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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动态 

校学联“三下乡”用支教 放飞留守孩子心中梦 

“同学们，我们开始上课了，来拿出你们手中的毛笔，我们一起来写字。” 

7月 13 至 17日，走进湘潭县白石镇齐白石中学，身着红色志愿者服装的大

学生们，正在教一群孩子学习知识，分享学习经验。这群志愿者们就是来自湖南

工程学院校学联 “留爱相伴·守梦相助”关爱留守儿童实践服务团的志愿者们，

他们陪伴那群父母不在身边的孩子们，为他们带去了无穷的快乐与幸福。 

传统文化，让孩子们很有兴 

“毛笔记录下了华夏文明，写字又如做人，得坐的端正，写的认真，那么我

们先从‘人’字开始学，好不好……”课堂上，书法老师正在为小朋友讲解书法

的奥妙，小朋友们则全神贯注用心的写下一撇一捺，接受着传统文化的教育。  

据该团团长张星媛介绍，今年校学联“三下乡”社会实践团共有 19 名大学

生志愿者，他们用传统文化的魅力结合齐白石故里特色，开展一段具有古色古香

的传统文化教育，让他们在收获知识的同时，学习到在农村课堂难以接触的东西。 

用心支教，让孩子们很投入 

“小朋友们，唱歌是要带着感情的哦，你们听，老师刚刚教你们的方法唱出

的歌声是不是更好听。”农村地区音乐教学普遍缺乏专业度，指导老师涂璐发挥

自身特长，为孩子们普及音乐知识，他们学会了用心去感受音乐，用情去传达歌

声。“同学们，临池学书的故事你们听过吗？”语文课堂上，语文老师刚刚交完

一个成语，一首诗，就娓娓动听的讲起典故，时不时的还教大家识生字，辩语法，

温习知识，小朋友们个个竖着耳朵，被这样一个饶有趣味的教学方式所吸引着，

让他们感受到了文化知识的独特魅力。 

一改以往上课风格，用兴趣爱好吸引，拿传统文化感染是这次“三下乡”支

教活动的一大创新，志愿者们通过充分的备课，努力让每天的课堂变得更加新鲜，

更加活跃。由最初对接13位儿童增加到近40位，活动最后一天还有不少新同学，

赶往齐白石中学，感受不一样的学习历程。 



结对相伴，让孩子们很快乐 

“哥哥姐姐，我还想和你们多待会儿，你们可以送我回家么？”快放学，结

对的留守儿童拉着志愿者的手，不舍放开，而每天送孩子回家正是每位志愿者既

定的重要任务。尽管有些同学有近 3公里，但是这一路有说有笑，却也让孩子感

受到了陪伴，让志愿者收获了感情。 

正如一位志愿者在自己的心得中写道，从他们渴望陪伴，渴望成长的眼神中，

让我们明白了我已经不再是一位“老师”，更像是一位“亲人”，他们已经忘记了

孤单，懂得了温暖。正是这种无时无刻的结对陪伴，让这群留守孩子，不再寂寥，

不再迷茫。 

涂老师向笔者介绍：“今年校学联‘三下乡’的主题是‘留爱相伴·守梦相

助’，核心是‘传统文化’，如果你细心观察会发现第一个字组成了‘留守’，而

在这几天的支教陪伴，有效填补了这群孩子缺失的父母爱的相伴，守住了他们内

心纯真且美好的梦想。”  

 

孩子们认真听课                      涂老师教小朋友音乐知识         

 

        志愿者手把手教孩子写字                     志愿者教古诗词 



 

   送孩子回家                      举办画展展示留守儿童梦想  

（校团委 卢日伟 谢稳桩） 

 

外国语学院“新教育，心希望”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在兴隆镇启动 

7月 17 日上午 8时，湖南工程学院外国语学院“三下乡”实践团队在新晃

侗族自治县兴隆镇党委书记钟远华书记及湖南工程学院驻村扶贫工作队刘红泉

教授的带领下准时到达新晃侗族自治县兴隆镇明德小学，与该校校长杨长炳、主

管教学工作副校长杨慧君、教务主任、英语教学组组长及英语老师见面，以全镇

学生为对象展开英语教育专项调研会议。 

会议开始之时，明德小学校长杨长炳对实践团队表示欢迎，外国语学院团总

支书记张琼燕老师发言，介绍外国语学院“新教育，心希望”主题帮扶活动计划

的内容、时间及活动意义。紧接着杨校长介绍了该小学的基本情况，学生共有

1700 多名，来自全镇 21 个村，其中包含 205 名幼儿园学生，生源复杂、学生基

础不一是导致教学受阻的重要原因，另外，学费紧张、公费较少、学生基础有限、

学习氛围不浓、英语教学师资老化等原因加剧英语教学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

外国语学院实践团向该校领导表达长期帮扶的愿望与决心，志愿把“新教育，心

希望”的帮扶精神践行到底。  

会后，实践团支教组与教学经验丰富的英语老师进行详细经验交流，老师详

述不同年级的学生英语学习情况并提供一定的建议，为更好地提高教学质量通力

合作研讨出一系列扶助方案。 

工作交接完成后，外国语学院“三下乡”社会实践团队在兴隆镇为期六天的



教育帮扶与基层调研工作正式展开。 

 

     外国语学院“三下乡”团队合影            实践团对英语教学进行交流了解 

（外国语学院 罗斯 蔺静  摄影：蔺静） 

 

电气信息学院：志愿者携手社区共创卫 

7月 17 日，湖南工程学院电气信息学院“提倡绿色环保，共建美丽莲城”

暑期社会实践团队来到雨湖区云塘街万新社区开展社区文明创建活动。2015 年

湘潭市荣获“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称号，本次活动旨在响应市创卫办全面推

进创卫工作的号召，为进一步美化城市环境贡献出一份大学生自己的力量。 

团队于上午 9时到达万新社区，在雨湖区云塘街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的协调

下，团队成员分为三组，各司其职，分工合作，争做脏活、累活，街区、楼道各

个卫生死角都不放过，包括最难清除的顽固牛皮癣小广告，也彻底“消灭”干净。

在志愿者们的带动下，不少社区居民也自发参与到清扫活动中来。 

 

志愿者清扫社区街道、清除牛皮癣小广告 



从象牙塔走入社会，亲身体验了创卫工作，志愿者们充分了解创卫工作现状，

实现了知识和劳动的对接，融入了社区，为以后步入社会打下了坚实基础；对社

区而言，既解决了创卫中人手不足的难题，又丰富了宣传创卫的形式，让更多的

居民投身创卫活动。                             

（电气信息学院 刘珈汝） 

 

理学院三下乡实践团队参观调研湘潭市福利院 

7月 17 日上午 8点 30，在学办主任张利芝、团总支书记吴晓力的带领下，

湖南工程学院理学院“以爱助力，为梦想启航”暑期三下乡实践团队,抵达湘潭

市社会福利院开展调研活动，福利院对外联络科科长黎静热情的向各位介绍了福

利院的基本情况。 

 

   一位双腿残疾人士正在制作串珠工艺品     实践团成员和残障人士认真制作工艺品 

考虑到各方面因素，生活区非工作人员不可进入，所以实践团队本次主要针

对学习区了解孩子的学习环境。志愿者跟随黎静先后参观了婴幼儿活动室、学前

教室和手工教室。大家被福利院孩子制作的漂亮手工作品所吸引，并当场向他们

请教制作。调研组向黎静采访福利院目前的困境以及福利院需求的志愿者类型，

据黎静介绍，福利院现收留六十名多残障儿童，大部分为脑瘫患儿，能顺利与人

交流的只有十多名孩子。她表示残障儿童比一般人更看重自尊心，对外界的反应

尤为敏感。福利院给他们提供了学习手工的平台，如果社会可以提供手工作品展

示和义卖窗口就更好了。实践团指导老师张利芝表示理学院愿意为福利院做长期

服务与实践。                                              （理学院） 

 



大师故里 旅游白石 
——校学联“三下乡“实践团开展传统文化旅游调研 

自 7月 13 日以来，湖南工程学院“留爱相伴、守梦相助”暑期“三下乡”

社会实践团到达白石镇后按照计划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着，同时，实践团的志愿者们对白石老人故里的旅游事业的发展情况进行相应了

的调查研究。 

通过采访调研了解到白石镇旅游业的发展存有天然的地理优势，107 国道横

穿白石镇，交通十分便利，同时景区开发与全区其它旅游资源开发的关联性和互

补性强，民俗风情与自然风光、人文资源发展具有互补性优势。又有历史文化名

人和省文艺村为依托，资源内涵丰富；独特珍贵旅游资源居多，如齐白石、尹氏

宗祠等。 

白石镇副镇长谢文光介绍，自 2001 年对外开放以来，许多人怀着对大师人

格魅力的敬仰、对白石文化艺术底蕴的探求前来参观学习，故居已成为湘潭县文

化旅游形象的重要窗口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宣传阵地。但是，齐白石故居文化建设

存在整体存在竞争力不强、吸引力不够、影响面不大等问题。 

我校实践团调研组组长胡鑫洪表示，湖南工程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团成员愿

意协助当地政府加大宣传力度，不定期的安排我校艺术生前来白石老人故居写生

传播白石老人的文化，打响白石品牌，促进白石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当地经

济的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让更多的年轻人在家乡工作，减少当地留守儿

童的数量。 

 

志愿者们徒步前往齐白石故居调研当地旅游发展                 志愿者们正在采访谢镇长 

（校学联 程烟兰） 



★实践心得 

懂得珍惜 

小到大，上学的路程从没有超过 20 分钟，但是在白石镇中学，我对接的一

对双胞胎是留守儿童，她们上学就要走 1 个小时的路程。山路多路面也不平整，

有时为了抄近路还会从陡峭的山坡上跑下来，看的人心惊胆战。在我们四名志愿

者的护送下，一路上有说有笑倒也不是很辛苦。一路走来，这对双胞胎一直很有

活力的说说笑笑，教我们方言，学我们说话，问到他们每天这么辛苦的走路烦不

烦的时候，两个人都不假思索的说每天走路都觉得很有意思，不孤单就不烦。看

到他们和周围邻里相处特别融洽，也令我好生羡慕。虽然她们家里看起来很拮据，

只有爷爷奶奶在家照顾他们，简单劳作。 

但是在我们访问爷爷的时候，还是能看出来老人家脸上自豪又骄傲的笑容，

从不问家里要一分零用钱，墙上满满的的各类奖状，很懂事的要为我们倒茶。 

再看到他们脸上的笑容，我心里却是涩涩的。才上初中的小女孩，却要背负

起这么成熟的担子，压抑住自己的欲望，特别理智懂事的处事说话。再想想我自

己，就算是大学生，有时候还会很任性很自私，能够经常和父母团聚使得我并没

有过多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时光。因为有比较不错的生活环境，就忘记了这些食物、

用品背后的辛劳和汗水。我还要学习的有太多太多，我教给他们的只是一点点课

本知识，他们教会我的，却是为人子女做人说话的本事。我爱她们，也很心疼她

们，我愿意相信这么善良的女孩，一定有干净明亮的未来。 

（校学联支教组   刘斐然） 

 

在实践中体验感恩 

    三下乡活动第二天，今天早上我们来到工农完小，因为今天有邓老师的亲子

教育讲座。我们调研组早上主要负责，讲座的宣传和向周边家长发出邀请。 

九点一刻讲座开始了，我们早上邀请的家长大部分都来了。心里猜想这将是

一个怎样的讲座？首先邓老师给众位家长讲了亲子教育的重要性，并做了两个小

游戏。在这场讲座中我感触最深是，在在上海捡垃圾的一对夫妇扶养自己的两个



孩子上了大学，而两个孩子却两年没有回到这个把他们养大并供他们上了大学的

家。心里很不舒服，想到已经一周多没有给爸妈打电话了。于是拿起手机，拨通

了家里的电话妈妈结了电话，妈妈第一句就问吃饭了没有，妈妈没有说她怎么了，

第一句仍然关心我这个已经二十多岁，肯定知道自己吃喝的儿子，父母是伟大的，

无论何时，他们总是最先关心是自己的孩子。无论，他们自己如何。就这样早上

的活动在感恩和感动中过去了。 

下午，我们带着帮扶的孩子去和他们一起去家里打扫卫生。当我们到达他们

家里时，孩子的妈妈已经在家里等候我们，经过简短的交流。我们开始和孩子一

起打扫卫生，孩子的妈妈很是感动。并对我们表示感谢，其实我们要感谢他们的，

是的，我们小的时候，没有人来指导我们，现在，我们有一个机会去教育别人让

他们的童年多些感恩，是我们要感谢他们的。 

谈到这里，我越来越相信我们的课题，我希望通过我们的活动真正的去改变

一些孩子和家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相信我们身边的问题会被我们坚持不懈

一点一点改变，我们也会更加的努力，不辜负自己。 

 （理学院  马强） 

 

三下乡心得 

终于出太阳啦，山里的空气总是让人清新到振奋。我们兴奋地带着调查目标

直奔小镇中心。 

一辆辆载满渣土的大卡车呼啸而过，村民担着满满的蔬果匆匆地赶往镇中心，

扬尘在阳光下一次次升腾……第一位是一位卖胡椒的大姐，她的狐疑表情终于在

我这个“娄底话同声翻译中”舒展开来，得知大姐家并没有电脑，而且对上网也

表示不太懂，但是她特别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花过多的时间在网络上，我想大姐只

以娱乐来片面的归结了电脑的功能，大姐姐笑笑，就接着赶路了，扬尘里又夹杂

着花椒的香味了，久久没有散去。 

大家一边赶路，一边商量着待会的问题，也估计这村民对我们的贸然来访会

有什么反应，预先做好先关准备。琳琅满目的招牌开始映入我们眼帘，一把把大



大的遮阳伞 盛开在崎岖的泥土马路上，商贩们好奇地看着我们，我也不由得感

叹道真是新农村新气象，一片其乐融融的氛围。顺势去了一家彩票店，老板看到

我们来了，就放下了手头玩着的“斗地主”，颇有兴趣地回答这我们的访问，他

主要是用电脑来进行网购，特别是烟这一类的，其余就是娱乐居多了，唯一让他

不满的就是网费的收费颇高，网速偶尔也跟不上，大概这里是乡下的缘故吧。我

们有陆续访问了好几家，太阳不减一点泼辣气势，大家加紧了步速，走向了街的

另一头，遇到了几位聊天的大叔，好激动啊，终于听到了让我振奋的回答，大叔

说，他喜欢用电脑看新闻，买书，教孙女学习。他眼里满是欣喜地分享着他愉快

地互联网之旅，还教导我们，年轻人呀就该多长点见识，走出去，了解跟多的事

物。小伙伴们大多是外地的，我急忙把大叔的教导说给他家听，大家都点着头，

为大叔的气质所折服。 

看着伙伴的记录稿纸上满满的记录，大家提议从乡间小路折回学校。绿油油

的稻田里交错着水渠，水渠里倒影着我们志愿者的笑脸。风吹过，麦浪舞，欢笑

起。 

                                （计算机与通信学院 陈倩辉） 

 

 

收获 

又是一天的结束，虽然今天我只有半天时间和小朋友待在一起，但是我却发

现了一道美丽的风景，那就是孩子们的欢笑和快乐。我们改变了一种形式，那就

是在欢笑中学习，我发现孩子们太需要欢笑了，孩子们的感情很真很纯，但是却

无法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向我们去表达他们的善意和对我们的感谢，这时欢笑变成

了他们最好的表达也成了我们之间交心的最好桥梁，因为欢笑所以我们短时间内

融入，彼此能加深理解和信任，并且这种信任和感情与日俱增。 

今天学习时我们改变了一种形式，我们是相互学习交流的朋友，改变以往学

习中严肃的风格，而是在欢笑中去学习去交心，在教他们方法和知识的同时，我

们也慢慢的去重拾起小时候那份纯真。在以后的几天里，我将会身先力行的去实

践这种方法，用欢笑的方法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不仅是师生关系，更是无话不谈的

好朋友，我希望我和孩子们能够忘掉年龄的差距，他们能够将心中的问题和困扰



跟我分享，我想到那时我应该收获到了一种成功和对本次活动一种深处的体验。 

                        （应用技术学院  冯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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