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支教前夕，潘征的岳母和母亲不
慎摔伤了腿，需要卧床休养；支教中期，
潘征的岳父突然脑梗加全身器官衰竭，
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2021年6月，距
离潘征支教结束还有一个月，潘征的父
亲摔伤，腰椎骨折，在医院做手术……
一年来，家庭的变故让潘征的心里多次
打起“退堂鼓”，到底要不要去支教？家
里的老人怎么办？要不要提前申请回
无锡照顾老人？一边是血浓于水的亲
情，一边是教书育人的使命，潘征时常
陷入两难的境地。面对这些情况，潘征
的妻子总是主动扛起责任，安慰潘征善
始善终完成支教任务，不用牵挂家里的
情况。回顾一年来的支教生活，潘征感
慨万千：“妻子为我的支教工作默默付
出了很多。我也深切感受到，我们现在

的成绩不是支教老师一人获得的，背后
有无数个支教老师家庭的支持。”

如何切实有效地提高延安一中
孩子的学习兴趣，帮助他们更好地吸
收专业知识？潘征在这个问题上的
探索从未止步。虽然潘征是一名从
教多年的老教师，但他没有照搬无锡
的教学模式，而是因地制宜，努力寻
找最适合延安一中学子的教学方
法。平时，潘征总喜欢走进当地老师

的课堂，认真参与听课、评课活动，主
动与当地的师生交流，使自己的教学
工作更贴近当地学生的实际情况，提
高教学的针对性。

工作中，潘征积极分享自己的教
学心得，给延安一中全体地理教师举
办讲座，并多次开设示范课，以自己独
到的授课方法、深厚的教学功底、精湛
的业务技能，全方位展示了无锡教育
新理念和教学方法。（下转B2）（素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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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口帮扶时间最长的革命老区，延安的发展一直牵动着无锡人民的心。自1997年与延安市建立对口
交流合作关系以来，无锡教育的这场“支教马拉松”已经走过了24个年头。通过多年深入的对口支援，无锡教育
逐渐构建起“经济帮扶+立德树人”的互动型协作模式，实现了“学业扶智”向“思政扶志”的发展。日前，第17批
支教延安市第一中学的6位无锡老师圆满结束了为期一年的支教生活，让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故事。

从“太湖明珠”到“革命圣地”

这份情缘，他们延续了20多年

20年来，孙骏从一位普通物理教
师成长为市教学能手、教务处主任
……他希望能有机会到一个陌生的环
境中工作，看看外面的世界，了解外面
学校的运作，让自己清零后换个思路
重新开始。对孙骏来说，支教不仅能
够服务社会、为贫困地区传递教学理
念，更是一个自我修炼的机会。

来到延安一中后，孙骏每天都是
第一个到办公室，晚上没有夜自修
时，他会在办公室批改作业、备课、答
疑。在这个以学校为主体的大家庭
里，孙骏主动和当地老师交流，积极
参加物理教研活动，给当地老师提供

教学思维和方法指导。当听说老教
师家里的几个吊灯坏了，孙骏立即购
买灯管上门维修。

“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课堂教学。”
孙骏经常走进学生中，了解当地的文
化，提高教学的针对性，让学生在欢乐
的氛围中学习。每次学校评选“我最

喜欢的教师”时，孙骏都榜上有名。“受
到学生的喜爱是我感到最幸福的事，
我觉得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作为第17批延安支教教师领队，
孙骏表示：“扶贫先扶智，无锡教育人
用自己的学识、教学理念、责任心去支
教，倾尽洪荒之力，擦亮无锡品牌。”

王新福从事高中化学教学工
作25年，在延安一中担任备课组
长和高一3个班的教学工作。他
深知化学是一门以实验为基础的
学科，在化学教学中运用好实验教
学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
化学课堂的教学效率。然而，王新
福发现当地实验室的条件有限，有
些实验无法正常开展。开学初期，
王新福带着备课的老师一起排查
实验室器材和药品的配备情况，提
前做好实验预案，通过网络购买以
及联系无锡学校邮寄等方式补齐
缺少的仪器。一年来，延安一中的
化学组共开设演示实验21次及学
生分组实验1次。学生们学习化
学的兴趣大大地提高了，每节课
前，都有学生期盼地问道：“老师，
今天有没有实验？”

王新福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
重新编撰了一整套教学设计、教学
课件以及配套的课时作业，有效提
高了当地化学组的教学水平。离
开延安一中时，王新福将这套资料
无偿捐赠给了学校。

王新福还“一对一”资助洛川
县水利希望小学四年级（1）班的
一位同学。王新福先后6次去看
望这位同学和他的家人，鼓励他
克服困难、努力学习，并表示回到
无锡，也会一直资助他，直到他
完成学业梦想。

在延安的最后一晚，王新福的
办公室一直亮灯到凌晨两点。桌
面上成摞的笔记本和专属的临别
赠言是他给两个班一百多位同学
的礼物。“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王新福一笔一画地写下对学
生的殷殷期盼，也为自己一年的支
教生活画上圆满的句号。

杨俊被延安一中的师生称为“百
家讲坛式”老师，每堂课几乎都上成
了公开课。课上，他常跳出课本，把
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系通
过故事呈现出来，富有吸引力的课堂
不仅深受学生喜爱，也吸引了当地的
历史老师听课、学习。杨俊透露，在
延安一中，无锡的支教老师都要开设
持续一周的公开课。每周还设置了

“家长开放日”，家长可以自愿进课堂
听老师上课。杨俊说：“第一次发现
教室里黑压压坐了一群家长我吃了
一惊……后来的开放日里，除了家长
还有其他学校老师都来听我上课。
像这样的‘突然袭击’，考查的就是教
师的功底。”杨俊还表示持续性的压

力督促着自己不断进步。
在延安一中的一年里，杨俊的一

大收获是与志同道合的“战友”并肩
作战。杨俊与其他5位无锡对口支
援延安一中的支教教师建立了“同呼
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关系，平日里
他们都用“大哥”“妹妹”互相称呼。

延安人民的淳朴和对于无锡支
教老师的浓浓情谊则是他的另一大

收获。走在路上，学生们一声声的
“老师好”，一双双饱含热情的大眼
睛，透露着对老师的尊敬和热爱。走
进教室，“老师，你今天好帅啊！”是杨
俊每天最喜欢听的话。无锡支教老
师的办公桌上总有当地老师送的核
桃和大枣，学生和家长也总是挑出又
大又漂亮的洛川苹果，热情地送给支
教老师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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