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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辅学堂”的孩子主要集中在6
到12岁，有很多孩子因为父母工作太
忙，完全没有时间顾及到孩子，所以在
学习习惯、生活习惯上与其他孩子相
比要弱。他们也是学校里、班级里不
那么出众，常常被老师忽略的那一部
分人。在活动中，志愿者们敏锐地去
捕捉孩子们的各个细小变化，用真心
去倾听孩子、用经历去启迪孩子、用爱
心去温暖孩子，为他们撑起一片爱的
绿荫。

崇阳县肖岭乡肖岭小学参加暑期
夏令营里的孩子大都是留守儿童，有
好几个孩子的爸爸妈妈离婚了，有的
孩子长期和爷爷奶奶生活，有的跟着
爸爸或妈妈，有的甚至被托付在亲戚
家照顾。在了解到孩子们的家庭情况
后，志愿者们很心痛。还有一个孩子
的妈妈去世了，当听到有一个孩子说

“我没有妈妈”的时候，药学院志愿者
程娜娜的眼角泛起了泪花。她轻拍着
孩子的背，安慰道：“没关系，妈妈只是

换了一种方式在陪伴着你，以后有什
么困难和老师说。”

在金伟带队服务的社区里，最受
孩子们欢迎的课堂就是“解忧杂货
铺”。这个课堂是一系列情景剧，由一
位老师来扮演老爷爷，与小朋友一起
模拟《解忧杂货铺》小说原著里的情
景，从而与孩子进行深度的沟通。在
与孩子建立信赖之后，孩子们把自己
心里各种各样的困扰、不愿意告诉爸
爸妈妈的秘密通过小纸条的方式传递
给老师。志愿者会根据小朋友的心理
状态，通过角色扮演、谈心等方式对他
们进行专业的引导。

志愿者与孩子们朝夕相处，由陌
生变得熟悉，孩子们慢慢敞开了心
扉。他们把社区里的“心灵之家”的信
箱装扮得特别漂亮，往信箱里塞了很
多小纸条，写上自己的心里话，表达对
志愿者的喜欢和感谢。

有个小朋友发挥自己的特长为志
愿者们画了一幅全家福，虽然是稚嫩简

单的骨笔画，但每一位志愿者的发型、
脸型，眼镜、口罩、胡子都完全写实，甚
至志愿者身上的每一件红马甲上都细
致地画出了湖科的logo，写上了湖北
科技学院。全家福中的金伟穿着一袭
漂亮的蓝色连衣裙，扎着丸子头，眼神
温柔。收到这样特殊的礼物，大家既惊
喜又感动。小朋友仰着小脸真诚地对
志愿者们说，“我很喜欢志愿者哥哥姐
姐，希望你们以后能经常来。”

志愿者们倾心的付出，也赢得了
家长们的认可。“孩子们在这里改变了
很多，从之前在家玩玩具乱扔到现在
自己会把玩具整理好。”“孩子在这里
很放心，会自己写作业，也能学到在校
园学不到的知识”……每次到社区来
接孩子，家长都会向“青辅学堂”反映
孩子的变化。

“青辅学堂”对志愿者的影响也是
深远的。“志愿服务是奉献社会、服务
他人的一种方式，是传递爱心、播种文
明的过程。对社区的小朋友而言，它

是感受关心、获得陪伴的一次机会。
对社区而言，它是提升社区文明风气、
促进社区和谐的一块基石。”在金桂社
区参加实践的经济与管理学院青辅志
愿者李明慧说，“做志愿者最重要的是
成为一个有心人，也许我们做不出惊
天动地的事情，但却可以从身边做起，
从力所能及的事情做起，用这种方式
来培养自己锻炼自己，不断提升自己
的人生价值。”

湖科“青辅学堂”志愿服务团队负
责人镇芹老师表示：“大学生们带着知
识、带着激情、带着梦想、带着思想，到
基层参加志愿服务，他们的青春与孩
子们的童真碰撞，在传播知识的同时，
在孩子们心里种下了梦想；当社区的
老人用满含期望的眼光望向自己，热
情的叔叔阿姨也要求加入志愿者团
队，志愿者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对
社会的价值，变得自信了。”

“青辅学堂”的故事远没有结束，
大学生志愿者们的爱将届届相传。

“青辅学堂”志愿服务：

青春邂逅童真，留下温暖与成长
●记者 杜培清

这是一个特殊的课堂，大学生
志愿者结合自身专业特色，依托社
区“青年之家”、党群服务中心等阵
地，因地制宜地为留守儿童、双职工
家庭的孩子开辟充满创意的第二课
堂，帮助解决区域内儿童的教育不
足问题，助力城乡和社区留守儿童
健康快乐成长。

这个课堂就是湖北科技学院
“青辅学堂”志愿服务团队打造的社
区公益课堂。

2022 年 3 月，湖北科技学院团
委成立“青辅学堂”志愿服务项目，
以青年大学生为基础，凝聚青年力
量、利用现有资源、服务面已覆盖至
学校周围二十几个社区、百余个小
区，构建“典型引领，点面结合，深入
推进”的工作体系，打造“三百”（百
个团支部组建百支志愿服务队结对
百个社区）引领工程，实施“3+”（素
质提升+兴趣拓展+爱国教育）服务
模式，受到了社区家长和孩子们的
欢迎，“青辅学堂”也被称为“让孩子
开心，让家长放心，让社区称心”的
乐园。

“我对志愿活动充满自豪感，穿上
志愿服仿佛给我一种责任和动力，让
我对自己有了期待和约束。”去年7
月，“青辅学堂”志愿者小学教育专业
大二学生张灿到希望桥社区参加暑期
社会实践活动，看到几个在门外的小
朋友用崇拜的目光望着自己，她在自
豪的同时，又感觉到了沉甸甸的责任。

第一天见面，小朋友们都很拘
谨。在那天的辅导作业环节，张灿坐
在一个小女孩旁边轻声辅导她写语文
作业。那天回学校后，她无意间在微
信群里看到那个小女孩的家长拍的自
己辅导她女儿的照片和写下的夸赞话
语。家长简短的话语让她既惊又喜：

“我以前常常会想，是什么信念让老师

会在一个学校待上几十年直到退休，
现在我终于明白，那是因为感动和感
受到被需要。”

初次走出校门，切身体验社会实
践，对每位大学生来说也都是一次不
小的挑战。2021级电子信息科学与
技术专业的志愿者董成永远忘不了她
第一次给小朋友们上折纸手工课的情
景。“我们要折的是一叶相思信封，尽
管我早已熟知折纸的步骤，在私下里
折了千百回，但是我仍然十分紧张，害
怕一上讲台就大脑空白。”幸运的是，
当她走上讲台，小朋友们都很乖，不吵
不闹，一双双认真而又渴望的眼睛使
她心情平静。在队友的帮助下，董成
一步步教小朋友们折出了美丽的一叶

相思信封，顺利完成了自己的首次教
学。

在一次次准备教案、搜集资料、制
作ppt的过程中，志愿者们对题材的
选择和资料的收集越来越熟练，备课
的效率越来越高。在和小朋友们相处
的过程中，志愿者们体会到老师的辛
苦和不易，同时也体会到学生的可爱。

有一个孩子的父母都是残疾人，
孩子6岁多时父母将他送到“青辅学
堂”，相对同龄的孩子，他的智力发育
稍显迟缓，每次开展活动的时候，他都
不能很好地参与进来，很难相处。在
志愿者长期的陪伴过程中，这个一刻
都坐不住的孩子对志愿者越来越依
赖，慢慢地可以跟上老师的节奏，参加

完整场活动。在一堂书法课上，已经
上小学二年级的他终于学会了写自己
的名字，他兴奋地在本子上写，在桌子
上写，在墙上写，在地上写，在自己的
手上写，想向所有人宣告自己的进
步。那一刻，志愿者们都为他开心。

湖科“青辅学堂”电子与信息工程
学院分队指导老师金伟说，“这些孩子
觉得自己在课堂上受到了尊重，不会
因为成绩差而受到不同的待遇。当他
们得到表扬时，眼睛里有光。”

志愿者给了孩子们不一样的童
年，得到了孩子们明星般一样的热情
欢迎。每次开展完活动，直到最后一
名志愿者离开，孩子们才依依不舍地
回家。

他们是留守儿童的“种梦人”

他们是孩子眼中的“大明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