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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厦门大学研究生支
教团与西海固长达20余年
的双向奔赴中，厦门大学研
究生支教团已在宁夏西海
固地区扎根 24 个年头。
345 名队员以年复一年的
接力为祖国西部教育事业
的发展不断贡献着青春力
量。而西海固地区的学生
也逐渐步入高中、大学，走
向社会……如今的西海固
地区已焕然一新，孩子们也
拥有了崭新的校舍。

在这段故事背后，当
然也离不开当地教育工作
者的坚持和支教团年复一
年的爱心接力。但林杨琼
给予了这个故事另一种意
义，就是普通人不需要那

么伟大，只要你愿意做对
的事，并坚持下去，也是一
种力量。

如今的林杨琼活跃在
另一段人生旅程，她活泼、
快乐、勇于挑战的人生理
念和真善美的品质，从西
海固延续到了嘉庚学院。
比起老师，她更像朋友，在
教学之余，她努力帮助孩
子们拨开青春时期的迷
雾，找到前行的方向，也关
注到更广阔的世界。

人生常常就是这
样，有时不经意的一个
举动，不仅改变了
他人的命运，也
扭转了自己的
人生走向。

为了不影响孩子们的
情绪，林杨琼选择在一天早
晨悄悄地离开，但她有自己
的方式与孩子们道别——
天才微亮时，她动身出发，
手脚并用地爬上了山，山上
有棵无名小树。

每个来这里支教的伙
伴们，都有意无意地提起过
这棵小树。这是附近漫天
黄土中唯一的一棵小树，因
此也被他们亲切地称为“关
桥的小树”。在林杨琼眼
里，这棵小树不仅亲切，也
极像她在这里感受到的人
和事，那种自在的坚韧。

来关桥这么久，这是林
杨琼第一次走近它。她坐
在小树下，这时已晨光熹
微，她翻开了孩子们送给她
的留言本，里头是孩子们情
真意切的不舍。留言本里
第一页就是小花的字，她
说，“有您这样的老师，我感
到荣幸，同时也感到幸福。”

林杨琼认认真真读了
一遍后，她在树下埋了一个
小盒子，里头是她的许愿，
希望这里能越来越好。

其实，似乎是林杨琼被
西海固改变得更多。从西
海固回来后，她的人生轨道
永远地发生了偏移——随
性而安的她突然坚定地想
成为一名老师，她的朋友许
多都是当时的资助人，或者
是她博客的关注者。更甚
之，连她的爱人都是因为这
段岁月相识。

接受采访的林杨琼其实
挺“心虚”，她说，自己真没做
什么。但她在西海固的经历

就像亚马逊雨林里飞过的那
只蝴蝶，在轻轻挥动了一下
翅膀后，不小心掀起后续的
风暴，席卷自己之余也轻轻
挟带了他人的命运。

在林杨琼支教结束快
要离开时，马小花带着一束
小小的野花，认真地给林杨
琼唱了一首歌。她说：“老
师，我来还你这首歌啦。我
们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
呢？”林杨琼说：“我们保持
联络，你好好加油，以后来
厦门大学找我吧。”很多年
以后，马小花以全县第一名
的高考成绩走出大山，考上
了厦门大学。

如今林杨琼是厦门大
学嘉庚学院英语语言文化
学院的教师，仍旧站在三尺
讲台上帮助学生寻找自
己。马小花在毕业后，选择
回到了家乡也成为一名老
师。在嘉庚学院，林杨琼的
学生陈思宁，也曾质疑过自
己能为这个世界做些什么，
但在与林杨琼的聊天和交
往中，他逐渐相信，个体的
力量并不单薄。现在刚读
大四的他已参与国际NGO
组织的公益活动两年，帮助
了 200多名尼日利亚的学
生重返校园。

多年后，林杨琼重返西
海固参加小花的婚礼，她高
兴地看见那棵小树还在那
里，长高了不少。它的存在
像是一种隐喻，原来人生的
努力并非都是徒劳无功，不
信的话就看看这棵小树吧，
或者看看林杨琼和她身边
的孩子们。

教育无法速成，而孩子们
面临着因贫退学的处境却是
真实的。面对这样的矛盾，林
杨琼和伙伴们决定行动。

她开通了博客，以日记的
方式记下在西海固的支教生
活。她记下了自己在这里学
会了如何生炉子做饭，记下了
她听见一位赶驴车的老爷爷
唱的民歌，更多的是记录她与
孩子们的故事。

支教期间，林杨琼建立完
善了贫困学生数据库和助学
体系，给他们募集助学款项。
她让有需要帮助的孩子们填写
申请书，而自己则利用每个周
末去走访核实孩子们的申请状
况，并留下文字和照片的记录。

在她支教的这一年里，有
将近百名学生提交申请并都
得到了资助。爱心助学体系
也被厦门大学研究生支教团
一届届传承下去，如今已资助
了近2万名家庭贫困的孩子。

“老师，你觉得厦门和这
里，哪儿更好？”林杨琼来关桥
中学的第一堂课，就差点被学
生的提问难倒了。那时正是
2004年，厦门获得了“联合国人
居奖”，窗外的操场黄沙漫天。

最后她的回答换来了孩
子们开心的笑脸，“每个人都
爱自己的家乡，这里是你们的
家乡，以后也是我的第二故
乡，我们可以一起努力把它建
设得更好！”

这个颇具代表性的问题
背后，是林杨琼想付诸行动的
第二件事。

很多课堂之外的时间，林
杨琼都在和孩子们聊天，天南
海北，没有禁忌，更没有老师
的架子。孩子们什么都问，他
们关心西海固外的生活，也关
心林杨琼有没有男朋友，也习
惯性抱怨自己青春的苦恼。
在他们眼里，林杨琼不像老
师，更像姐姐。而她的存在也
为这些孩子们带去教育的另
一种可能面貌，在“为你好”的
严厉督促外，教育也可以是温
柔的鼓励。

她用自己的方式让胆怯的
孩子变得勇敢，课堂上常有孩
子答不上问题的时候、淘气的
时候，林杨琼就“罚”他们下课
后给大家唱歌。有一次，一个
叫马小花的女孩特别害羞，既
答不上问题，又不好意思唱
歌。林杨琼说，歌先欠着，什么
时候攒够勇气了，再来还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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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开学季，林杨琼又回到了她热爱且熟

悉的讲堂上。作为厦门大学嘉庚学院英语语言
文化学院教师，她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

“Amy”。但这个暑假发生的事，让她再次回望
审视15年前的支教经历——7月21日，她参加
了世界青年发展论坛，在“包容和公平的优质教
育”主题论坛上，林杨琼分享了作为厦门大学第
9届研究生支教团队员的经历。作为电视剧
《山海情》中支教老师的原型，厦门大学研究生
支教团已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扎根24年。

西海固地区，曾被联合国定义为“最不适宜
人类生存的地区之一”。在15年前，林杨琼曾到
这个地区的关桥中学支教一年。她的人生道路
因为这场经历发生了改变，她成为一名真正的教
育工作者，用自己的故事书写了教育的力量。

他们在宁夏西海固地区接力支教了24个年头

他们是电视剧《山海情》中支教老师的原型

作为其中一员，林杨琼的人生道路因支教而改变

在世界青年论坛上，她的故事诠释了教育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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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林杨琼和正在宁夏支教的师姐通
电话，师姐无意中提起了上课时的一个小插曲
——她教到建筑的时候，孩子们天真地提出了
一个问题：“老师，什么是亭子？”

这个问题起初让林杨琼感到不可思议，甚
至一度觉得是假的，但很快她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背后承载的重量。

这个做事随性、大大咧咧的姑娘，一提起这
件事就想哭，她心里产生了很多疑问，关于这里
的孩子和这里的生活。这个问题像往她心底投
下的一粒石子，不断散发出涟漪，后果就是她不
得不前往这里。

她还记得15年前，本科毕业后，她和同伴
们一路坐火车到固原市，从固原市到海原县，从
海原县到关桥村，兴致高昂一路唱着歌，乡村小
路上尘土飞扬，抵达时已是傍晚。她在学校旁
边的小店吃了碗面条，是辣的。

林杨琼是福建平潭人，当然吃不惯辣椒，这
只是她不习惯的第一件小事。这里靠水窖存
水，上的是旱厕，取暖做饭靠生炉。来关桥的第
一个礼拜，林杨琼都在流鼻血。但这些事都抵
不过林杨琼到达的第一夜——抬头看见了城里
看不见的漫天星光，那夜她没有失眠，抱着对接
下来支教生活的满心期盼入睡。

到处都是歌声。一个孩子起了头，歌声就
荡漾开来。这也是林杨琼第一次知道，原来上
课还有这样特别的“打开方式”啊。

生长在这片黄土地的孩子有着天生的好歌
喉，嘹亮的歌声也打破了林杨琼在来之前对这
里的想象，除了干旱和贫瘠外，关桥自有它的坚
韧和乐观。她和队友们也努力地为这份乐观打
开更大的窗口——他们为孩子们征订书籍和报
纸，为学习困难的学生设置周末的学习兴趣小
组；把游戏带进课堂，让孩子们尝试分组讨论，锻
炼批判思维；把缺老师的体育课开起来，把舞蹈
融入美育课堂……也许教育无法彻底改变孩子
们的人生，但自有其温暖和力量。

每个周末，林杨琼都会去家访。在这个过
程中，她做得最多的不是交流孩子们的学习情
况，而是劝说孩子们的父母同意他们继续读书。
她清楚地记得曾经家访的一户人家，孩子的母亲
特地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但脚上穿的却是一
双破了5个洞的鞋子。而因为每个礼拜只有5
块钱生活费，这个孩子索性光脚跑去学校上课，
这样既省下交通费，也不会磨破鞋子。

这是林杨琼第一次直面如此真实的世界。
心态上的变化让她出现了工作瓶颈期，怀疑起
了自己支教的意义，而她渺小的力量又能为这
里带来什么样的改变。

转变发生在一个平平无奇的午后。林杨琼
路过了当地的张湾小学，校长知道她是来支教
的大学生，热情地打开了一本毕业册，给她介绍
学校的历史。

这不过是一本平平无奇的毕业册，照片按时
间顺序摆放，里头都是毕业生的合影，笑着的，没
笑的，有人眼睛闭了……第一页只有七八位男生，
一页页地往后翻，学生越来越多，女生比例越来越
大，最后一页里三十多位毕业生，其中有近半的女
学生。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清晰可见。

无论是当地的教育工作者、来支教的同伴，
甚至这些孩子们，他们都在坚持怀抱对未来的
信心而行动着。在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林杨
琼看到了希望生长。

林杨琼在翻看孩子们的留言册。（本报记者 张奇辉 摄）

在关桥支教讲台上的林杨琼。

林杨琼在支教时
和孩子们的合影。

小花与林杨小花与林杨
琼在厦门大琼在厦门大
学的合影学的合影。。

坚持的意义

带着西海固孩子孩子
走进“外面的世界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