在赛场上大

展身手，展现自己的风采。 

开幕式上，所有参与者按照既定顺序入场。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教师方队。老师们身着统一服装，步伐坚定有力，口号

响亮而富有感染力，让人感受到作为教育者那份特有的责任感与使命感。这一刻，对于许多首次参与此类活动的新老师来

说，无疑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它让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为人师表”四个字背后所承载的意义。 

紧接着是各个班级依次进入场地。只见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迈着矫健的步伐走向主席台前。随着一声令下，“一二

三四！”的呼喊声响彻云霄，不仅表达了同学们对未来无限憧憬的心情，同时也向全校师生展示了他们青春活力、积极向

上的良好形象。 

比赛期间，无论是个人项目还是团体赛事，大家都展现出极高的热情与参与度。其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拔河比

赛。当裁判员发出开始信号后，双方队员立刻紧握绳索，身体微微后仰，用尽全身力气往自己这边拉扯。观众席上的加油

声此起彼伏，形成了一道独特而又壮观的风景线。最终，在大家共同努力下，获胜队伍欢呼雀跃，而失败者也并没有气馁，

彼此相互鼓励，表示下次一定能够做得更好。 

通过这次运动会，我们看到了与课堂内完全不同的学生们——这里的他们更加开朗自信，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他人合

作共事；更重要的是，这些经历将成为他们成长道路上宝贵的财富，激励着他们在未来的每一天都能勇往直前、不断超越

自我。 

 

撰稿人：兰易苹（数理学院） 

 支教学校：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 

青春飞扬，团结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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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彝族深山的深处，有一个被群山环抱的村庄，彝族年临近时，这个小村庄褪去了往日的宁静，渐渐多了一些掺杂着外地口音的人群。因为在外打工的游子们都已赶回

来筹备这一场属于自己的节日。 

作为一名支教大学生，我有幸亲历了这一场独特的文化盛宴——彝族年。在这个盛大的节日里，我见证了当地同胞们的热情好客，重温了彝族年的特色文化内涵，也体

验到支教与彝族年碰撞出的别样火花。 

彝族年期间，沉闷的校园也变得喧嚣热闹起来，四处弥漫着喜庆的氛围。周五下午我们举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拔河比赛，每个年级的学生们分为两队，在他们“大队长”

的带领下奋力拼搏。比赛过程中，隔板的“老家长们”和“孩子们”齐心协力，笑声、加油声此起彼伏。 

最终，我们班的小团队获得了同组的胜利，孩子们欢呼雀跃，我也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中。第二天课上，我便给他们讲什么是“集体荣誉感”，如何养成好的品德，告诉他

们自己在整个班级体中是什么样的身份…… 我知道他们大多缺失家庭教育，比起盲目要求他们达到高分，我更希望带给他们的是价值观的引领，人格的塑成。“一个人的影

子无法铺满大地，但有些声音，可以传得很远。” 

比赛期间，我拿着自己的小相机给他们拍照，捕捉他们为集体拼得满头大汗的时刻，他们很是高兴，因为从来没有见过这个新奇“玩意儿”，也很少有人记录他们。而我

的相册里也增添了许多别样的瞬间，每一帧都充满了意义。 

酣畅淋漓的比赛之后，孩子们都陆续回家了，校园里只剩下“留守”的老师们。太阳渐渐退了场，一抹落日余晖照在国旗上，为它摇曳的舞姿配上了灯光。我们也迎来学

校的“新客人”，开始了我们的晚餐。 

一次支教，也许一生难忘。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我遇到了可爱的他们，他们会想着把父母为他们准备的零食分享一份给你，他们会热情地邀请你去家里过节。在喧嚣

的世俗里，他们的纯真善良更让人动容，我也在这里收获了成长、友谊和感动。彝族年让我更加了解这里的孩子们，也让我对“爱与责任”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情融彝族年，光照学子心。在这个充满欢乐与祥和的节日里，我们共同传承民族文化，激发孩子们对未来的信心。愿这份温暖与美好，永远照亮我们前行的道路。 

                                                                                                      

 撰稿人：沙阿呷（文学与新闻学院） 

支教学校：雷波县瓦岗镇咪咕小学 

 

                   
          

 
 
 

 

 

 彝族年，又称“彝历年”，是彝族人民的重要传统节日之一。每逢这一盛大节日，彝族人民将迎来长达七天的

假期，以满足走访庆祝的需要。每天最后一堂课是“分享课”，为了更好地了解与传承彝族传统文化，我询问学生们

关于过年有什么开心的事情，学生们积极举手抢答，有“拜年”，“杀猪”等等。 

课堂上，通过同学们的分享，我了解到在一些彝族聚居区，家庭会在彝族年期间宰杀家养猪来庆祝节日。大部

分家庭都是杀两头猪，图双数吉利，这不仅是为了庆祝新年，也是一种表达对祖先和神灵敬意的方式。杀猪之后，家

庭成员会一起分享猪肉，有时还会邀请亲朋好友共同享用，以增进彼此之间的感情。此外，猪肉也会用来制作各种

传统的节日美食。 

彝族年期间，走访拜年也是其中一项重要的社交活动，体现了彝族人民的热情好客和对亲情、友情的重视。在

这一时期，人们会穿着节日的盛装，男性通常会穿戴传统的长袍和帽子，女性则会穿上色彩鲜艳、绣工精美的裙子

和上衣，头上佩戴银饰或其他装饰品。带上精心准备的礼物，这些礼物可以是食品（如糖果、糕点）、酒水或手工艺

品等，象征着送礼者的美好祝愿和心意，大大小小一同前往亲朋好友家中拜访，互相传递新年祝福。 

在拜年过程中，人们会用彝语表达祝福，例如“阿米卡多！”（新年快乐！）“孜莫格里”（吉祥如意）等，这

在彝语中是一种非常正式且尊敬的问候语，通常用于节日、庆典等正式场合，尤其是彝族新年（彝历年）期间，是一

种表达美好愿望和祝福的说法。 

在彝族文化中，“孜莫格里”不仅仅是一句简单的问候，它还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和对他人深深的祝

福。因此，在重要的节日或庆祝活动中，人们会用这句话来互相致意，希望彼此在新的一年里能够事事顺心、生活美

满。如果你想要用彝语向彝族朋友表达最真挚的新年祝福，可以说：“孜莫格里！”对方听到后会倍感温暖和高兴。 

拜年时，主人家通常会准备丰盛的食物招待客人，大家围坐一桌，边吃边聊，气氛融洽而温馨。除了正常的交流

外，还可能会有歌舞表演、游戏等活动，以增加节日的乐趣和文化氛围。 

这次支教活动与彝族年的完美碰撞，不仅让支教老师们深刻体验到了彝族文化的丰富和多彩，也为孩子们带来

了知识和快乐。通过这次活动，城市与乡村、汉族与彝族之间架起了一座文化交流的桥梁，为两地的孩子们搭建了

一个共同成长的平台。 

彝族年的美好记忆将永远留在每个人的心中，成为一段难忘的经历。让我们期待更多这样有意义的活动，继续

传递爱与希望。  

                            

 撰稿人：罗娅琳（文学与新闻学院） 

支教学校：雷波县桂花乡烂坝子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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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支教的这段旅程中，我不仅成为了这些孩子们了解知识的传递者，更在无形中经历了一场自我蜕变与

成长的奇妙之旅。在这里，我学会了坚韧和耐心，学会了如何与孩子们沟通和交流。我还见证了这些孩子的

进步和成长，也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提升的地方。 

初来乍到时，面对陌生的环境、语言和文化的差异，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不安。但正是因为这些

挑战，才激发了我内心深处的坚韧和毅力。我学会了如何克服困难，如何在逆境中寻找希望与动力。每一个

难题的解决，每一次与孩子们的有效沟通，都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和坚定。在与孩子们相处的过程中，我深刻

体会到了耐心的重要性。每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他们有着各种各样的学习节奏和方式，作为教师，

不是一味地将自己的思想强加于学生身上，而是仔细观察他们，然后找到适合他们的学习节奏和方式，最

后，善于利用这些东西。同时，我还学会了倾听他们的心声，理解他们的需求，用更加贴近他们心灵的方式

去引导和教育他们。这种耐心和善于倾听，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了来自教师温暖和关爱，也让我自己的心灵

得到了滋养和升华。 

支教还让我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看到了孩子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生活的热爱，

对未来的憧憬。他们纯真的笑容和坚定的眼神，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教育的意义和价值。我也意识到，作为支

教教师，我们的使命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要点燃孩子们内心的梦想之火，引导他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

来。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发现了自己的不足和需要提升的地方。最近，他们进行的期中考试成绩并不理想。

这让我意识到，要想更好地帮助孩子们，我就必须要不断学习和进步，不断发扬优点，改正缺点。我开始积

极参加各种培训和学习活动，不管是线下的听课、评课还是线上的视频学习，我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和

教学能力。同时，我也学会了如何与团队成员更加紧密地合作，共同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更好的学习环境。 

这段支教经历，我收获满满。我不仅见证了孩子们的进步和成长，也实现了自己的蜕变和升华。我学会

了坚韧和耐心，学会了如何与人沟通和交流，也更深刻地理解了教育的意义和价值。这段经历将成为我人生

中宝贵的财富，激励我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前行，为更多的孩子们带去希望和梦想。 

                                  

 撰稿人：李龙欢（生命科学学院） 

支教学校：雷波县西宁镇中心校  

 
 

               

    

 
                      

 

 

今年，我有幸作为一名支教老师，来到了较远的山区学校。正值彝族年的到来，我得以亲眼目睹这个充满

神秘色彩的民族传统节日。 

彝族年，是彝族人民最为重要的节日之一，它象征着新年的到来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在这个特殊的日子

里，整个村庄都洋溢着欢乐与祥和的气氛。家家户户都忙碌起来，准备着丰盛的食物和精彩的节目。 

我也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参加了他们的活动。在活动中，我看到孩子们穿着漂亮的民族服装，跳着欢快的舞

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的纯真和快乐感染了我，让我感受到了彝族文化的独特魅力。 

除了欣赏节目，我还深入了解了彝族年的文化内涵。通过与村民们的交流，我得知彝族年不仅是一个庆祝

丰收的节日，更是一个传承民族文化、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时刻。在这个节日里，人们会聚在一起，共同回顾

过去的一年，展望未来的发展，表达对生活的感激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在这里，孩子们虽然面临着艰苦的生

活条件和有限的教育资源，但他们依然保持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他们用稚嫩的声音告诉我，

他们想学习、想走出大山、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种坚定的信念和不懈的努力让我深受感动。 

同时，我也感受到了彝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我不仅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变化，更看到了他们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和传承。这让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支教信念，我要用自己的知识和爱心去帮助他们实现梦想，

为他们的未来发展贡献一份力量。 

 

撰稿人：唐壹（数理学院） 

支教学校：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 

 

 

    
    

 

 

       

 

 

  



2024 年 第 11 期                                                                                                                        第 4 页 

2024 年 11 月 27 日 

 
 

 
 
 
 
 
 
 
 
 
 
 
 
 
 
 
 
 
 
 
 
 
 
 
 
 
 
 
 
 
 
 
 
 
 
 
 
 
 
 
 
 
 
 
 
 
 
 
 
 
 
 
 
 
 
 
 
 
 
 
 

  
 

 

 

随着彝族年的脚步越来越近，我们这些远离家乡的支教老师们，也迎来了支教生活中一场独特的文化盛宴。彝族年，不仅是彝族人民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更是我

们与孩子们心灵交融、共同成长的宝贵时光。 

彝族年的第一天，我们和孩子们一起穿上了节日的盛装，五彩斑斓的彝族服饰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一大早，我们就被孩子们拉着去参加村里的篝火晚会。晚会

上，孩子们跳起了欢快的彝族舞蹈，我们也跟着节奏摇摆起来，虽然动作略显笨拙，但那份快乐却是真挚的。当夜幕降临，我们围坐在篝火旁，听村里的老人讲述彝

族年的传说和习俗，那一刻，仿佛时间都静止了。 

在彝族年期间，我们和孩子们一起学习了彝族年的文化内涵。从彝族年的起源、传说，到节日期间的传统习俗，如杀年猪、吃团圆饭、祭祖、拜年等，每一项活

动都充满了浓厚的民族特色。我们带着孩子们一起制作了彝族传统的美食，如荞粑、腊肉等，让他们在实践中感受民族文化的魅力。通过这些活动，孩子们不仅加深

了对彝族文化的了解，更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 

彝族年期间，我们和孩子们之间的情感也变得更加深厚。有一天，一个孩子悄悄地送给我一张手工制作的贺卡，上面写着：“老师，谢谢你陪我过彝族年，祝你

新年快乐!”那一刻，我的心被深深触动。还有的孩子拉着我们去家里做客，品尝他们家人亲手做的美食，那份热情和真诚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支教与彝族年的碰撞，不仅让我们体验了彝族文化的独特魅力，更让我们看到了支教的意义所在。通过与孩子们的互动和交流，我们不仅传授了知识，更传递了

关爱和温暖。而孩子们也用他们的纯真和善良，教会了我们如何更好地去理解和尊重不同的文化。这份别样的火花，让我们的支教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彝族年即将结束，但这份温暖与美好却将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相信，这段支教经历将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宝贵的回忆之一。 

 

撰稿人：赵志刚（数理学院） 

 支教学校：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 

 

 

 

作为一名未来的英语老师，我始终相信，教育是一场美丽的邂逅，它不仅能点亮孩子们的求知之路，

更能让我们在这个“美丽的邂逅”中实现自我蜕变与成长。 

初到支教地点的我怀揣着满腔热情，内心充满着忐忑，满是对未知的好奇与向往。那时的我，像是一

颗即将发芽的种子，期待着在孩子们的心田里找到属于我的土壤。而现在的我，已经逐渐能在讲台这一方

小小的土地上找到自己的节奏与方向，在浇灌学生的同时，我自己这颗小小的种子，也慢慢地破土而出、

生根发芽。支教的日子，每一天都充满了挑战与惊喜。面对那些纯真无邪、活泼好动、充满好奇心的孩子

们，我逐渐意识到，支教不仅是简单的授课，更是心灵的交流与碰撞。在这里，我学会了坚韧，学会了用

耐心去倾听，用爱心去引导，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经验财富。 

记得一次上课时，我让班上的同学开火车练习“My name is…I am number…”的句型。同学们都因为

没有参与过这种课堂形式而充满紧张的情绪，第一个同学甚至因为其他学生的笑声而不敢开口说英语。我

突然意识到，大家可能是没有勇气在全班面前大声说英语，于是我开始鼓励同学们说道，“既然英语是一

门语言，那就是用来说话、交流的，同学们不要害怕说错，每个人都会有犯错的时候，其他同学也都不应

该在别人开口说话时笑话别人，因为只要敢于开口说就已经很棒了”在我的帮助和鼓励下，每个同学都克

服了心里的那道难关并且完整地练习了句型。在这以后，愿意主动开口说英语的同学越来越多，我的英语

课堂越来越活跃，课堂氛围也越来越好了。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无比的感动、欣慰和力量，那种无与伦比

的感觉，让我更加充满了斗志与激情。 

在这段时间的支教旅途中，我也逐渐学会了如何与孩子们沟通和交流。我发现，孩子们的世界是纯真

无邪的，他们渴望被理解、被尊重。因此，我放下作为成人的架子，用心去倾听他们的想法和困惑。我们

一起做游戏、讲故事，用英语去描绘一个个美好的世界。在这样的互动中，我与孩子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他们也逐渐爱上了英语这门学科。 

这段时间里，我不仅学会了如何教学，也更加深刻理解了教育的意义和价值。它让我明白，教育不仅

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培养孩子们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孩子们共同成长，相互成就；

我看到了教育的力量，自豪于自己的成长与蜕变。是支教这段旅途让我在教育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我相信，这段宝贵的经历将永远照亮我前行的道路。 

 
撰稿人：陈淑洋（外国语学院） 

 支教学校：美姑县洛俄依甘乡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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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年，支教情

在烟火中传递希望

 

支教中的彝族年体验
                

    
 
     

 

雷波县西宁镇罗山溪乡小学 

 

随着冬日的临近，彝族年的钟声渐渐敲响。在这充满神秘色彩与古老传统的节日里，我们这群来自四

面八方的支教老师和孩子们一起，迎来了这场文化盛宴。在彝族年这个独特的时刻，我们不仅仅是旁观者，

更是参与者，融入当地习俗，感受彝族风情文化，共同编织了一段难忘的回忆。 

彝族年前夕，我们与孩子们一起学习制作彝族的传统食品——荞麦粑粑。在厨房里，孩子们围成一圈，

眼睛里闪烁着好奇与兴奋。他们跟着老师们的指导，用小手揉搓着面团，尽管动作笨拙，但那份认真的模

样让人忍俊不禁。当一块块墨绿色的荞麦粑粑出炉时，孩子们的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那一刻，我深刻

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它能够跨越时空，连接每一颗心。 

彝族年期间，我们还组织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篝火晚会。夜幕降临，星辰点点，熊熊篝火在夜色中跳跃，

孩子们和老师们围坐在火堆旁，分享着各自的故事。一位彝族老师讲述了关于火把节的传说，孩子们听得

入迷，不时发出惊叹。随后，大家一起跳起了欢快的彝族舞蹈，尽管步伐不够熟练，但那份自由奔放的快

乐感染了每一个人。火光映照着每个人的脸庞，温暖而明亮。 

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们还特意安排了一堂关于彝族文化的课。通过图片、视频和实物展示，我们

向孩子们介绍了彝族的历史、服饰、音乐和艺术。孩子们对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纷纷提问，期望了解更多。看着他们渴望知识的眼神，我深感责任重大，也更加坚定了传承民族文化的决

心。 

支教生活与彝族年的碰撞，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火花。我们发现，尽管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拥有不

同的背景，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文化的尊重是相通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教会了孩子们知识，

更从他们身上学到了纯真和坚韧。这份跨文化的交流和理解，让支教之旅变得更加丰富和有意义。 

如今，每当回想起那个温暖的彝族年，心中总是涌动着一股暖流。那些与孩子们共度的时光，那些关

于传承与分享的故事，都成为了我们宝贵的记忆。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前行，用心去感受每

一个文化的脉动，用爱去温暖每一颗年轻的心。 

                     

撰稿人：田昆伦（数理学院）  

支教学校：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 

 

 

  
  

   
 

 

彝族年，这一古老而神秘的民族节日，如同璀璨星辰在西南大地闪耀。身处支教生活中的我们，即将亲

身投入这场盛大的文化盛宴，而这段经历将充满温暖、趣味与深刻的文化领悟。 

在支教工作中，彝族年的筹备就像是注入了无限活力的新鲜元素。孩子们热情洋溢地讨论着彝族年的传

统习俗，那明亮而充满期待的眼眸恰似繁星，闪烁着对本民族文化的自豪与热爱。随孩子们去准备彝族年的

美食是最有趣的事情之一。在彝族人家中，年纪稍长的人会耐心地向我们和孩子们展示制作彝族传统美食的

详细流程。从选用新鲜食材开始，到独特的烹饪手法，例如制作荞饼，那将荞面和水巧妙揉合，再制成独特

形状放到火塘边烘烤的过程，伴随着亲切的讲解，以及飘散四溢的香气，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传递，更是一

种跨越族群、代际的交流升温。 

彝族年期间，祭祖先的仪式庄重肃穆，也是彝族文化传承的重要时刻。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这些支教老

师也将这个时机视作传承文化的教育良机。向孩子们提出关于祖先、关于彝族文化根源的问题，启发他们积

极思考文化背后深层次的价值内涵。此时，文化传承不是生硬的课本知识，更像涓涓细流一样自然地融入他

们幼小的心灵。 

谈起走亲访邻的习俗，这是彝族年里探寻人情温暖的绝佳途径。彝族的村寨错落有致地坐落在大凉山的

怀抱里，走在蜿蜒的土路上，孩子们热情地拉着我们向各处亲友家奔走。每到一处，弥漫着热情好客的氛

围。彝族同胞会盛出满杯的美酒，席地而坐，开始讲述往昔的故事，有劳动的收获、生活的坎坷，当然也有

与大自然相处的智慧。这些故事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孩子们最好的教材，让他们明白无论身处何种环境，都要

坚守对生活的热爱，人与人之间的羁绊才是生活丰富多彩的最大倚仗。 

彝族年即将到来，支教生活仿佛因这个节日变得更加明亮、充满力量和希望。在这个与彝族孩子和彝族

同胞共享的盛大节日中，我们不仅能够体验到彝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而且在每一个有趣故事、每一次温

暖互动的背后，都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坚实足迹，这是支教工作赋予我们更加深远意义的诠释。这是我们在支

教中与彝族年碰撞出的独特火花，温暖而美好地镶嵌在所有参与者的心中。 

 

撰稿人：彭强（教育科学学院）  

支教学校：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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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挑战与欢笑中成长

 

彝族年，这个充满欢庆与团聚的时刻。我正在离家较远的山区进行着支教之旅。即使山路

崎岖，但我的心却异常坚定，因为我知道，这里有一群渴望知识的孩子正等待着我。 

在这里，我被孩子们纯真的笑容和热情所感染。在彝族年的欢庆氛围中，我与孩子们一起

唱歌、跳舞，感受这个民族的独特魅力。孩子们拉着我围坐火塘，分享彝族年美食，坨坨肉在

炭火炙烤下滋滋冒油，荞饼散发质朴麦香。他们笑着递来，眼里满是真诚，炭火映红的小脸写

满欢乐，我咬下一口，滋味在舌尖散开，更暖在心底，那是家一般的亲昵。同时，我也利用这

个机会，向他们传授知识，讲述外面的世界有多么精彩。 

在支教的日子里，我不仅教会了孩子们基础的学科知识，还让他们了解了更多关于彝族年

的历史和文化。我们共同制作彝族的传统手工艺品，品尝特色的美食，让他们在欢乐中学习，

在学习中成长。 

这段支教经历让我深刻体会到了教育的力量，也让我更加珍惜与孩子们相处的每一刻。我

相信，只要我们用心去传递知识，用爱去温暖每一个孩子的心灵，就一定能够点亮他们未来的

希望之光。 

 

撰稿人：陈清妍（数理学院） 

支教学校：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 
 

 

在支教的这段日子里，期中考试和冬季运动会成为了我们与孩子们共同经历的重要时刻，它

们不仅检验了孩子们的学习成果，也见证了我们与孩子们之间的深厚情谊，更让我们在挑战与欢

笑中实现了自我成长。 

期中考试前夕，校园里弥漫着紧张而有序的氛围。我们与孩子们并肩作战，一起复习知识

点，解答疑惑。考试当天，看到他们认真答题的样子，我们心中充满了欣慰与期待。成绩公布

后，无论好坏，我们都给予了孩子们鼓励与指导，让他们明白努力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紧接着，活力满满的冬季运动会如期而至。赛场上，孩子们奋力拼搏，我们则在一旁加油助

威，为他们鼓掌欢呼。那一刻，我们仿佛也回到了青涩的少年时代，与孩子们一同享受着运动的

快乐与激情。运动会不仅锻炼了孩子们的身体，更增强了他们的团队精神和集体荣誉感。 

支教的日子里，我们与孩子们一同经历了学习的挑战与运动的欢乐。这些经历让我们更加深

刻地理解了教育的意义——它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更是情感的交流与心灵的触碰。在与孩子们

的相处中，我们学会了坚韧与耐心，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他们沟通和交流。同时，我们也看到了

自己的不足与需要提升的地方，不断地在成长的道路上迈出新的步伐。 

这段支教之旅，让我们收获了无数宝贵的记忆与感动。我们期待着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与

孩子们一起成长，一起创造更多的美好时光。 

 

撰稿人：赵倬尉（数理学院） 

支教学校：美姑县大桥初级中学 

 

    
 
 

      

 

在那遥远的边陲村落，长河小学静卧云深处，我与一群纯真的

灵魂，共赴彝族年的温柔时光。在欢快的舞步中，编织着欢乐的篇

章，笑容如花儿般绽放，酝酿着文化的醇香。 

11 月 16 日，星期六下午，为了庆祝彝族年，长河小学举办了

“雷波县谷堆乡长河小学 2024 年彝历年晚会”活动。我与支教的

学生们，手拉手，围绕着操场中间温暖的火焰欢快起舞，歌声与笑

声交织，编织出一幅动人的画卷。彝语老师轻声吟唱，引领我们步

入古老诗歌的殿堂。那些诗句，如同穿越时光的精灵，在我们的耳

边低语，诉说着彝族文化的辉煌与传承。我们静心聆听，仿佛能感

受到历史的脉搏，在火光中轻轻跳动。 

当夜色渐浓，学生们带着疲惫而满足的笑容进入梦乡，而我们

则围坐在另一堆篝火旁，品味着彝族特色的烤肉。校长则在一旁，

用他那充满智慧与深情的话语，为我们描绘着彝族年的习俗与风

情。他的讲述，如同一幅幅生动的画卷，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充满神

秘与魅力的世界。我们用心聆听，仿佛能触摸到彝族文化的灵魂，

感受到它的博大与深邃。 

星光与篝火交织成诗，聆听古老的故事，让心灵在岁月的长河

中轻轻碰撞，交融出璀璨的火花。在这片被文化浸润的土地上，情

如细流融入彝族年，光照学子心，如诗如画，温暖而明亮。 

 

 撰稿人：覃希（生命科学学院） 

支教学校：雷波县长河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