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天山走出来的

孩子， 如果有机会，

也应该回到天山， 去

帮助更多的孩子。 能

够回到自己的家乡支

教， 这是一件非常荣

幸也让我非常有成就

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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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奉献、是成长、更是积蓄力量……
毕业季来临，一场与赴西部地区支教法学生间的对话，揭开“另类选择”背后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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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习记者 王葳然

七月的风裹着蝉鸣， 七月的校园怀揣着梦想。 又是一年毕业季， 穿着学位服的毕业生们将有关青春的记忆封存

在快门声里。

在这个人生的岔路口， 他们有的人选择继续求学深造， 有的人选择步入职场， 还有一部分“不走寻常路” 的人

给自己出了一道“人生附加题” ———去支教。

“为什么要去支教？” “支教怎样实现你的价值？” 过去的一周里， 记者与两位“逆行学霸” 对话， 揭开他们

“硬核选择” 背后的故事。

“微小的举动对被

帮助的人也有意义”

“小学的时候， 我很喜欢

看 《名侦探柯南》， 梦想是成

为一名侦探。 到了高中时期，

正值罗翔老师的视频在全网爆

火， 第一次对法律有了基本认

知。” 回忆起自己如何成为法

学生时， 黄祖维这样说， “填

报志愿时， 我报考了华东政法

大学的侦查学专业。 在四年的

学习过程中， 通过犯罪现场勘

察、 法医学等课程， 我们学习

分析死者死亡原因、 重构犯罪

现场等知识， 这些也都满足了

我对柯南式推理的兴趣。”

黄祖维是今年华政研究生

支教团的团长， 在与他的对话

中， 记者发现， 黄祖维虽然思

想成熟， 但性格有点内向， 并

不善于表达自己。 “我从大一

入校时就加入了学校的志愿者

协会。 本来我的性格比较内

向， 不太愿意主动与人沟通和

交往， 但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

有趣的朋友。” 黄祖维告诉记

者， 在参加志愿服务期间， 他

渐渐意识到“看似微小的举

动， 对被帮助的人来说可能非

常有意义”。

去西部、 去支教， 这不是

黄祖维冲动下作出的决定。

“我们专业有导生制度，

就是高年级的学长学姐给新生

做辅导。 我当时的导生恰好是

上一届研支团的团长。 因为他

报名了支教团， 所以我也向他

咨询了很多事， 比如为什么要

报名支教， 为什么选择去这么

艰苦的地方， 而不是直接考

研、 保研或就业等。” 黄祖维

说， “他当时的回答很纯粹，

就是因为别人帮助过他， 所以

他也想帮助别人。 因为他当时

帮了我很多， 我刚入学时什么

问题都问他， 所以他的态度在

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我。”

“人生不是轨道，而

是旷野”

“我们大概 7 月中下旬要

出发去云南， 这次一共 6 个

人， 作为本届的团长， 我现在

心情既激动又忐忑。” 黄祖维

对记者说， 激动是因为自己可

以给当地的孩子们带去知识，

做一些实事； 忐忑的是， 想要

用自己的行动给当地带来一些

改变， 不知道会改变多少。

“我们只是微弱的力量，

但这一年的经历在之后几十年

的人生里， 都会是我的财富。”

黄祖维告诉记者， 他这样看待

未来一年的支教之旅， “现在

有一句很流行的话叫‘人生不

是轨道， 而是旷野’， 我现在

才二十出头， 更应该把握机

会， 尽可能多样地探索人生的

无限可能。”

在采访中， 记者了解到，

华东政法大学在云南普洱市景

东县有一所附属麦地小学， 过去

的十届华政研支团也一直在这所

学校接力支教。 “我们已经很幸

运了， 学校的设施、 住宿、 饮食

等与 10 年前相比已经有了很大

进步。” 黄祖维说， 之前他曾看

过学长学姐分享的照片， 了解到

当地孩子父母外出打工， 他们从

小就很独立。

麦地小学有一首名为《走出

大山》 的歌曲， 每年六一儿童节

时， 学校都会举办文艺展演。

“这也是在告诉我们要鼓励、 帮

助孩子们走出大山， 努力让他们

的人生变得更好。” 十年来， 麦

地小学的毕业生里已经有十几位

考上了大学， “想到这里， 我们

就感觉更有干劲了。”

采访进入尾声， 黄祖维告诉

记者， 他还有一句话想补充。

“我们华政研支团有一句比

较有名的话， 就是‘用一年不长

的时间去做一件终身难忘的事’。

在云南的这一年， 不仅是奉献和

服务的一年， 也是促进成长、 积

蓄力量的一年。” 他说， “相信

一年后再次回归法律道路的我，

视野会更开阔， 内心也会更加温

暖和充盈。”

“天山的孩子回到

天山”

“我叫艾克旦·阿吉， 也

可以叫我小艾。” 艾克旦·阿吉

是复旦大学法学院的一名应届

毕业生， “我高中就读的是一

所武汉援疆的学校。”

这位维吾尔族姑娘告诉记

者， 高中时期的她看到很多在

新疆支教的老师， 于是便在心

里种下了一颗支教的种子。

“上大学后， 我一直参加志愿

服务， 去过新疆、 海南和云南

等地方支教。 在这个过程中，

我发现很多小孩子比我们更需

要优质的教育， 所以我支教的

决心也越来越坚定。”

当记者问及选择到新疆

支教的原因是什么。 艾克旦

不假思索地说： “我觉得从

天山走出来的孩子， 如果有

机会， 也应该回到天山， 去

帮助更多的孩子。 能够回到

自己的家乡支教， 这是一件

非常荣幸也让我非常有成就

感的事情。”

在采访中， 记者还了解

到， 小艾支教的学校是位于新

疆阿克苏地区的拜城县第二中

学。 “拜城算是南疆， 我从小

在北疆长大， 所以说两地离得

比较远， 环境其实很不一样，

我觉得需要快速适应的地方还

挺多的。” 小艾笑着说。 再过

两周她就要出发前往当地，

“我想在培训期间快速适应新

环境以及新身份。”

作为一名法学生， 她对于

专业与支教相结合也有自己的

计划。 “教什么课程还是要根

据安排， 看当地缺少什么样的

老师， 我就去教什么。” 小艾

一边思考一边回答道， “如果

要加一些课外的知识， 可以结

合我自己的专业特长， 开设一

些兴趣类课程， 如果能把法学

专业的知识带到课堂当中， 我

觉得也会很有趣。”

“让更多孩子从我

身上看到未来的样子”

再到拜城县支教对小艾来

说， 是“再续前缘”。

“我之前去过拜城县支

教， 也去过拜城县的很多初中

进行宣讲。” 小艾跟记者讲了

一件当时在拜城县让她印象深

刻的事， “当时我是志愿活动

的队长， 我们在拜城县的很多

乡镇做宣讲， 会有很多小朋友和

家长一起参加。”

在一个互动环节结束后， 一

位妈妈在中途休息时把艾克旦叫

住。 “因为我也是维吾尔族， 她

就用维语跟我说， 她儿子其实很

聪明， 很想回答问题， 但看到我

们很紧张， 不敢举手。” 随后，

艾克旦也用维语告诉小男孩： 没

关系， 答对或答错都不会怎样，

重要的是要有举起手的勇气。

“我没想到这番话会对这个

小男孩有如此深的影响， 在后面

的互动中， 他果然举手了， 而且

回答得很好。” 小艾说， “让我

感到意外的是， 最后结束时， 所

有人一起跳维吾尔族舞蹈， 那个

小男孩过来邀请我一起跳舞， 他

的笑容我至今都没有忘记。”

“我经常会回想起这件事，

发现自己能从这些孩子身上看到

自己曾经的样子 。 ” 小艾说，

“所以我也更希望在这一年中能

努力让更多的孩子从我身上看到

他们未来的样子， 以及他们身上

会拥有的无限可能。”

我们华政研支团有

一句比较有名的话， 就

是“用一年不长的时间

去做一件终身难忘的

事”。 在云南的这一年，

不仅是奉献和服务的一

年， 也是促进成长、 积

蓄力量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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