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大学生支教总结 大学生暑期支教
活动总结(大全5篇)

总结的内容必须要完全忠于自身的客观实践，其材料必须以
客观事实为依据，不允许东拼西凑，要真实、客观地分析情
况、总结经验。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难写？下面是我给
大家整理的总结范文，欢迎大家阅读分享借鉴，希望对大家
能够有所帮助。

大学生支教总结篇一

这是一个有着太多故事的过程，我用我笨拙的笔不能描述不
出全部这些故事，只好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我们的实践：转
变、反复、准备、走访、倾听（心疼）、忙碌、感动。或许
这几个词并不足以完全把我们这次实践的轮廓勾勒出来，或
许仍然存在某些遗漏，但这些词已足矣表达出我们的感受。

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我们最初的想法时，虽不会因为当
时那个想法的幼稚与不成熟而嗤之以鼻，却也绝对会会心一
笑。

最初的最初，我们的确怀着一种自以为很崇高的心理、很英
雄主义的心理立了项——到中国一个最贫困的山区去支教。
那个时候，我们的确一心向往着徐本禹式的支教经历，虽然
我们不可能像他那样在一个山区支教多年，我们仅仅只是一
两周的时间，我们一心只认为只有那种环境下的支教才是最
有意义的。

但是随着实践各方面工作的开展——尤其是备课阶段的展开
以及最后实实在在的支教经历，让我们的想法不断地发生着
转变。

我不得不承认，在最初的想法里，我们太自以为是，只是过



分的关注怎样怎样的活动、怎样的环境、怎样的经历对于我
们才是最有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单方面地考虑自身，
而忽略了我们的活动对于承受方的意义、对于社会的意义。

渐渐地，我才明白，实践的作用，并非是期待我们通过某一
次或者某几次的实践而实现多大的社会价值，而是让我们能
够走出大学这座象牙塔的庇护，去接触社会，认识社会，也
是了解自己。

而在这个过程中，尽可能的锻炼自己，尽可能的提升整个实
践活动的社会价值。

而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也并非取决于我们选择的实践环境、
实践地点和实践人群，而是取决于我们的活动，取决于我们
在这次实践中付出了什么，给对方带去了什么；取决于我们
收获了什么，而对方又收获了什么；取决于我们的活动是否
能让社会上更多人和群体关注我们的实践的对象，而不是关
注我们。

任何活动的意义都不是在实施之前通过制定目标或者计划臆
断推测出来的，都是在真正践行的过程中看到的、感受到的。

这其实是一个很让人恼火和垂头丧气的过程。

四月份立项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确定了我么实践地点为贵州
省毕节市**小学，然而同对方联系接洽的过程总是让人“出
乎意料”。

本以为是应该是一件很顺利很简单的事情，只不过给当地校
长或者政府打一个电话说明情况征得他们的同意就可以了，
没想到是那样的繁琐。

当我尝试着和**小学的校长联系时，他告诉我大学生支教属
于教育类公益活动需要和镇的团委和教育部门联系，让他们



同意审批，当地收到上面的通告以后才能和我们商量具体事
宜。

而当我联系到镇的团委和教育局时，两个单位有事不约而同
地把我再往上面踢——让我和毕节市的团委和教育部门沟通。

总之，从开始联系**小学的校长一直到最终拿到毕节市团委
和教育局审批通过的消息一共用了几乎半个月的时间。

然而当我们在期末考试结束后再次同**小学的校长联系时，
虽然这时我们已经拿到了从毕节市到该镇各级的“通关文
碟”，他仍然告诉我们两个字——无效。我们需要和镇中心
校区的负责人联系得到中心校点的同意等等。当我们请求这
位校长协助我们一起联系时，他却告诉我们联系是我们的事
情，他帮不上什么忙。

我们真的很恼火他的这句话。但是我们仍然拨通了中心校区
的电话，接下来的事情更令人恼火，每一次我们还没有把话
说完，对方就直接挂掉了电话。

我们最终放弃了**小学，一直有人包括实践组的前辈、包括
家长反对我们到那么偏僻（注：我没反对）、那么没有安全
保障的地方去实践，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做好了联系工作这些
都会得到解决，我们坚持了那么久，但是当地的不配合以及
电话里对于我们不信任的语气让我们做出了改变——最终选
择了纳雍，选择了昆寨。

事后我们和那镇的一位很热情的团委工作人员聊天，发现其
实事情一开始就并非会像我们想象的那样顺利。

那村是贵州最贫困地区的最贫困的一个村，很多我们认为理
所当然可以很容易解决的问题放在那样的环境中的确十分困
难。



而另外一点原因就是那镇的其他学校之前也曾和大学生的暑
期实践支队合作过，然而很多支队给当地留下的印象并不好，
也给孩子们带来一些不好的引导。

当地每做一次这样的活动，都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对于
当地来说），而当地的这些付出换来的却总是些不尽人意的
效果，也难怪田坝镇最近开始抵触大学生暑假支教的活动。

6月15日，是的，距离我们预定的出发时间7月16日只有一个
月的时间了，我们要完全重新开始。时间真的已经很紧张了，
但是大家都很有信心在这一个月中从零开始，做成一个相当
棒的支队。

这次重新开始，我们基于以往支教支队留下来的经验、我们
自己对于社会与支教的思考、以及其他人给我们的建议，给
我们的支队做了重新定位。毕竟就像大多数支教支队的出来
的结论一样，暑期实践短短几天的支教并不能给当地的孩子
们教会多少东西。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利用这短短的一周的
时间培养起孩子们对于课堂内外某些学科的好奇心与兴趣乐
趣，我们可以利用这短短的一周的时间在当地的孩子们心理
种下一个梦想，我们可以利用这短短的一周的时间倾听孩子
们的心声。而且暑期实践并不只是那段短短的一周，之前的
繁忙有序的准备和之后紧张高效的整理宣传都是暑期实践的
一部分。而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次活动，能够让社会各界人
士能够关注到这样一群山里的朴实纯真的孩子，关注他们的
梦想；能够让更多的人、更多的团体帮助支持那些孩子们去
实现自己的梦想。

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我们撰写了周密的实践策划书；与纳
雍县的李践书记和昆寨中学的老师们进行了充分地交流与沟
通，了解当地情况；通过我们院的黄鹤老师在微博上宣传我
们的支队，邀请社会各界人士为纳雍的孩子募捐文体用具、
书籍和衣物，关注我们的活动；并与爱心纳雍论坛合作，在
论坛上开辟出一块专版，用于我们活动的实时报道。



令我们印象很深的就是每天中午物资的领取，爱心人士会将
物资寄送到我们学校，几乎每天中午，快递公司都会给我打
电话通知我们去取快递，我们就将物资从二号楼搬到专教
的“物资集中存放处”。又一次我们刚运完一次物资，就又
接到一个电话，又有物资送来。

我们募捐得到的所有物资，从始至终，包括寄件人、物品种
类、数量、去向，都有者详细的记录。这些物资中“最麻
烦”的应该是我们从清华大学电机系计算机实验室争取来的
十台被淘汰的电脑了。从组装、检查、卸保护卡、重装系统、
清洁，一直到交给快递公司，我们四五个队员全权负责，虽
然在一间又闷又热的房间里泡了一整天，但每项工作我们都
做得一丝不苟，十分细致。

最终我们募捐到的物资除了15台电脑（后来又从清华控股那
里募捐到5台）外，其他物资估计价值在一万元左右（包括大
量的书籍，文具，体育用品，衣物）。（所有物资在我们到
达昆寨后都陆续运抵昆寨中学，我们按照计划对这些物资进
行了合理的分配，分配详情见简报）但是我们清楚，物资的
筹集并不是我们这次活动的重头戏，衡量我们活动成功失败
的真正关键的部分是我们在当地支教的效果。所以，在准备
阶段，在做完策划以及大体安排之后，我们把主要精力投入
到课程内容选择与设计和备课中。

我们大家经过两轮的头脑风暴，筛选出19个活动和课程，安
排到一周的时间内，每天都有新鲜的活动和课程。而这19个
活动和课程都是孩子们平时接触不到或极少接触的内容，而
这些活动以及课程的内容，又以梦想和兴趣为引导——例如
励志电影放映课，音乐赏析课，趣味地理课，趣味美术课，
辩论基础课，趣味数学课，团队训练营，“大声说出我的
梦”演讲比赛等。

之后我们把这些课程和活动分配给各个支队队员，开始进行
备课。我们的备课要求很高，把关十分严格，因为我们希望



给孩子们展示的是成功的、欢乐的、另类的课堂。我们每个
人的备课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根据我们自己编写
的课程提纲把课程目标、课程时间分配以及课程讲义完整的
构思出来，并形成电子格式；第二个阶段，在第一阶段的基
础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备课内容，形成自己的讲课思路，
组织讲课语言，并准备试讲；第三阶段，试讲。前两个阶段，
大家备课的电子文档都会通过邮件发送给所有人审阅，提供
修改建议；第三个阶段，大家坐在讲台下面听主讲人完整的
把一堂一个小时的课讲下来，并对主讲人的语速、语言以及
举例提出修改建议，并指出可能出现的冷场的环节。最后大
家再对自己的课程进行调整。其实我们来到当地之后，在了
解学生的基础和接受能力之后，对很多课程内容又相应的调
整，有的课程内容甚至做了更换——比如潇潇的课本剧，冬
姐的趣味数学课。

除此之外，我们还自行设计印制了许多印刷品，如三款纪念
书签，人手一本的营员手册，课程反馈表，纪念册等等。

其实准备阶段，是一个十分忙碌的阶段，又是我们支队迅速
成长的阶段，从零到有了这么多的成果，从一开始的没有头
绪到后来的井然有序，我们已经为出发做好了准备。

7月18日我们在昆寨中学的学生宿舍住下，休整了一个晚上之
后，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开始了我们的走访。虽然因为时间
的有限、以及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李践书记在安排走访路
线时，并没有涉及特别边远的地方，只安排了几个距离昆寨
乡较近的村子作为考察点，而且李践书记十分坦诚的告诉我
们，最边远的那几个村子同样也是最困难的几个村子，根本
没有能让车开进村子的道路，进村子只能是人走山路。因此
我们走访的几个村子应该算不上是特别困难的村子。但即便
是如此，这些村子里的小学的情况已经足以令人心酸和担忧
了。

虽然是暑假期间，学校没有老师和学生。但是很多学校都谈



不上对外是否开放，因为很多小学都是临道路而建（或者通
村的公路，或者是山上的小路），没有围墙，“教学楼”甚
至不能称之为教学楼，因为它们只是一层的低矮砖房，甚至
是土坯房、甚至是穿斗式的木屋。砖房和土坯房的窗户有很
多都没有玻璃，只是钉上了些木板，而木屋的墙壁因为木板
衔接的不好有很多漏封。因此虽然学校并不开放，我们仍能
透过窗户、墙上的窟窿、木板的接缝、门缝窗缝看到教室的
内部，看到教学条件的不容乐观。

教室低矮而且狭小，很多教室都只是四米见方的，是差不多
我们教室的四分之一那么大；黑板是在白墙上或者木板上刷
的黑色树漆做成的，效果并不是很好；而且大部分教室都四
处漏风。

在偏坡村，我们见到了一所只有两个房间的小学，一间是办
公室，一间是教室。这里就是偏坡小学，这只有一个老师，
他一个人负责者从一年级到三年级的教学，而这三个年级的
学生就坐在同一个教室里一起上课。

当然，这里也有一些条件不错的学校，例如治沟小学、我们
的实践地点昆寨中学以及建新河小学。在这三个学校，教学
楼不再是平房，而且有围墙将学校同四周隔开，配有室外的
水泥乒乓球台和篮球常教室也规范的多，宽敞明亮。其中昆
寨中学设有图书室、多媒体室、物理实验室、化学试验室、
生物试验室等（但这些教室的利用率都偏低）。可是也不能
忘记，我们所见到的，还都不是条件最艰苦的学校。

在走访的过程中，我们除了到一些学校进行观察，还和当地
的村民以及孩子进行交流。我们发现这的孩子么真的很用功
很好学，在岩上村，我们看到一本记着密密麻麻、仔仔细细
的笔记的课本，它的主人就是当地的一个叫做秀的小姑娘。

走访过程中得到的这些情况不能不令人心酸……



在昆寨的那几天真的是忙碌的几天，甚至都可以和建筑系的
交图周相媲美了。

我们的实践活动原计划只招收80名营员，分六、七、八三个
年级，每个年级有一个班主任，两只三名助教。可是7月19日
开营之后，每天都会有孩子想参加我们的活动，到第二天下
午的时候已经有130人了。而这130个孩子中，有大部分是住
校生。考虑到这些情况，一方面我们立刻加印我们的活动材
料，包括课程讲义、营员手册、毕业证书和纪念册等，一方
面为了给住校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活动，延长了每天的活动
时间，除了原定的白天的活动和课程，早晨增加了半小时的
英语晨读，中午开设了一个半小时的图书阅览，晚上从七点
钟开始，准备了四间活动室，分别是自习室，电影放映室，
图书阅览室，聊天室，有时还会再腾出一间教室和教孩子们
画画、做沙画等等。

这样一来，每天早上六点半左右，我们就和孩子们一起起床、
洗漱，然后去打印室准备这一天要用到的材料——比如课堂
讲义、反馈表等等；去广播室调试设备，广播这一天的相关
活动的通知（例如：“通知通知，今天下午7点将在二楼电影
放映室播放《功夫熊猫》，今天下午7点将在二楼电影放映室
播放《功夫熊猫》，请大家按时观看，请大家按时观
看……”），七点半的时候还要带着孩子们开始上英语晨读。

白天是我们给孩子们准备的一整天的精品课程，主讲人负责
讲课，其他的队员就做助教，为主讲人准备投影仪、分发讲
义、维持课堂秩序（其实孩子们都特别听话）等等，或者在
办公室里整理孩子们的信息、批改作业、查找课程资料进一
步完善自己的备课。

晚上，在自习室、图书室、电影放映室、聊天室都会有一名
队员负责维持秩序，应对以下突发情况，其余的队员则为第
二天的课程做准备或者同孩子们聊天谈心、做游戏。



而每天晚上和孩子们在一起的活动结束以后，等到孩子们都
回到自己的寝室，熄了灯准备休息的时候，我们就在我们的
男生寝室开始每晚九点半的例会，一方面简单总结今天一天
的成果，一方面提出在当天活动中发现的问题、讨论并确定
解决办法，一方面布置第二天的活动安排。看似简单的流程，
很多时候都要我们花上三个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完成。

当然这七天中，也有着许许多多的小插曲。

几乎天天中午和傍晚的时候，都会有住校的孩子想要出学校，
回家拿衣服、或者买东西或者去医院看病拿药，我们担心孩
子们的安全，虽然他们走山路比我们要强的多，所以每次都
会有一个队员随行。

有一个孩子在第三天的时候生病了，上午去医院拿了药，到
了晚休的时候，依然很严重，我们有两名队员（颖和岭）就
一直照顾着她，外面正下暴雨，还是陪着孩子一同去了医院，
直到夜里很晚才把孩子安顿好；之后又有一个孩子犯了胃病，
为了不耽误其他孩子的休息，又方便照顾，颖就把孩子接到
自己宿舍里，让孩子睡了她的床，自己和茜挤了一晚。

而当天晚上，因为下雨，我们几名队员还做起了维修匠，得
知孩子们住的寝室窗户没有玻璃后立马拿着床单、塑料袋、
钉子锤子补窗户。

那天晚上大家弄完这些再加上开会，一直忙到一点多才睡。

而在昆寨的最后一个晚上，和孩子们结束联欢之后，我们没
有回寝，而是直接洗洗涮涮，然后重新回到了办公室，准备
最后一天结营仪式和告别会上要用的材料、制作各班的视频
短片、为孩子们写留言。我们不想应付任何一个让我们留言
的孩子，而我们每个年级的班主任和助教通过这一周时间的
上课、活动和聊天，对自己班上的每一个孩子都有着了解、
有着感情，所以，我们把自己心中对孩子们最殷切的希望写



到了他们的留言簿上，我们有一个队员给其中一个孩子写了
一页半a4纸的密密麻麻的留言。这些工作我们一直做到凌晨
三四点钟。

七天很忙碌，但是我们都觉得——值！

在昆寨中学，我们不仅仅是孩子们的向导，我们还是孩子们
的倾听者和见证者，孩子们把我们当成他们的知心的哥哥姐
姐，向我们聊起他们的生活。这些虽都不秘密，而我们在倾
听、见证之后才成为知情人。

我不知道怎样把这些事情串起来，只能一件一件的叙述。

这里虽然是南方，但因为是山区，气候却并不热，南方的作
物种植的并不多，而是在较缓的山坡上辟成梯田种玉米，还
有的孩子家中开垦一片山坡种果林。然而今年春天的冰雹毁
掉了所有的这一批庄稼和果实。玉米大幅度减产，收成连往
年的一半都不到，有一个孩子家中种植桃林，偌大的一片桃
林今年夏天只收了七只桃子。

从那天晚上我们队员照顾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渐渐的开始了解
到这样一种情况，这里的孩子有一些身体不舒服的，虽然她
们一直在坚持着，说着没事。她们不去县里的医院做检查，
即使检查出来了结果，可能也不会去治疗。因为对于山里的
家庭来说，检查一次的花销太大了，当然，治疗的花销肯定
更是远远超过简单的一次检查。

很多孩子家离学校很远，每天要起得很早，冬天甚至在天还
没亮的时候，就要打着手电筒，走三个小时的山路来学校上
课；晚上仍然是从天亮走到天黑。山路是那么的险，曾陪着
一个孩子回家取衣物，从学校到她家要走一个小时的山路，
中间很多地方都是右手崖壁左手陡坡。多么希望这些离家远
的孩子能够都住在宿舍里，每天用不着花六个小时的时间走
那让人提心吊胆的山路。



有多少孩子打扫过食堂卫生？有多少孩子清理过学校粉刷后
滴在地面上的油漆？这些事情好像听起来并不归孩子们负责，
而在昆寨，确确实实是孩子们再做这些工作。每天饭点一结
束，就会有孩子们端起厚重的大铁盆放到水池里，接上水，
用洗洁精清洗盛菜用的饭盆还有碗筷，当把所有的饭盆碗筷
洗好并归置整齐后，还要清理残留在食堂餐桌和地面上的剩
菜剩饭、擦桌扫地。当粉刷工匠把教学楼粉刷过之后，在地
面上留下斑驳的油漆，也是孩子们拿着小刻刀、小铲子一点
一点的仔细清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一起，但是也
许回来之后我们就再也不会接触这些事情。他们都是勤劳的
孩子。

而他们在学校，每年只有在十一月份之后才会有热水供应，
那天一个孩子生病，冲感冒冲剂用的都是直接从食堂水龙头
那打来的凉水。而其几乎每个宿舍的窗玻璃都不完整，夏天
还好，晴天还好，而到了雨天和冬天的时候孩子们可怎么办？
见识过了昆寨的雨，是那么的猛烈；还没见识过昆寨的冬天，
但是听孩子说，整个冬天会一直覆盖着雪，很冷。

感动，并不是刻意去寻求，而是那么自然而然的、不经意间
的就被孩子们感动了，不曾忘记，也不会忘记。

在昆寨的日子里，我们用真心对待这群淳朴热情而又开朗向
上的孩子们，我们并不清楚我们是怎样一种心态，但我们在
那里的时候，总是想尽量满足孩子们的要求，因为他们是那
么的让人喜爱，而且他们从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其实最让我们欣慰和感动的是到活动的最后，大部分孩子都
初步树立起自己的梦想，自己的大学梦。从开营第一天我们
统计的孩子们个人信息（包括理想）到最后孩子们给我们的
留言，我们可以明显看出孩子们在理想上的变化，仍然充满
着孩子气的浪漫幻想，但更加坚定也更加明确。这是我们来
这里最想做的——给孩子们种下一个梦想，最终，我们完成
了。



这就是我们的实践

大学生支教总结篇二

留不住的似水流年，抹不去的黔行实践，时光如流水，明亮
而透明，带着五彩的记忆一去不复还。光阴荏苒，很快半个
月的支教生活结束了。

在这火热的季节，我们暂别了学生舒适的生活，带着大学生
特有的风发意气，怀揣着爱心、希望、梦想，带着我们“黔
行实践，筑中国梦‘暑期社会实践队的一腔热情，步入贵州
省德江县水塘学校，开始了我们的暑假实践活动--支教。

通过此次社会实践，我们褪去了一丝娇气、幼稚、浮躁与张
狂，同时也让我们收获了很多。我敬佩水塘学校领导的求真
务实、以人为本的工作作风，佩服老师们乐于奉献，人一之
我十之的贵州教育精神，他们--才是我真正学习的榜样。在
双方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同伴的无私关怀下，我顺利完成了半
个月的支教工作，现总结如下：

我常常被他们感动。我对他们充满了敬佩，也对支教充满了
向往，这次活动帮我圆梦了。

七月十五，我们乘车游走于山水之间，翻山越岭，从德江县
城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来到了水塘学校。我们把行李拖
到我们住的地方，望着破旧的宿舍，我们心里不禁有些犯堵，
虽然知道条件艰苦，但是还出乎意料。因为这里就是我们即
将生活的地方：没有电风扇，宿舍是学生住的，用水、上厕
所都很麻烦，尤其是水，极其的缺，洗澡更是大问题，在接
下来的时间里，我们几乎是四五天才得洗一次澡，但是我们
也坚持挺过来了，尤其是外省的队员们，再此对你们说声：
辛苦了！可是我们既然选择了到这里，就必须积极面对。

在校领导简单的欢迎仪式下，队长张月强给大家分配了接下



来的工作，我们又大体浏览了一下学校---这是一座很小的中学
（只有初中及小学），教学楼有三栋，分居篮球场三方，其
中一栋较老，另外的稍好一点。另一方有一条路通往宿舍，
路的左边是一个小的跑道，跑道旁边是一个水池，像古代用
桶扔下去打水的那种（第一次使用），右边是一个小食堂，
供师生用餐。由于国家的照顾政策，伙食都是免费。但是宿
舍里，都是两人同床，一个宿舍有16个人。

半个月的支教生活从第一天晚上到食堂的那顿饭开始了，晚
上开会说了一些注意事项和工作要求。第一天晚上，我们都
很不适应这个新环境，大家睡的并不好。

我刚穿上长大支教衣服佩戴工作证去上厕所的路上，一个同
学向我敬礼叫了声“老师好”。当时那感觉特别激动，觉得
以前都是自己叫…那时我也了解到，穿上那衣服，意味着已
经为人师表了，于是我对自己在这里的一言一行格外注意。

第二天一早我们都起床了，晨跑、早操、唱队歌每天必须的。

学生们陆陆续续起床了，他们好奇又害羞地看着我们，我们
心里也是忐忑不安，上课时间到了，各个班原来的班主任带
着我们各个班的新班主任到自己负责的班级开班会。我的任
务---七年级六班和八年级一班的数学老师以及八一班的辅导
员。尽管我来之前很自信，但很是手足无措，不知道从哪里
下手。作为初二一班的辅导员，我在讲台上简单自我介绍，
看着他们迷茫的眼神，其实心里还是很紧张，不知道这接下
来的日子里如何跟他们打到一块，也不知道他们是否接受我。
接下来，我让大家上台做自我介绍，可是他们表现地相当胆
怯，但是我们几乎都没有以老师的身份和他们沟通、交流，
而是以他们的哥哥姐姐的身份和他们打成一片。

我们的课程并不重，一天只有六节课，而且一般是少留课下
作业的，下午主要是手工、社会常识、书法、舞蹈等课程，
只是想给他们一个轻松的环境。每个班里总会有很调皮的学



生，经过大家讨论，一致认为班级最后几桌最乱，这让我一
度非常郁闷。

有的老师从我的班里上课回来都气得不知道说什么好，我也
很苦恼，只能慢慢多和一些调皮的同学接触，上课常常站在
后面，了解他们想的东西，跟他们谈心。其他老师上课的时
候我必须还时不时去教室外边看，这段经历也让我深刻体会
到了做老师的不容易，越发觉得老师们的艰辛和伟大。

后面的同学，很大部分已经放弃了学习或者偏科，每天上课
开小猜、打瞌睡、讲话很严重，让我很苦恼，我整天苦口婆
心的说，三令五申的强调学习的重要性和偏科的残忍性，可
到头来，效果甚小，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教了。后来发现，无
论怎么引导，有的男生就是不愿意学，我只能希望他们能自
己想通。我也跟他们讲了我的经历，如何从一个其实我个人
的英语非常的差，跟他们讲了我高考才57分，他们反倒说：
老师你不是也才57，还不是上了大学，我无言以对，让人感
到欣慰的是每天都有七年级新生加入到我们这里来，这让我
们非常有成就感。

在支教期间，我们除了每天有课的老师去上课外，没课的老
师也常常去旁听并做好听课记录，以便课后交流学习，学校
老师及领导几乎每天都会去随机去听课，中午或者晚上进行
评课，在评课中，我深深感受到了老师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
风，也学到了老师们多年来累计的宝贵经验，无论是思想上，
还是课堂上我都学习、成长了不少。班主任还要每天都到班
点名，这样学生有什么事情也可以及时向我们反映，而我们
也可以更深入地了解他们。

这里的孩子真的很质朴很可爱，但是辍学情况很严重。通过
和班里同学的聊天，我了解到班里有的学生去外边打工了，
有的在家务农，虽然他们上学晚，普遍年龄偏大，可是也不
过是13.4岁而已，这让我很震惊。就在上课期间，一个学生
向一个班主任请假说去看看家里的庄家是否可以收割了，老



师当时就哭了。后来才了解到她是一位七年级的简同学，12
岁小女生。父亲耳聋，在外和她的伯伯们一起打工，多年来
仅回家过一次，都是来带现年15岁的哥哥退学外出。她父亲
也没有汇过钱回家。她妈妈在她不懂事时就已过世。她奶奶
失明，自己生活难以自理。现在，她与奶奶相依为命，她身
上的衣服都是邻居给的，靠低保维持生活。她自己种玉米大
豆什么的庄稼，还要走很远的路来到水塘中学上学，时常请
假回家照顾奶奶和照看庄稼，生活的艰辛让她有辍学的想法。
前几天我们调查贫困学生时，她来请假回家看庄稼，支教班
主任才了解到这个情况。今晚我们叫她来办公室作进一步调
查时，一向坚强的她说着就哭了，我们在场的队员也是眼泪
打转…都不敢再问下去了，队员们掉头悄悄抹眼泪。真的是
闻者伤心，听者流泪。后来开会决定坚决家访她们家，帮她
把庄稼收了，尽量的给予的帮助。我当场提议，建议像我和
高中同学那样建立一个小组，每人每月支助十元，按学期帮
助她。这一提议得到了队员们的支持，准备后天去她家后进
一步确定。去的时候由于我们的人力财力有限，就只赠送
了350元慰问金，她家的庄稼还未成熟。在此我也希望并呼吁
广大社会媒体和爱心人士多多关注留守儿童，关注山区孩子，
为他们送去爱心和温暖。

在支教期间，为了更好的了解学生情况，我们组织了家访队
伍，深入调查。在过程中了解到，这里的单亲家庭不少，更
多的是留守儿童，有的已经好多年没有看见过自己的爸爸妈
妈，甚至连自己的爸爸妈妈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有的是跟
着爷爷奶奶生活；有的甚至是自己兄妹几人相依为命；有的
房屋已经破烂不堪，有的甚至不能遮风避雨。此间种种，让
人触目惊心，扼腕叹息啊！对于几位特别困难的学生，我们
也伸出了我们的援助之手，尽管绵薄，但或许能让他们感受
到一丝阳光，一点爱吧！后来，针对简同学的情况，我们开
展了专门的会议，决定对其进行跟踪援助，我们支教队员每
月支助10元，虽是杯水车薪，但也是我们的绵薄之力。这些
远不能解决生活的燃眉之急，所以队长再一次提出，我们全
力以赴帮她寻找一对一帮扶爱心人士，也将通过德江大学生



联谊会的途径进行帮助。

有好几个学生告诉我如果成绩再提不上去的话就去打工了，
家里也是这么说的。我只能在这些天里，尽可能地告诉他们
外面世界的美好和知识的重要性，希望他们可以明白我的意
图。在上课期间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些孩子渴望知识的眼睛，
还有村里孩子那份质朴与纯真。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试图打开
学生的视野，让他们通过学习了解外面精彩的世界，学会以
一种更加开放、包容的心态来看待生活、看待人生、看待自
己生活的环境。希望他们能够树立信心和志愿，学会为自己
的人生奋斗。

支教的日子里，那些孩子也带给我们太多的感动，很多同学
都在手工课上学会了用纸折百合花、玫瑰花等花，下课后都
纷纷送给了各位老师，导致我们办公室堆了好大一片花，尽
管没有真花漂亮，但真的很高兴，很有成就感。还有在最后
一周的时候，每个班都有写感想或者给老师的一封信，类容
是情真意切，让人不忍卒读，我们老师也得到了同学们的高
度赞扬和肯定，从中也能感受到他们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有的同学，虽然被老师批评，可是他们都不记恨老师，都知
道老师的一片苦心。

在这段期间，我们为了丰富学生的课外活动，在课外活动时
间，向他们提供大量的体育器材，教他们玩游戏。我们还举
办了趣味运动会、演讲比赛、文艺演出等活动。其中趣味运
动会一改过去不变的比赛项目，几乎是在做游戏中进行的，
这也得力于运动会总策划人袁小毛袁老师的辛苦付出。运动
会中，同学们奋勇拼搏，团结一致，啦啦队也是热情高涨，
可谓精彩万分。演讲比赛也一改过去老师直接抽人参加的方
式，让同学们自己报名参加，鼓励同学们参加，只要喜欢，
只要写都可以参加，这样有力的提高了同学们对活动的参与
度和满意度。这也主要是安亭甜老师及支教队语文组的精心
安排。文艺演出更是倾尽精力举办，其中有小品、歌唱、舞
蹈、音乐剧、乐器表演等节目。届时学校四位校长及众多主



任都参与了，也得到了他们的大力支持和高度赞扬，在器材
上提供了很大帮助。这也体现了我们支教队的成绩得到了校
方的肯定，还体现了我们与同学们的零距离，真可谓师生一
心，师生同乐。文艺演出也主要因为负责毛星月老师绞尽脑
汁的策划及全队的倾力付出。以上三项活动都举办的非常成
功，每一项活动队长都要求有预案，在队长及主要负责人的
用心策划下，支教队队员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使活动都
能顺利进行。就如我，在运动会总当裁判及裁判员代表；演
讲比赛中在播音室放音乐；在文艺演出中做主持人，也为每
一项活动贡献了一份力量。三项活动的成功，我也看到了团
队的力量，在我们团结一致的不懈的努力下，困难是可以克
服的，再大的砍我们也会越过去的！

大学生支教总结篇三

__年_月18日至_月21日我们进行了为期4天的支教之旅。由于
夹在台风康森、台风灿都之间，我们不得已得把旅程缩短了。
不过这段回忆并没有因此而减质。一切都是一段很好的回忆。

寻找接收单位的艰辛之路

随着各科考试的开始，我小队的准备工作也密锣紧鼓的进行
中。一切都进行得不大顺利，因为主要矛盾没有解决。而我
们的主要矛盾就是地点的确定。去哪里找有十几个困境儿童
的单位接收我们呢?我们小队尝试了好几次，都被当地村委和
学校以集中困境儿童有难度为由拒绝了。

讨论过之后，大家一致认为：实践绝不能改变灵魂!宁愿花更
多时间去找接收单位，也不要偷换对象。正在这时，闫教授
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强大的支撑：“去找__市妇联副主席__
吧!我跟她打招呼了。”于是，在市委，黄副主席接见了我们，
并为我们解决了主要矛盾。

所谓“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只要坚持信念



往前走，总会看到那一村的!

大学生支教总结篇四

刚刚送走充满收获的金秋，又迎来了银装素裹的初冬。今天，
我们放下繁忙的工作，以饱满的热情来参加这次会议。在此，
我代表全体支教志愿者向始终关心、支持我们的各级领导致
以诚挚的谢意。

，省委组织的大学生志愿者支教活动像一根红线，把我们这
些漂泊在外的游子系回家乡，为克东教育事业贡献青春，这
也圆了我们多年的为师之梦。能够成为教育战线的一员，为
克东发展培育人才，使我倍感荣耀。

记得报到那天，乡亲们用四轮车把我们接到距乡直十公里外
的山河学校，我们内心充满喜悦，一路上谈论着，憧憬着。
但看到学校的环境、现状时，心中不免还是有些失落，办学
条件太落后了。落后的教学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我们为
家乡农村教育志愿服务的信念曾经几度动摇过，当望着孩子
们一双双渴求知识的眼神，听到家长们的声声叮嘱，我们真
正感觉到了肩上担子的份量，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
工作，教好书，育好人，不辜负乡亲们的厚望。慢慢地，在
工作中我们找到了自信，找到了精神支柱。

在支教的两年中，市、县、乡各级领导经常到校问寒问暖，
为我们拨款维修宿舍,购买电视、炊具以及米面等生活必需品，
解决了很多实际困难；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经常从家里给我
们拿菜，也给予了我们很大帮助，免去了生活上的后顾之忧，
使我们得以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教育教学工作之中。

我所在的志愿服务学校是昌盛乡的山河学校，山河学校有教
师23名，我们志愿者就占11名，我们的到来解决了学校教师
严重缺编的问题。由于我们所服务的学校教师缺编，到岗后
我们不仅全部担任班主任和主要学科教学任务，而且大多数



都跨年级、跨学科任课，在初中任教的每天一天至少4节课，
最多时一天6节课。由于课节多，嗓子哑了，含片草珊瑚，挑
灯备课、批作业是常事，双休日也很少休息，进行家访、给
学困生无偿补课。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在过去两年的志愿服务期间，边
实践，边学习提高，默默奉献，努力拼搏，我们所教学生的
学习成绩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我和阎候刚、王春艳共同执
教的05、06两届初中毕业班的中考成绩达到了山河学校中考
升学考试历史最好水平，考入一中4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
今年19名考生中，就有10人升入一中，升学率53％。，听说
这比有的乡镇中学的成绩还好，这在全乡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同时也使得我们向上级组织和父老乡亲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
卷，这充分证明了我们的能力和价值。当听说中考录取成绩
时，我们自己都不敢相信，后来我们的校长打电话问中心校
的.李校长得以确认，我们都为自己努力拼搏取得的成绩而欣
喜若狂，我默默的流出了眼泪，过去的苦和累都被成绩所取
代。

我们在教学中的成绩得到了学生和家长的肯定和认可，我校
不但没有流失生，还吸引了很多周边村的学生到我校就读，
学校的在校生由20的164名增至273名，这也证明了我们这支
志愿者队伍的基本素质。我们以志愿者这一称号为荣，我们
也做到了为志愿者这支队伍增辉。

然而，闲暇之余和外地校友谈到他们的优越情况时，心中偶
尔也会有一些失落，他们有的已成为正式职工，有的进入了
政府机关，有的进了较好的企业。但一进入课堂，看到那一
张张可爱的笑脸，回想起已经取得的教学成绩，一切都抛到
了脑后。

我爱人在第一中学任教，我家在克东镇内居住，每天要座通
勤车到80里的外昌盛乡的山河村，早上披星而出，晚上戴月
而归，遇到天气不好，或为学生补课，就得吃住在学校。我



是在参加志愿服务前夕结婚的，到山河校之后，全身心地投
入到了教育教学工作，我舍弃了要孩子，这是一个已婚女人
很难作出的决定，为此爱人也时不时的劝我。期间的苦和累
自不必说，能为家乡的教育事业奉献青春，我无怨无悔。

我是大学生志愿者之一，我只是其中的的代表，还有很多同
事比我做得更好，付出的比我更多，在支教期间，为了安心
教书，为了乡村教育，有的在乡村安家立业，扎根农村，真
诚的实践着志愿服务家乡愿望。两年多来，我们的工作是繁
忙、紧张、有序的，我们增长了知识，锻炼了能力，丰富了
经验。“不经风雨，怎见彩虹。”我们多人多次得到上级组
织的奖励，这是我们所有支教志愿者的荣耀。

回顾过去，充实、辉煌、烂漫，展望未来，我们前景一片光
明。在两年服务期已满之后，我们在为自己的去向彷徨之际，
县委领导以及项目办、教育局的领导多次跑省有关部门，为
我们努力争取续签协议，使我们能够为家乡的农村教育再做
贡献，使我们能够继续在自己所钟爱的三尺讲台无私奉献，
这是我们所期盼的。在此我代表全体支教大学生向支持、关
心和帮助我们的各级领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县支教志愿者向组织郑重承诺，在今后的支教期间，我们将
进一步树立为克东农村教育事业的稳定与发展做出贡献的稳
固思想，积极向上，努力拼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回报各级
领导和父老乡亲的厚爱，努力为克东农村教育事业发展做出
贡献！努力为家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每一分光
和热。

《大学生志愿者支教活动交流发言》来源于本网会员分享，
欢迎阅读大学生志愿者支教活动交流发言。

大学生支教总结篇五

梦翔浪潮实践队队员三下乡心得。此刻想起来，真的觉得不



可思议。八天竟然如此的快!

还记得刚开始来外村塘的时候，心里是带着点怨气的。因为
之前因为点私事，想要退出，却不能退。所以，心中是带着
点不愿意之情。加上天生对小孩有恐惧感，就更加害怕这八
天不明白怎样撑过来了。可是，事实却告诉我，这八天，是
我记忆中不能抹去的一部分。

招生的第一天，作为班主任，理所当然的站在报名台前。看
着一大堆小孩你推我，我推你，和我仅有几厘米的距离，我
还真的有点怕。可是，小孩的眼里全是好奇和纯真，我害怕
什么呢于是我大胆和他们说话，问他们喜欢什么兴趣班。刚
开始，他们也很腼腆，很怕生，不愿说话。之后，慢慢的，
他们也和我说话了，问我问题。那时候，我觉得，这必须是
一个很好的开始吧。

在接下来八天，我和泳施成了搭档，一齐做了三年级的班主
任。刚开始那两天，我好温柔对待小孩，即使上课吵翻天，
我还是没多说什么。可是，第三天，实在受不了了，凶了孩
子们一下，他们竟然安静了，乖了很多。以至于之后的日子
里，基本上我每一天都会凶他们一下下。说起也觉得惭愧，
因为他们毕竟还是小孩，我们来的时间也不多，理应给他们
留下完美的记忆，而不是老是凶他们。我经常凶他们，我觉
得他们应当不会喜欢我吧。可是，有一件事却让我很感动。
班上的男孩都是调皮鬼，在另外一个队员上完英语课后，他
们竟然问为什么不是我上英语课(刚开始的两节英语课是我上
的)，说喜欢我上英语课。当时，真的觉得很感动……还有一
个女孩，下课的时候，把四颗龙眼塞到我手里，害羞的笑了
笑，就跑了。可能，这算不上什么，但在我看来，我的心很
温暖，开始喜欢那些小屁孩了。

心得体会《梦翔浪潮实践队队员三下乡心得》。虽然，我不
能把自我明白的全部教给他们，可是，起码我尽力了。我教
他们要有礼貌，要学会尊重教师和别人，懂得鼓励同学。刚



开始，他们不懂，之后慢慢地，他们开始懂了，也学会了这
样做。记得有一天轮到我做饭，班上最调皮的两个男生跑了
过来，在一旁默默地拿起马铃薯帮我削皮，还主动说教我说
雷州话。当时，我真的觉得，我每一天在台上声嘶力竭的喊，
不厌其烦的教他们，真的是很有价值的。

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片段，可是，我真的不明白怎样说出
来，所以只好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对了，想夸一夸我们队的男生吧!个个都是好男人哇!工作本
事强，做饭还一流!并且把女生都照顾得很好，很贴心!很荣
幸，也很高兴认识到你们。还有各组的组长和组员们，每个
人都是有才之人，各有各特点，八天时间虽短，但从你们身
上学到的东西却不少!真的很高兴认识到可爱的你们。

八天虽然过去了，可是梦翔浪潮队伍的每个人心里，却永远
保存着一份珍贵的友谊之情。还有，对那群小孩的挂念之情。

回家两天，一向有小孩问我下年还去不去，每次我总是
用“呵呵”带过，有点像在骗小孩。可是，我真的很想说，
如果还有机会，我还是会去的!

多谢上天，给了我这个机会加入梦翔浪潮这个大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