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三下乡支教工作总结报告(实用6
篇)

计划生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科学的数据和统计支撑，以
保证政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在这里，小编为大家提供一篇
精心编写的工作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三下乡支教工作总结报告篇一

思地溪的耍，

夏屋场的棍，

牛坝溏的叉。

这首顺口溜不但说明梅山武术当时的兴盛情况，也说明各地
因地制宜、自成一派的特点。“王爷山像只锅，来一个煮一
个”更是形象地说明当地民风的彪悍。据说，宋代吴致光的
《开远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梅山蛮子操戈戟，居枕铠
弩，长期不服王法”。明代以后武科及第者甚多，一大批著
名武师、朝廷武将都诞生于此。梅山武术实属南拳系，发源
于梅山中心地域的新化县，流传于湖南、湖北、广西、贵州、
云南、四川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在中国武术流派中，梅山武
术一直以古老神秘而著称。说它古老，是因为梅山武术是当
今中国武术流派中历史最为悠久的门派之一，较为完整的保
留了古传武术的功法和技击精髓;说它神秘，是因为梅山武术
在练功中除了采用其他流派中常用的“内练精气神，外练筋
骨皮”的方法以外，还有让人感到神秘莫测的“铁牛
水”、“雪山水”等带有巫术色彩的练功方法。

传说陆老夫人身怀武艺，年轻时七、八个男人都无法近身。
我问陆老夫人是否属实，陆老夫人不知道是没听懂还是不作
答，只是“呵呵呵”地笑着。这个传说在陆校长口中得到了



证实。每每见78岁的陆老夫人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上山、下
坡，健步如常，内心不由得升起钦敬和赞叹。

摩托小子

进出大山村，主要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条件好点的家庭有
好几台，条件差点的至少也有一台。值得赞叹的是村民驾驶
摩托车的技术水平，在中国恐怕是绝无仅有。

进山的第一天，陆校长亲自驾驶摩托车去天门乡接我，带着
我和三袋行李，在这样的山路上行驶了三个多小时。进山前，
我虽然已经做好了思想准备，但依然出乎意料，随着道路颠
簸心情异常复杂。

六十多度的陡坡，陆校长的双臂紧张得有些颤抖;泥泞里，陆
校长手脚并用，以脚当桨在地上划着走;遇到下坡路就干脆熄
火放行。过后，陆校长还常常调侃我说，他带我一个人，比
带几个人还吃力。原因是我不会坐摩托，每一次颠簸，都被
颠得东倒西歪，重心不稳，给他造成负担。

尽管陆校长一路“吹嘘”自己的驾驶技术如何如何高明，我
也平安到达一字界，但来一字界仅仅几天，我便发现，陆校
长的骑术还不能算是最高的。

村民朱树云是摩的出租司机。一次，他带我们去紫鹊界，来
去一百三十多里路，带着我和广明老师，还有几十斤行李，
不但技术高，而且骑术稳，一路上还谈笑风生，时不时回头
和我们说话。路的一边是陡峭的山崖，随时都有滑坡的可能;
另一边则是万丈深渊，一不留神便“万劫不复”。广明老师
曾亲眼见到一辆车从拐弯处直接飞下去的情景。朱树云师傅
的每一次回头都令我心惊胆颤，我只得“弱弱”地请
求：“你说话时看前面，不要回头看我们行吗?”

陆校长家隔壁的“摩托小子”伍春海年纪才二十，却有着非



同一般的思维。他非常热爱大山村，不喜欢城市的生活。十
九岁以前,他做了几年的“dj”，收入也不错，但他还是放弃，
回到养育他的爷爷奶奶身边，在自家的房前屋后移栽了许多
大山里濒临灭绝的珍贵植物：有“臭萝卜”、野沙参、九龙
盘……他家的地里、山上种满了四季的野果、各种香叶、香
椿，勤劳的爷爷奶奶把田里也打理得郁郁葱葱，家里鸡鸭猪
牛猫狗六畜兴旺。我常常对他说，不要以为腰缠万贯才是富
有，你们家才是真正的富有。回村不久，他就在学校附近的
路边开了个摩托维修店兼营摩的出租。闲暇时，他常常载着
我们到他眼中的经典景区去观光，这样有思想并热爱山区生
活的的年轻人是不多见的。他骑车的技术丝毫不亚于他
的“大伯”(陆校长)和“朱叔叔”(朱树云)，只是风驾驶风
格略有不同，不但经过改装的车很“潮”，车和主人走到哪
里，劲歌就飞到哪里，远远地就知道“摩托小子”驾到!村民
们都笑着说：“坐他的车不是坐摩托，是坐飞机!”很久没坐
过他的“飞机”了，他的生意越做越好，他也越来越忙，偶
尔晚上能见到他一身疲惫的样子，有些心痛。城市里，二十
岁还是孩子啊!

陆医生家的老大陆凤麒才十六岁，在新化县读中学，小家伙
长得仪表堂堂，聪明活泼。他有个差不多大的堂兄弟叫陆凤
麟，于是我干脆叫他们“麒麟小子”。每次放假回来，他喜
欢来陆校长家听广明老师讲课。五一节我们回京，他主动要
用骑摩托车送我们去车站。我满心狐疑：“你这么小，能行
吗?”他的父亲陆医生、大伯陆老师、还有陆校长的爱人伍姐
都一脸正气地纷纷表态：别看他小，骑车已经有七八年的历
史，骑术很好，你放心吧!小家伙淡定地说：“没问题的，放
心好了!”他有一辆天蓝色的125型摩托车，很是威风。大山
的孩子，骑摩托车就像城市里的孩子骑自行车一样属家常便
饭，不能不定我讶异。

正是有了像“摩托小子”、“麒麟小子”这样的孩子，大山
才有了希望。



有一天，学校前的马路上，一辆摩托车播放着强劲的音乐驶
过，车主正随着音乐有节奏地摆动着上身。欣赏着他的这份
心境，也同样带给我快乐。转过校对面的山头后，车身和音
乐又出现在我眼前和耳朵里。我正等待着他绕过那片山洼后
再次出现在我眼前……当音乐声铿锵入耳，他刚一现身，突
然就摔倒在泥泞里，摔得满身是泥。我不觉哈哈大笑，只见
他爬起来，既不生气不恼火，更不埋怨这里恶劣的天气和道
路，而是查看了一下车身，擦擦身上和车上的泥，又潇洒地
跨上坐骑，飙飞而去，中断了的音乐旋即又“铿锵铿锵”地
响起。

而村民骑着摩托在这样的路上行驶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帖。
多雨的天气他们早就习以为常，并感恩着，正是因为这样的
气候才有了丰富的物产。这样的道路更没什么好抱怨的，几
年前，连这样的路都没有，更没有摩托，出行除了马，大多
靠脚力，有这样的路他们已经很满足。而这几乎不能称之为
马路的路面全部是靠一双双脚板踏出来的，靠这一辆辆摩托
车轮碾压出来的。

起初，我对这种情景很是不以为然，熟识后就理解了他们的
怡然自得。不久便明白为什么每辆摩托车上都喜欢绑着个大
音响，播放着他们的流行音乐了。当你赏识你周围的环境时，
内心一片明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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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雨过后，我第一次在没有“弟子规”的鸟鸣中醒来，
心里空落落的。我问陆校长夫妇有没有听到，他们说没有;我
又问广明老师有没有听到，他也说没有。

第二天仍然没有……

一个星期过去了……



半个月过去了……

我们不得不接受村民的说法，会读“弟子规”的竹鸡子已经
离开了这所70年历史的小学校，飞到其他地方去了。

雨季还没结束，夏天快要来临。

一天早晨，“弟子规”的叫声再次响起。我从床上一跃而起，
拉开房门，发现广明老师已不约而同地立在门口，楼下的大
门口，还站立着陆校长。我和广明老师踏着木楼的阶梯下到
大门口，小木楼里响着“剔踏剔踏”的回响。

我们三人分别站立在大门口的三个方向，静静地聆听“弟子
规”的鸣叫，内心以最热烈的形式欢迎竹鸡子的归来。这一
次，它叫得更欢了，边叫还边来回地飞动，一共叫了十来声。
令人欣喜的是，它的叫声中还伴有另一只鸟的应和，那显然
是它找来的同伴，这一唱一和，充满了快乐、和谐与自在。

原来，鸟和人一样，它们最大的乐趣也是“人”。

忽然间，我想到一个古老的成语“鸾凤和鸣”。时光仿佛停
止，我已穿越时空，与大山融为一体。

雪花树

大山村分为河西和河东，河东山势稍平缓，河西的山势比较
特别，属于下陡上平，山的下部十分陡峭，山上反而多为平
顶。

从河西到河东，看似近在咫尺，走起来异常遥远，真可
谓“看山走断腿”。说是河，实际是群山中间的一条峡谷，
水流最后集中在这条主峡谷，向溆浦方向流去。

一次，我们乘摩的去紫鹊界，过了河对面，摩的在弯弯曲曲



的山间公路上盘旋，走了很长时间，一回头，还能看见一字
界小学那面红旗在迎风飘扬。

在河东，我们终于找到了那棵小有名气的树，名叫“雪花
树”。

雪花树的外形并不奇特，也不如这里最常见的松树那样挺拔，
叶子有些像城市里最常见的常青树。它夹杂在松木和竹林中，
显得有些娇小，但丝毫不影响它的灵气。

传说，每当下雪前，这棵树就会开出美丽的白色花朵，因而
也有人叫它“报雪树”。村民告诉我们，只要它开花，就表
示马上要下雪了，从无差错。

带我们来的村民——摩的出租司机朱树云不无遗憾地说，可
惜呀，这颗树已经几年没开过花了。

我有些不解，问：“为什么呢?是它失灵了吗?”

他说：“不是，这几年气候变了，好几年没下雪了。”

原来，近几年的的气候发生了变化，多次出现“暖冬”，雪
花树将她的心门紧紧关闭起来，在这个有些燥热的时空再也
难觅那一瓣芳踪。

我掏出相机，“咔咔咔”地拍下雪花树在风中摇曳的翠绿色
身影，雪花树，你已经在我的心里开出了洁白的花。

“新愚公移山”

城市里，长寿老人我见过不少，但八十岁以上还能干农活的，
我还是第一次见。

陆校长的老父亲去年刚过八十大寿，他家的操坪上空还悬挂
着五颜六色的三角彩旗。陆校长兄弟、堂兄弟一共十八人，



号称“陆氏十八罗汉”。去年，这十八罗汉和其他众姐妹、
妯娌、子孙们齐齐来临，共同庆贺老爷子八十大寿，场面蔚
为壮观。

老爷子相貌清瘦，五官端庄。因年事已高，已经不种水田，
名分下的水田已包给了别人，既不收租金，也不收粮食，但
他依然天天去田里干活。每天去田里都要经过儿子陆校长的
家门，也不进来坐，就趴在半人高的窗口往里面看一眼，笑
一笑走人。

大山里土质疏松，多次见到新翻的山地多为沙土结构。我疑
心，数万年前，这里曾是一片汪洋，经过地壳运动才变成了
今天的群山，所以这里土质肥沃，很适合农耕。但这里的石
头多为风化，呈云片状层层叠叠，加之正在大修马路，雨水
一多，极容易造成山体滑坡。这里经常发生泥石流，陆校长
的爱人就是从泥石流中爬出来捡了一条命。十年前的一场泥
石流，冲走了他们的木房，现在居住的木屋是后来新建的。

我和广明老师决定去看个究竟。

原来，他的田坡塌方了，他搭了一个三、四层的简易木梯子，
正把塌方下来的土块一块块磊起来，已经磊到一人高了，再
磊三分之一，就可以磊得与田埂一般齐了。

见我们到来，他不好意思地笑笑，用我们并不太懂的语言解
释他的活，但手脚并不停止。我注意到他一双赤脚，鞋子脱
在一边。村民都是这样，干农活喜欢光脚，似乎只有光着脚，
才能触摸到土地的感受，种庄稼才有灵感，才有好收成。

老爷子每天重复做的一件事，就是把他那块田的西边滑坡的
缺口补齐，年年补，年年缺。村民告诉我，这个活，他已经
干了十年。他从不怨天怨地，也不埋怨子女，总是不急不躁，
缺了再补，就这么简单。劳动之于他，已经不是单纯的农活，
而是一种修行，有为与无为在他的这一行动中得到了完整的



体现。

村民们都笑他是“愚公移山”，他也“呵呵呵”地一笑置之。
但村民笑话他的时候，绝没有半点轻薄之意。村民对长者都
非常尊敬，这是大山村的良好传统。村民对他的尊敬还有一
个原因，老爷子读过几本古书，什么《水浒传》、《三国演
义》、《三侠五义》，别看老爷子平时不善言笑，“讲古”
却能讲得头头是道。说到得意处，年纪轻一点的人都不住地
摇头，诚恳地承认自己不如老爷子，说自己已经看不进任何
书籍。

对面的山坡是他家的菜地，那是自家要耕种的。他78岁的老
伴就是对面的山坡上种着玉米。老两口一东一西，各自干着
手中的活，绝不着急，每天干一点是一点。

这里是著名的“梅山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一百多年以
前，“梅山武术”盛极一时，这里无论男女，几乎人人习武。
在新化县，还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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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三下乡的认识，只有同学跟我说过很好玩，其他的，我
没什么概念，也没有去了解过，不知道会是什么样的体验，
不知道在那里的九天会怎么样度过，想象着在那里会遇到什
么样的困难，回来时又会是什么样的心情，未知的九天着实
令人忐忑和不安。什么都不知道的我，茫茫然的跟着大队伍
走。于是，xx年7月13号早上，我们从学校出发了，前往xx
市xx镇xx村xx华侨学校，开始了我们九天的三下乡生活！xx之
行，行程匆匆，而今忆起却仍记忆犹新，孩子们的世界，总
是那么纯真空澈，涤荡心灵，于是提笔写下此次三下乡的心
得体会。――与孩子们相处的日子：

刚到学校的第一天下午，学生回学校了，开幕式完了之后，
大队长说，有节目汇演的老师可以去教室挑人了。我教的是



武术，汇演的`节目是太极，由于我每个年级每个班都有去上
课，但是，只有四年级的班级武术课是最多的，并且402班是
第一个上武术课的班，所以我走向了402班挑人，那个时候的
我，完全不知道我和402班会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我
和402班的学生将会产生怎样的依依不舍的感情！

402班，是个男女比例比较均匀的班，我心想着，打太极，特
别需要耐性，瞧着这个班的男生那么调皮，于是告诉自己，
到时候尽可能挑女生，不然，可能最后节目都无法交差。在
他们的临时班主任交代完事宜之后，我走上台，跟他们说了
汇演的事，居然有半个班的学生报了名。哎，舞台那么小，
哪里容得下那么多人，到时把调皮捣蛋的男生筛掉就好了，
我这么对自己说。

正式开始彩排节目之后，这群报名的学生学了一两天，退的
退，也有重新报名进来的，到最后，我万万没想到，留下的
十个孩子都是男生，于是，我的三下乡记忆中，最多的应该
就是跟这十个男生共处的时光了。他们性格各异，但是大体
上还是团结的，每当我看到他们抱在一起玩的时候，便觉得
整个世界都明亮了，最纯最真的感情莫过于此时了吧。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享受这个过程的，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
是开心的、幸福的。单纯的他们远离了物质的纷扰，保留了
一颗平和的善心，全身心地投入去做自己喜欢的事，并且做
到最好就是开心快乐的，这才是最难能可贵的财富。看着他
们，我们依稀找到了自己曾经的影子，好亲切好温馨！

我担任的这个武术课程，每个年级每个班都会去给他们上课，
接触到了各班各种各样调皮捣蛋的孩子，放着性子顶撞我的；
一句不吭跟我赌气的；在上课期间，突然跑不见的……但是，
不管他们怎样调皮，怎样捣蛋，都还只是孩子，他们只是在
用他们的方式来向我们表现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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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村的孩子从来没上过音乐课，也不会唱歌。

第一次上音乐课，他把唱歌与诗歌的概念弄混了，唱歌说
成“读歌”。

他叫伍贤佳，出生卑微，生长在一个组合家庭，爷爷、母亲、
继父之间全没有血缘关系，都因为他这一点血脉组合在一起
生活。他自小跟爷爷长大，亲父去世，妈妈有轻微的精神问
题，继父属于倒插门。生活对于他们，是一件简单但并不容
易的事情。这个困难家庭是在政府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虽
然不太和谐，但每个孤独者都有了一个家。他还有一个哥哥，
在长丰中心小学读四年级。兄弟两都受到新化县民间组
织“梅山助学社”的资助，才有了上学机会。

他是个很帅的小家伙，学习对于他并不困难，只需稍微听听
课，就能跟上，反应很快。但他身上充满野性，上课无法集
中注意力，坐不到两分钟就开始动，一会儿爬到桌上，一会
儿跑下座位，总是无法安静下来。

每节课，我只用三分之一的时间完成应试教育教学大纲的计
划，三分之一的时间教《弟子规》，三分之一的时间拓展游
戏和讲故事。当《弟子规》中“入则孝”教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开口说：“老师，我今天回家要把《弟子规》背给我
爸爸听!”他的表情一脸正气。我有些震动，明白了他的内心
是有所感悟的，只是暂时还不知道怎么表达，但什么
是“道”开始在这个幼小的心灵扎根。

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正是春天，漫山遍野正开着粉色的凤仙花。
于是，我问孩子们：“春天来了，你们看见了什么?”

“我看见小草绿了!”“我家的桃树、梨树开花了!”



我问：“你们听见了什么?”

“听见小鸟的叫声了!”

我再问：“那你们感觉到了什么?”

孩子们在思考……

他说：“我感觉到了温暖!”

于是我教孩子们唱了第一首歌曲，《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看见红的花呀看见绿的草，

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他出奇地安静，黑黝黝的双眼一直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就是
不开口。这首歌我教得很吃力，一节课下来，还有几个孩子
没学会，其中包括他。

第二天一上学，他兴奋地告诉我：“老师，我会‘读’歌了!
我会读《春天在哪里》了!”

我忍不住笑了，告诉他，“歌”叫“唱”，“书”才
叫“读”。

他改口说：“老师，我会唱歌了。

但在后来的很多次音乐课上，他仍然说“我会读歌了”。

五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我听说小家伙跟爷爷在去亲戚家的路



上被蛇咬伤，半条腿肿得乌黑，吓了一跳，就和广明老师去
探望。他半躺在爷爷怀里，一动不动，瘦瘦的手背上插着吊
针头，见我们到来，他转动眼珠看了我们一眼，又垂下眼皮。

我问：“痛吗?”

他说：“不痛。”

广明老师问：“你看见咬你的蛇吗?”

他抬起眼，说：“看见了，这么长，红色的。”他伸出双手
在胸前比划着蛇的长度，大约两尺。

坐了一会，我们四处看看他家的房子。木房挺大，与本地的
两层式结构完全一致，客厅的木墙上悬挂着当地政府资助建
房的扶贫标志牌匾。虽然木楼是新的，但真可谓“家徒四
壁”，除了厨房用品和两张凌乱的床，什么家具也没有。全
家人的四季衣服全部悬挂在南边父母的房间里，鞋子全部撒
在进门的客厅里，正门的大房间是不住人的，对门摆放着君
师亲的牌位，地上摊着满地的“灰萝卜”，那是猪的粮食。

回到他打针的房间，我得知他一星期内不能上学，主要是不
宜走动，防止血液流动太快。

我遗憾地对他说：“你不能参加庆六一文艺演出了。”我知
道，有些事情必须舍弃，而有些事情必须要承担。因为在这
个孩子身上，肩负着自身和家庭的救赎重担，没有人会永远
扶着他上路，他必须坚强地面对一切，无论是精神还是物质
方面。

他瞪着眼睛看着我，一言不发，眼神愈加地黝黑……

会读“弟子规”的鸟



来支教的第二天早晨，我在鸟啼声中一觉醒来，听见学校后
面山上的树林里，有一只鸟不停地叫：“弟子规，弟子
规……”这一发现让我惊讶不已。

第二天、第三天，依然如此，每天7点左右，每次6到8声。

我把这一消息告诉了陆校长夫妇，陆校长夫妇脸上布满疑云。
我又告诉了广明老师，广明老师说：“明天早晨再叫的时候，
你告诉我。”

早晨7点左右，我们几乎在同一时间听到了鸟鸣，它清晰地、
反复“读”着“弟子规、弟子规”，声音异常的清脆悦耳。

陆校长笑了，说这不是什么灵鸟，而是山里很常见的一
种“鸡”，全名是“竹鸡子”。

笑得最开心的是广明老师，他用他的理论解释说：“大山是
有灵气的，鸟也是有灵性的，孩子们每天读‘弟子规’，鸟
也学会了。”

在竹鸡子“弟子规”的叫声中醒来，已经成为我们的生活习
惯：每天清晨7点左右，每次6到8声。

直到雨季来临……

大山村的雨水充沛，梅雨季节尤甚，十天中能有7天半下雨。
农作物也基本天养，从不用人工施水。农作物一年一熟，农
民们优哉游哉地生活着。本世纪里，农民进城打工成为一种
时尚和出息的象征，年轻力壮的都出去挣钱了，山里只剩下
留守老人和儿童，生活节奏尤为缓慢。老人们能做的绝不闲
着，做一点是一点，他们最大的期盼是儿孙们春节能够回家，
至于挣得多与少，与他们没有多大关系，似乎也没有哪位老
人因此而得到多大的享受，反而是在外的儿孙们春节后大包
小包提走老人辛苦劳作一年的自家土特产。老人们不但不觉



得辛苦，反而乐在其中，对于他们来说，最大的快乐
是“人”，有“人”在，活着才有意义，劳动才有乐
趣。“有子之人贫不久，无子之人富也贫。”他们这样说。

三下乡支教工作总结报告篇五

几天前我们还在三角村里举着我们的旗，陪伴着还没升起的
日头高唱着我们的歌，现在的我已经安然的坐在家中，脑海
中念念不忘的依旧是下乡的情形。每到早晨就会想到早操，
吃饭时就会想起我们的歌，见到小孩就会想起三角小学的孩
子们，那里有我们的牵挂，那里有我们种种的回忆，这样刻
骨铭心的回忆叫我们如何能够忘记。

离开三角小学已经好多天了，脑子里回旋的依然是孩子们在
一起玩长绳、踢毽子的情景，这边几个孩子过来高高兴兴的
问：“老师下节课上什么啊？是哪位哥哥姐姐给我们讲课
啊？”那边又传来小女孩与小男孩争吵不休的声音，以及耳
边不断传来的哭泣声・・・也许当时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是无
穷尽的烦恼，那时的我们每天想的都是怎么能让那些淘气的
孩子在课堂上安分，能够在课堂上安静下来以不打扰其他孩
子们上课，下课怎么调节孩子们之间的打闹・・・又有谁会
知道是他们带给我们最多的回忆，让我在烦躁的时候想起他
们的时候是笑着的，这个假期很漫长，时而就会翻开手机看
看他们的照片，很怀念，真的很怀念他们。记得班会的时候，
我们都给孩子们做了寄语，我们与孩子们合唱相亲相爱的一
家人，我很没出息的第一个哭了，有个小女孩跟我们
说：“老师，我不想让你们走。”我们抱在一起哭，老师舍
不得你们，你们在这里，我们的情就留在了这里。离开的那
一天，我没有哭，姐姐说那是因为没有孩子来送你，我笑了，
还好他们没有来，我们不可能永远留在这里，既然我们的选
择是离开，就别再有那么多的负担吧。不知道这个假期这些
孩子们过的怎么样，那些淘气的孩子给我们起过很多外号，
现在想起才知道那些难听的外号我是多么的想再一次听他们
甜甜的叫起。也许我们不会再去三角小学，我感谢他们带给



我这些甜美，没有这些美好我想我始终不会明白那是怎样的
情感，怎样的留恋。

下乡的几天每天的工作都是重复的，半天在校支教，半天到
村里进行调研。调研的工作我是比较薄弱的，怎么说呢，也
算是不太会与村民进行沟通吧。与村民的交流过程中也是五
花八门，千奇百怪的，这其中也有很多好笑的事情发生。一
开始我的调研很拘谨，有很多想要从村民那里得知的信息不
能直接向村民提出来，而我就是那么直直的`给问了出来，整
的气氛蛮尴尬的。村里家家户户都有狗，我们的到来狗狗们
貌似都不太欢迎，汪汪地冲我们大叫，而且都是来势冲冲，
全心全意的保卫着家里的安全。宁哥曾经说过男生是用来干
什么的，是来为女生保驾护航的，挡车挡狗都是男同胞们的
工作。确实男生们任务艰巨啊，狗狗们个个身体强壮，丝毫
没有退让，尤其是它们的叫声着实是让我们害怕。三角村的
村民听说我们到学校里给孩子们免费讲课，都很友好的接待
我们，但是有的村民因为曾经受过骗不太相信我们，我们怎
么向他们表明我们的好意他们也不肯接受，那时的调研确实
艰难，即使我们有被村民赶出来，我们也要坚持下去。调研
的时候我们最喜欢的是能够进屋里与村民聊天，最起码在屋
内很温暖不用在外面冻着，顺便走了很久可以歇歇脚，好事
有时候也会成为困扰。就是因为屋里太温暖，聊着聊着就容
易犯困。记得有一次和聪哥出去调研，被一位叔叔请进屋内
聊天，聪哥看我不太会说就帮我与叔叔聊天，坐在暖和和的
炕头上听着听着我就睡着了・・・如果哥不跟我说话估计我
还能睡很久。说出来有点不好哈，毕竟偷懒不是什么好事，
嘿嘿，下不为例。

三下乡支教工作总结报告篇六

总结是对某一阶段的工作、学习或思想中的经验或情况进行
分析研究的书面材料，它能够使头脑更加清醒，目标更加明
确，为此我们要做好回顾，写好总结。你所见过的总结应该



是什么样的？以下是小编精心整理的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支
教工作总结，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十天的时间很短，下乡的故事，谈不上刻骨铭心，但也耐人
寻味。犯错过，内疚过，惊喜过，欣慰过，高兴过。这一趟，
值了。

我们是来下乡的，不是来度假的

抱怨过十一个钟头车途劳累，抱怨过微黄中泛着沉淀的自来
水，抱怨过宿舍中密度接近空气的蚊子……无聊中，我们尽
情地在扑克中挥洒青春，我们在猜疑中一次次杀人又一次次
被杀…..抱怨，玩乐，偶尔为之，人之常情，但并非一种下
乡生活的态度，脑海中常常浮现的句子：我们是来下乡的，
不是来度假的。艰苦奋斗，有点高度来说是完成每一项事业
都不能缺少的品质，况且，宽敞的宿舍，美味的食品，上天
正以另一种形式向我们展现他的仁慈。谈不上极其艰苦，但
是还是需要奋斗。抱怨时，想一想，与其花一分钟抱怨，不
如花一分钟想想怎样使明天过的有意义。无聊时，不单单那
五十多张扑克可以赶走时间，及时定格自己的回忆，是一件
更美好的事。

教学技巧在讲台中成长

体谅是师生联通80后和90后的桥梁

队友间的互助是最及时的力量

二十三个人不算多，但是团结的力量足以令人震撼。什么时
候的需要，都会有人伸出手，大半个队伍的成员都到支教组
客串了不少课程，游园活动没有其他小组的支持绝对搞不起，
文艺汇演文艺组不可能来一个写实版三个人一台戏。一切皆
因我们是一家人，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支持力量也许不大，
但绝对会是最及时的支援，足以使我们昂首迈过雄关漫道。



平凡到被忽略的亲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