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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以致用，知行并进，利用大学生所学特长与支教活动相
结合，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携手关爱留守儿童，从留守儿童身心
出发，开发新模式、新方法、新手段，创造性地去更好地助
力留守儿童健康成长。

自2015 年起，武汉工程大学成立了一支以助力乡村振兴为
目标的德艺创行团队。经过6 年的爱心实践，团队培养出一届
又一届优秀的志愿者，并不断成长为一个有组织有规模的队伍。
团队以“德艺”、“创行”为宗旨，运用自己的专业特长，
持续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中，并与当地政府紧密合作以设计
助力乡村振兴，在不断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双
向教育之路。

1　大学生实践学习与留守儿童教育相结合的必要性
1.1留守儿童现状堪忧
留守儿童情感比非留守儿童更为敏感、矛盾，大多数孩子

有着严重的“亲情饥渴”。同时，留守儿童由于缺乏经常的疏
导或采取不当的发泄方式因而出现了很多问题，例如压抑、自
卑的心理，不良的行为习惯与风气等等。另外，留守儿童的学
习状况不容乐观，由于监护人大多是爷爷、奶奶等，且他们接
受的教育较少，精力有限，认知有限，对于孩子的关注主要在
吃饱穿暖，而对于学习则疏于关心，对孩子的学习情况从不过问
的监护人占绝大多数。

1.2大学生支教现状不容乐观
绝大多数大学生都是利用寒暑假时间参加短期支教，每年支

教的志愿者不同，支教方式和理念也存在差异，且大部分志愿者并
非师范专业出身，又没有经过系统的培训，因此在教学过程中面临
巨大的挑战。短期支教过后，志愿者缺乏对留守儿童长期关注，使
得支教行为变成了“一次性服务”，支教后人走茶凉的局面反过来
会给孩子心理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不利于支教的可持续发展。

其次，高校缺乏对支教团队展开有针对性的培训，没有制
定科学统一的选拔制度，以至于大学生支教存在思考和准备不充
分，缺少对支教地的实际需求和教育资源现状的深入了解，难以
给留守儿童带去切实有效的帮扶。甚至部分大学生把假期支教作
为一场乡村游学，缺乏对支教的严肃性严谨性的认知[1]。

2 　“学以致用，知行并进”的深层涵义
（1）通过深入留守儿童心理的研究，多角度地去认知留守

儿童，提升家长的意识，增强与留守儿童长期交流的桥梁，加强
大学生志愿者与留守儿童及其家庭之间的黏性，打造一个持久的
支教组织，影响、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关爱留守儿童活动中来。

（2）活动中融合大学生的专业知识，可以让孩子对大学专业
有初步了解，对未来和理想有一个具体的憧憬，加强他们对不同
专业兴趣的挖掘。

（3）对于大学生志愿者而言，不仅可以在实践中检验自己的
专业知识，也可以加强大学生对专业应用多角度多方位的挖掘。

（4）大学生参与到乡村振兴的进程中去，在实践中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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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了当代大学生的价值与学习目标，同时也为地方输送了智力
支持[2 ]。

3　大学生实践学习与留守儿童教育相结合的项目实践
3.1以阵地模式推进志愿服务常态化运行
武汉工程大学德艺创行团队开放的活动组织形式为大学生志

愿者搭建了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平台。从2015年到2021年，武
汉工程大学德艺创行团队通过有组织的规范管理和资金及后勤保
障，明确乡村、明确关注对象，长期而稳定。在当前政府无法完
全满足农村留守儿童需求的情况下，这种模式有针对性、持久性
的对留守儿童的关爱和服务，切实帮助解决了部分农民的实际需
求，提升了当地政府满意度，从而有利于社会和谐稳定。

3.2系统的支教课程培训
团队指导老师在培训大学生对留守儿童的教学和相处上有深

入的研究，在传授支教知识和方法的同时，更注重学生的人文教
育，要求同学们从自身专长出发，锻炼自己的基础知识和多方面
的实践素养。将大学生参与关爱留守儿童社会实践活动，作为课
堂教学的重要延伸和巩固理论教学成果的重要环节，意在促使学
生们能从留守儿童心理健康和专业传授的视角对周围的社会现象
予以关注。对参与支教志愿者进行系统培训:(1)案例式教学，鼓
励大家在支教实践中探索艺术策略，总结研究方法，为专业学习
与支教教学提供帮助与启发。(2)提前获取当地信息，以《用户研
究》的调研方法实地调查了解留守儿童分布情况，深入农户家中
进行活动介绍与关于孩子状况的深入沟通。(3)关注留守儿童心理
健康，贯彻学校、家庭、社会多个方面，努力达到支教持久性[3]。

4　总结
“学以致用，知行并进”，是高校人才培养的重要模式，

支教活动不仅有利于长期关注于留守儿童的身心健康和教育，而
且也能够让大学生在在实践中检验发展自己的专业水平，提高思
想境界，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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