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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就是教师节了，对于上海首批“定点组团”援藏的40名教师来说，今年的教师节是海拔最高的一个教师节，也是终生难
忘的一个教师节。在远离上海的日喀则，虽然没有家人的陪伴，但40名老师在一个月内已迅速融合成了一个大家庭；虽然每天
要努力克服各种高原反应，但老师们笑称每天上课都像打了“鸡血”：“这里的孩子很淳朴，求知欲特别强，一进教室看到他们纯
真的脸，就忍不住想把所有的知识都教给他们！”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此次上海赴日喀则定点支教的40名
老师中，来自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的齐
标是年龄最大的。今年54岁的他，虽然
年龄超过了报名的限制，但还是毅然报
名，并最终通过了选拔。

“我到这里之后，我们队长叫我们年
纪大一点的老师暂时不安排课，我现在
主要负责高三的校本题库建设。”齐老
师在微信里告诉青年报记者，这几天他
感冒了，嗓子失声，“过一段时间实验学
校有老师出去培训，届时我可能就要顶
课了。”

学生们求知欲特别强
除了齐老师，今年47岁的夏强老师

是目前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授课教师中
年纪最大的，“这边是高原，所以一般男
老师工作25年就退休了，学校里70后的
老师都比较少，目前我是所有授课老师
里最老的。”夏强笑着说。

采访当天，正好是老师们抵达日喀
则满一个月的日子，夏强说，刚到的那
段时间，日喀则的天气还算是很给远道
而来的上海老师面子，“前段时间下雨
天气比较多，空气中氧含量就多一点，
所以还是蛮舒服的。最近这段时间天
气冷了，气压变低，白天喘气就有点不
舒畅。”

夏强老师教的是初中英语，他坦言，
当地学生的英语水平和上海学生差距很
大，“我现在教的这个班，英语平均分只
有二三十分，已经是全区最好的了。”不
过，两周课上下来之后，夏强老师发现学
生们的情况比他想象的要好一点，“用中
英文交流还算可以。”

而更让夏强老师感动的，是学生们
那种强烈的求知欲，“这里的孩子都很淳
朴，求知欲特别强，一进教室看到他们纯
真的脸，就忍不住想把所有的知识都教
给他们。”因为空气中含氧低，夏强讲课
时讲一会儿就要跟学生说“让老师喘口
气”，“每到这时，学生们都很心疼我，也
让我觉得很感动。”

放乔布斯演讲教授英语
在日常教学中，夏强发现，除了英语

水平比较低，当地的电子化教学设备也
很少，学生接触的原版英文材料几乎没
有，“在上海，教学中使用电子设备比较
多，而这里以前上英语课的方法就是照
本宣科，其他的英语学习从来没有。”

根据这一情况，夏强开始有意识地
给当地学生增加原版英文的学习渠道。

“我给他们听Michael Jackson（迈克尔·
杰克逊）的歌和乔布斯在斯坦福大学的
演讲。”夏强说，MJ的歌歌词相对比较简
单，而且他的一些歌是有“大爱”的，“像
《We Are The World》（天下一家）、《Heal
The World 》（拯救世界）这些，既能学习
英语，也能感受那种情怀。”

而学生们对夏老师的教学方式也非
常喜欢，在课堂上看过一次MJ的MV后，
两个学生主动来找夏强聊天。“这里的学
生对老师有种敬畏的态度，平时都不大
敢跟老师说话，但昨天两个学生放学后
却主动来找我，说看了MV以后震撼很大，
跟我一聊就聊了半个小时。”

夏强说，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教学方
法，是想给学生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学习
英语的方式有很多，除了老师教的，自己
听歌、听演讲也都可以学习。同时，也想
告诉他们，外面的世界很大，如果想很好
地了解世界，就需要掌握一门外语。“我
们到这里来支教，如果只是教给他们死
知识，一年也教不了多少，所以更重要的
是打开他们的眼界、改变他们的想法，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除了教学，夏强老师还想方设法让

当地的学生和他在上海市第二初级中学
的学生互动，“我让他们结成‘姐妹班’，
这边的学生说不叫‘姐妹班’，叫‘兄弟
班’。”夏老师笑着说，市二初级中学初二
5班的班长已经给日喀则上海实验学校
初二3班的同学们写信，两个班正式结成

“兄弟班”，“上海学生寄来的文具等也已
经发给学生了，以后他们会加强互动。”

讲几分钟就要跟学生说“让老师喘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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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欣与女儿告别后，援藏支教。

夏强老师和学生在一起。

克服家庭困难勇挑援藏重任

今年6月19日，参加完女儿妞妞的
幼儿园毕业典礼后，上海师范大学附属
中学副校长傅欣在父亲节这天抵达了日
喀则——作为此次“组团式”援藏教育工
作队的队长，他要和其他三位担任管理
工作的老师先来“打前站”。

傅欣是一名80后，他坦言，面对援
藏的任务，他最初也犹豫过。傅欣的犹
豫来自于家庭面临的困难：他和爱人都
是80后独生子女，女儿妞妞今年9月份
读小学一年级，母亲2015年刚接受肺癌
手术治疗，岳母今年4月刚接受乳腺癌
手术治疗，在他进藏前刚刚做完8次化
疗……一大家子都需要依靠他这个顶梁
柱。但最终，在家人的支持下傅欣还是
选择了接受援藏任务，“有些事情总要有
人去做的，责任摆在面前，作为年轻人就
要去承担。”

进藏后，面临的第一大困难就是高
原反应。傅欣说，作为长期在上海这种

“零海拔”地区生活的人，来到西藏后，不
管怎么适应，身体总归会有一些反应，比
如间歇性头疼、血压升高、说不了几句话
就大喘气，“不可能完全适应，只能尽量
去克服。”

除了身体上的反应，作为大部队的
“开路先锋”，傅欣和其他三位老师还面
临艰巨的任务——尽快为援藏团队在后
勤保障、课程设置、规章制度等各个环节
做好准备。因此，经过短时间休整后，傅
欣就立即着手工作，“我们刚来的时候什
么都没有，连住哪儿都不知道。”傅欣说，
因为这是上海首批“组团式”教育援藏，
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只能全靠自己一
点一点摸索。

不到两个月完成制度建设
上海首批组团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

队共40人，对口支援日喀则市上海实验
学校。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来
自不同单位的老师，个性和习性各不相
同，不仅需要自身努力去和他人磨合，也
需要科学的团队制度来引导和规范，这
样才能为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团队的顺
利远航奠定基础。

为此，傅欣和其他3位先遣队员第
一时间进行制度设计。在深化组团式教
育工作背景、目的、任务和要求理解的基
础上，他们调研了日喀则市的经济、社
会、文化、教育等状况，特别是调研日喀
则上海实验学校的办学状况、师资水平
和发展方向，进一步明晰了工作队在生
活、工作上面临的主要问题和主要任务；
同时，学习老西藏建设者和历届援藏干
部的精神以及相关的管理制度，重点学
习了上海市援藏干部联络组制定的管理
制度、上海市组团式医疗援藏工作队（于
2015年进藏，已有经验）的管理制度和
受援单位的有关制度，为制度建设提供
参考和借鉴。

在他们的努力下，当8月7日大部队
进藏之时，不但有了相对完善的后勤保
障，而且人手拿到一册《上海市首批组团
式教育人才援藏工作队制度集（试
行）》。通过一系列学习措施，组团式援
藏工作团队立即进入了规范化制度化的
轨道。

加快教师团队自身及与当地融合
上海“组团式”教育援藏的40名老

师清一色是男老师，虽然平均年龄只有
36.8岁，但年龄跨度非常大，既有60后、
70后，也有80后、90后。这些老师来自
上海不同的区，各自的性格、教学习惯也
不同，如何让他们既能尽快融入成一个
团结的集体，又能尽快与当地的教学环
境以及老师、学生融合，是摆在傅欣面前
的一大难题。

“在这一方面主要是发挥集体的智
慧，我们团队的这些老师都很敬业，虽然
有很多困难，但一个月来老师们努力地
和当地的教学环境、课程融合，也想出了
不少好办法。”傅欣坦言，虽然来之前已
经做好了各种困难的准备，但进藏后面
临的各种问题还是大大超出了他的预
期，“但上海市教委、市合作交流办以及
当地政府、学校给我们的帮助也超出了
我的想象。”

经过一个月的磨合，如今40位上海
援藏老师已经融合成了一个团结的大家
庭，援藏老师们和当地的教师、学生也越
来越融洽。谈到明天的教师节，傅欣说，
虽然远离家人，但还是会让老师们过上
一个难忘的教师节，“上午我们会和当地
老师一起开个会，中午会和学校的57名
孤儿一起包饺子庆祝，过一个有意义的
教师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