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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支教背景下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模式研究及探讨

严婷　李道力 *　韦承园　戴嘉燕　陈宣屹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广西北海　536000

摘　要：为积极响应国家的号召，引导青年学生助力乡村教育事业发展，结合高校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充分发挥校外教

育实践育人、活动育人的优势，我校大学生积极组建益行服务支教队，积极投身于教育资源匮乏的农村小学支教中。本项

目致力于研究及探讨乡村支教融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运用大学生所学专业知识，结合当地教育实际，设计创新实用的

小学支教活动模式，旨在拓宽乡村小学生们知识视野，为当地教育发展注入新活力，助力乡村教育。同时促进大学生在实

践中成长，成为有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关键词：创新训练项目；小学支教；助力乡村教育

1. 项目实施的背景

近年来，我国教育事业虽取得丰硕成果，但在部分地区，

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学校面临教学资源匮乏、学生学习动力

不足、信息课程缺失以及支教活动匮乏的“四重”困境 [1]。

针对此现状，结合专业优势，我们团队积极申报大学生创新

训练项目，通过创新训练项目的支撑，积极组织策划支教活

动。2021 年伊始，我们益行服务支教队已连续四年前往农

村贫困地区开展爱心支教。实现了帮助当地小学生获得更好

的教育，对孩子们的身体和心理问题作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改

善，支教活动志愿者们心系农村教育事业，抱着为学生们谋

福利、为教育事业做贡献的想法，在支教中传授知识，关注

学生的身体及心理健康，为他们树立远大的理想，为他们的

未来点一盏长明灯。

2. 项目实施的目的

乡村支教融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是一项意义深远的

教育公益活动，大学生志愿者们深入乡村，淬炼意志品质，

激发创造能力，探索了一条促进乡村教育的模式。本次支教

目的在于为帮扶的学校孩子带来一些全新的、开拓视野的领

域，用知识的种子播撒希望，点亮孩子们的未来之光。我们

希望通过支教活动，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如今不再是

面朝土地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时代了，大山里的

孩子们需要多种多样的知识和多元化的教育，更新闭塞的想

法与成见，需要的不再是脚底的六便士，而是头顶的明月。

同时我们也在支教活动中锻炼自己，成长自己。面对各种挑

战和困难，不断学习和提高自己的能力与素质。使我们做到：

“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

3. 多元融合，支教项目的特色及亮点

为打造“支教融入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更具特色和

亮点，支教期间，我们充分利用大学学习成果，参入多元化

专业化元素，不断探索科技与教学的新模式。力求改善小学

教学条件，改变资源缺乏的现状，为孩子们打造一个更加生

动、高效的学习环境，让知识的种子在科技的滋养下，生根

发芽，茁壮成长。

3.1 支教类型多元化

支教期间，我们支教队设计了一系列多元化课程：融

入艺术元素，开启多元艺术支教；融入科技创新，践行科技

支教；增设多样体育课程，传递体育文化，推动体育支教；

募捐衣物，促进资源循环，倡导环保支教；开展实地调研与

科普活动，为当地特色产业、文化资源和生态环境发展提供

科学支持，实现走访支教，让爱与知识在偏远地区生根发芽。

3.2 支教方式创新化

支教过程中，我们支教队发挥党员带团员传帮带作用，

强化服务意识与责任感，锤炼党员组织领导和团队协作能

力。同时，融合科技成果，将大学研发的机器人、智能小车

等带到乡村的课堂，让课程妙趣横生，拓宽小学生眼界。此

外，我们推行资源复用支教，针对乡村图书资源稀缺现状，

发起募捐书籍活动，为支教学校输送宝贵教学资源，助力教

育发展，让知识的光芒照亮每一个角落，丰富教学内容，点

亮孩子们的智慧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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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支教项目特色化

我们发起全校倡议，汇聚善心爱心，为小学生们送上

丰富的阅读资源。借助互联网力量，加大宣传，直观展现支

教活动，让支教的意义深入人心 [3]。同时，我们设立乡村儿

童心灵辅导室，倾听孩子心声，为他们提供引导与减压。在

辅导作业上，我们不仅传授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方

法与自主解决问题能力，鼓励他们独立完成作业。党员带领

团员投身支教，倡导全社会关注、支持、参与教育，弘扬志

愿服务与公益事业精神，鼓励各界人士积极投身教育扶贫与

支教活动，共同为教育事业贡献力量。

4. 点亮未来，支教项目的实施行动

4.1 讲台展风采，才华耀四方

实践课程火热开启，多元化教育守护孩子成长。支教

队精心策划的系列课程拉开帷幕。从防溺水安全知识教育到

现场演示“心肺复苏”急救方法，从校园交通安全普及到口

腔保健、爱眼知识讲解，每一堂课都充满了趣味与实用。志

愿者们与孩子们亲密互动，以生动案例和浅显语言，让复杂

知识变得易于理解。在欢声笑语中，孩子们不仅收获了知识，

更学会了自我保护，支教队的用心教育赢得了师生们的广泛

赞誉。

4.2 燃科技火种，亮希望之光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为帮助

小学生加深对科技领域的了解，怀揣着对科技的无限向往，

支教队带领农村学校小学生前往金工实训楼参观。小学生亲

眼目睹了水喷射切割技术和激光切割机等尖端设备的惊人

运作，每一次操作、每一次观察，都让他们深刻感受到了科

技的魅力，也让他们更加坚定了为国家科技进步贡献力量的

决心。这次科技之旅，不仅让小朋友们亲身体验到了科技的

非凡魅力，更在他们心中种下了希望的种子。

4.3 艺术支教梦，情怀润成长

为培养学生向上向善向美，支教队引入多元化的艺术

课程，如音乐、舞蹈、绘画和舞狮等，让小学生们通过艺术

形式感受知识的魅力，激发他们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同时，

支教队还注重将非遗文化融入课程之中，通过教授非遗相关

的艺术形式，如剪纸、泥塑、刺绣等，让小学生们了解和认

识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在支教过程中，支教队采用灵活多

样的教学方法，涵盖了画画、音乐、手工等多种形式，显著

区别于传统支教。这种教学方式不仅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

氛围中学习艺术知识，还让他们在实践中锻炼了动手能力和

团队协作能力。此外，艺术支教是传统支教在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方面的重要补充和延伸。它不仅关注学生们的学业成

绩，还更注重他们的文化素养、审美能力和创新精神的培养。

通过艺术支教，小学生们得以全面发展，成为具有综合素质

和创新能力的新时代少年。

4.4 强身健体魄，支教筑家园

为培养小学生运动的兴趣爱好，在支教运动会现场，

一场童趣与活力碰撞的盛宴就此展开，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此

起彼伏。运动员们满脸朝气、蓄势待发，开展三人四足、拔

河比赛、跳绳接力等活动，这些活动不仅锻炼了他们的身体

素质，还培养了他们的团队协作能力，收获了满满的快乐与

成长，也为孩子们打开了一扇通向更广阔世界的窗户，意义

非凡。

5. 项目实施收获与成效

5.1 应召助力

为响应国家“缩小城乡教育差距，促进教育公平”的

国家乡村支教政策，我们团队投身小学支教活动并且取得了

重大成效，在学业成绩方面，通过多学科、多知识的传授，

学生的整体成绩有了明显提高。在兴趣培养方面，体育、音

乐、科学等课程的增设极大地激发了孩子们的艺术潜能，增

强了他们的学习兴趣。此外，教学方式的创新，科教结合、

艺教结合的方法，使得课堂参与度显著提升，课堂氛围更加

活跃。同时支教队的教学能力得到精研与提升，团队协作更

加磨合深化，为社会培养了一支可靠稳定的支教团队。

5.2 长效发展 

支教队通过对小学的长期帮扶、定点帮扶、助学助力，

解决了小学资源少、教师缺的难题。同时通过抖音短视频、

公众号定时推送等方法对支教项目进行宣传，让更多人了解

到乡村教育的现状，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获得了更多来

自社会援助的教学资源和物资援助，不仅如此，越来越多的

志愿者团队加入到小学的支教洪流中来，为小学的发展带来

源源不断的活力，做到支教的长效发展。

5.3 共破难题

本支教团队通过对小学进行支教，不仅直接缓解了乡村

师资力量缺乏的问题，还带来了系统且新颖的教学方法。通

过师徒结对帮扶的方法，让支教教师与本地教师结成对子，

通过示范课，教学研讨等方式，传授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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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小学的教学增添新的活力，填补了教学方式老旧，缺乏新

颖的空白。支教队还带来了丰富的图书和体育器材，有效改

善了学校的资源状况，缩小了城乡地区间教育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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