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南京大学“小陈
老师”被央视点赞，他的事
迹引发网友广泛关注，网友
评价他“大写的优秀”“心
中有梦，眼里有光”。“小
陈老师”是谁？他是南大政
府管理学院 2022 级硕士研
究生。2021 年 7 月，本科
毕业的陈腾飞作为学校研究生支教团的总
队长赴云南楚雄州双柏县第一中学支教。
一年里，“小陈老师”不仅将接手的班级
带成了年级排名第一，还同其他支教老师
一起指导孩子们斩获 2021 世界机器人大
赛总决赛一等奖。

和学生深度交流，将“后进”班级带
成了年级第一

当地师资力量短缺，来支教的老师每
人都是身兼数职，陈腾飞也不例外。他不
仅要教 4 个班的思想政治，还兼任其中 1
个班的班主任。孩子们学习动力不足、上课
吃东西、交头接耳、下课不能及时完成并上
交作业是支教初期陈腾飞面临的最大挑战。

为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陈腾飞想了
很多办法，耐心与学生沟通交流，时间最
长的一次，他给一个孩子做了三个半小时
的思想工作。“那个孩子几乎每天都会违

反纪律，我就让他每周写一份思想汇报给
我，我看完之后会认真地写上点评并予以
鼓励。慢慢地，他开始期待我每一次对他
的评语，各方面都有了进步。半年之后，
他还积极报名参加了学校的晚会，一人分
饰两角色表演了话剧。”陈腾飞说，看到
孩子们身上发生的改变，他有一种“被需
要的感觉”。

为了更好地促进孩子们的成长，陈腾
飞和支教团成员一起组织了家访活动。孩
子们住得都很远，每去一家都至少要花一
天时间，家访只能在周末和节假日进行。
“我们挑选最需要进行家访的家庭，如果
孩子比较有灵气、可塑性较强，就给家里
吃一颗定心丸，让他们继续支持孩子读书；
如果孩子在学习和纪律上比较落后，我们
就去到家里了解具体原因。没有走访到的
家庭，我们会通过手机和孩子的父母保持

密切联系。”这些努力，也逐渐
反映到了成绩上，陈腾飞将原来
排名倒数的班级带成了连续 7 次
考试年级同层次排名第一。

抵达首日就开始培训，带领
山区孩子斩获国际赛事一等奖

除日常支教外，陈腾飞和
支教团成员还带领山区孩子们参
加世界机器人大赛。这群大山里
的孩子，凭着不服输的韧劲，在
陈腾飞和支教团的带领下斩获
2021 世界机器人大赛总决赛智

能车挑战赛项一等奖，并以赛项第三名的
好成绩荣获大赛季军称号，创造了云南省
在该赛事赛项中的历史最好成绩。

“在我们来之前，上一届来支教的学
长学姐们已经带领孩子们完成了前期的报
名工作。”陈腾飞说，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本科专业是社会保障的他在出发前还花了
大量时间复习了一些基础的物理知识，“抵
达云南的第一天，我们就带着 6 个参加比
赛的孩子展开了艰苦的培训。”

作为支教团总队长，陈腾飞在备赛中
主要负责校内比赛的组织、训练日程的安
排等统筹规划的工作，技术指导则主要由
支教团内的一位来自大气科学学院的同学
负责。世界机器人大赛的报名名额有限，
为了发掘 6 名孩子中的好苗子，在参加世
界级比赛之前，他们先带领孩子们参加了
全国机器人大赛。他们把 6 个孩子分成 3
组参加比赛，其中两组获得了三等奖。在
他们上报参赛人员之前，陈腾飞收到了一
封长信。“是没有获奖的那组学生写的，
他对比赛结果不太服气，所以在信里面做
了非常详细的技术分析，也清晰地表达了
自己的参赛思路。”陈腾飞和团队讨论之
后，决定组织开展一场队内赛考查孩子们
的能力。这一组孩子的成绩接近满分，而
也就是这一组孩子，最终在世界机器人大
赛总决赛中获得了一等奖。

“我很欣慰备赛的过程激发了孩子们
的竞争意识，让他们懂得反思懂得竞争，

这比比赛本身更为重要。”
除此之外，陈腾飞还和支教
团成员一起为学生们打造
科普课堂，牵头建成双柏县
第一家科技馆等，“我希望
能有更多为孩子们提供帮
助的途径，不仅为孩子们打
开一扇窗，更想为外面打开

一扇窗，让大家看到窗子里的孩子。”
支教地成为第二故乡，未来想投身西

部建设
陈腾飞出生于山东省济宁市，小时候

在乡村上学的时光埋下了他投身基层的种
子。“我记得六年级的时候，我和爷爷一
起看电影《焦裕禄》，他带领老百姓一起
治理盐碱地的故事一直让我印象深刻。”
本科期间，他每年都积极参加南大的各类社
会实践活动，参与脱贫攻坚战的危房改造
方案设计、为留守儿童开办希望小课堂，下
乡成了陈腾飞的假期里最为平常的一件事。

支教团临走时，双柏县为每一位老师
颁发了“荣誉市民”证书。陈腾飞表示，
这个奖对他来说很特别，“这不只是一个
荣誉，它是当地对我们的认可，双柏县真
正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支教回来后，
在两位爱心人士的赞助下，他还陪同 20 位
双柏县的中学生来南京进行了为期一周的游
学，带孩子们领略大学风景，走访历史古迹。

在陈腾飞眼中，支教的一年很辛苦，
但这也是他人生中最快乐的一年。“我们
就像一个创业团队，有很多想法，想为当
地做很多事。”如今，陈腾飞已重返校园，
继续学习社会保障领域的相关知识，跟随
导师一起做乡村振兴和教育救助的学术研
究。“未来，我想报考选调生，去西部的基层，
实现从小在广阔天地有所作为的梦想。”

（本文转自《南京日报》2022 年 11
月 2 日第 8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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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完善的资助体系为学子铺平求学之路

“绿色通道”助青年加速成长
中国青年报记者   李雅娟

2000 年出生的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
团成员潘雨欣，与专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开设的“绿色通道”制度同龄。她的求学
之路，一直受益于这条“绿色通道”。

“贫穷”在这个农村女孩的成长中留
下过深刻的印记。曾是留守儿童的她从小
跟着爷爷奶奶在当时的国家级贫困县——
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的一个村庄生活，
在景宁县城卖菜的父母每月回村看她一次。

2006 年，潘雨欣上小学。这所普通
村小只有几十个学生，两栋二层小楼是全
部校舍，其中一栋还是危房。而她的求学
之路，伴随的是不断完善的学生资助政策
体系。这一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义务教育法》首次明确“实施义务教育，
不收学费、杂费”。

2012 年，潘雨欣到县城读初中。也
就是从这一年开始，这条“绿色通道”不
断“扩容”，来自国家、学校、社会的各
方力量，为像潘雨欣一样的家庭经济困难
学生打造一条越来越宽的大道——这 10
年，国家建立实施学前教育资助制度，免
除普通高中建档立卡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学杂费，新设立中职国家奖学金、研究生
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学业奖学金，
启动高校新生入学资助项目，出台高校学
生应征入伍服兵役国家资助办法、直招士
官国家资助政策等，填补了资助领域的多
项空白；这 10 年，国家陆续对各学段 17
项国家学生资助政策进行 26 次调整和完
善，确保资助政策和资金投入向中西部地
区倾斜、向欠发达地区倾斜、向民族地区
倾斜、向特殊困难群体倾斜。

据统计，10 年来，全国累计资助学
生近 13 亿人次，年资助人次从 2012 年的

近 1.2 亿，增加到 2021 年的 1.5 亿，年资
助金额 2600 多亿元。

尽管如此，在县城读初中时，这个开
朗的女孩还是遭遇了人生的第一次低谷。

那时，潘雨欣才知道，原来跑步要穿
专门的运动鞋。有的同学还会讲究衣服、
鞋子的品牌。

读小学时，她独自坐大巴车来县城找
父母，还会和他们一起守着菜摊，吆喝着
卖菜。但她大了，不好意思再吆喝卖菜，
也曾为父母租住的那间狭小的地下室感到
自卑。

她以全县前 30 名的成绩升入县城初
中，但第一学期期末考试成绩出来后，潘
雨欣走在县城里，一路走，一路哭。她考
了全县 100 多名，在班里排名倒数。班主
任惊讶的样子，她到现在还记着。

潘雨欣想起班里有几个家庭情况和她
差不多的同学，人家的成绩全都比她好。
从此，潘雨欣受到了激励，开始埋头学习。

初中升高中，她以全校前 20 名的成
绩获得 1.5 万元奖学金。

2018 年，机会之门再次向高三考生潘
雨欣敞开。她听说了高校专项计划，多所
重点高校定向招收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

潘雨欣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从一个
国家级贫困县的小村庄走到县城，又走到
全国著名高等学府南京大学。

学费、生活费的压力和考入南大的喜
悦相伴出现。好在随录取通知书一起寄来
的，还有一张供贫困学生填写的申请表。
潘雨欣填好表、拍照发到辅导员邮箱，等
到开学时，“绿色通道”将为她打开——
她可以缓交学费、申请助学金、申请勤工
助学岗位、领取生活用品。

这条“绿色通道”为许多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铺平了通往大学之路。潘雨欣趁暑
假打了两个月工，攒下 8000 元，给自己
买了台电脑，还剩下些钱。父母又找亲戚
凑了凑，足以用来交学费。说到这儿，潘
雨欣笑了笑：“既然钱还够，我们就不占
用国家资源了。”

然而，一入学的惊喜让潘雨欣喜出
望外——她申请到国家助学金等 3 笔助学
金，共计 1 万元。她还申请了勤工助学岗
位，每月有 880 元的酬金。

在她考入大学的 2018 年，设立 30 多
年的勤工助学制度又有新变化：酬金标准
由每小时不低于 8 元提高至不低于 12 元。
南京大学的酬金标准更高，每小时 22 元。

不过，失落感又一次追随幸运而来。
参加一个学生组织的面试失败后，这名大
一新生走在大学校园里，充满了挫败感。
她知道自己的高考分数不如其他同学，“感
觉自己综合素质差很多，脑子也没别的同
学灵活”。

因为太过自卑，大一那年，她一个社
团都没参加。但收获了这么多的潘雨欣又
迫切地希望回馈社会。整个大一，她“疯
狂地做志愿服务”，几乎每个周末都不缺席。

在南京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刚留校
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马思其，见到了这个
衣着朴素的新学生助理。那时潘雨欣刚拥
有自己的电脑，还不太会操作办公软件，
马思其耐心地从头教她。学校举办大型活

动，她也带着潘雨欣一起参加、学习。
马思其鼓励她参加一个社团，多结交

些新朋友。潘雨欣打算锻炼身体，就加入
了龙舟队。

每周 3 次的龙舟训练让潘雨欣忙碌起
来，这名新晋鼓手负责每分钟敲 45 下大
鼓。潘雨欣坐在船头，队员们绕湖慢划热
身时，她便和队友聊天，一起大笑。

从此以后，潘雨欣的大学生活开始展
现出丰富的层次，她的付出也渐渐迎来收
获。潘雨欣算了一下，大学 4 年，她一共
得到 6 万元奖助学金和各类补助。

今年夏天，潘雨欣从南京大学法学院
本科毕业。作为南京大学研究生支教团成
员，她来到贵州省安顺市平坝区一所乡镇
中学支教，成为初一年级的数学教师。她
班里的孩子胆怯、内向，也没有太多理想
和目标。但大家莫名信任她，愿意和她分
享自己的秘密，倾吐藏在心里的苦恼，好
奇地打听大学生活。

看到坐在这所乡镇中学教室里的学生，
潘雨欣仿佛看到 10 年前的自己。眼下，她
的任务是鼓励班里的学生好好学习，激发孩
子们的学习兴趣。潘雨欣希望，“用自己的
亲身经历为山区的孩子增加一种可能”。

最近，班主任收集了需要资助的学生
信息。曾经为她铺就的那条“绿色通道”，
又将迎来更多需要帮助的学子。

（本文转自《中国青年报》2022 年
11 月 2 日第 1 版）

南大“小陈老师”支教事迹被央视点赞

他带一群山里娃拿下国际大赛一等奖
南京日报记者   何洁   沈露莹

潘雨欣在乡镇中学进行支教活动

陈腾飞指导学生们拼装蜘蛛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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