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了解到，除了正常的教学
工作外，李若晴还负责学校的红领巾
广播站和汉语经典诵读社团，先后培
养了 100 多名小播音员。她记得第
一次带孩子们走进广播站时，孩子们
脸上洋溢着期待和欣喜。虽然准备
的稿子有些难度，但第二天打开话
筒，孩子们却是一气呵成，只是播读
完毕时手心里全是汗。她看到孩子
们的稿子上密密麻麻全是拼音，稿纸
都磨得起了毛边，一看就知道孩子们
翻看了很多次。

其间，李若晴还带着 32 个孩子经
过一个月的排练，参加了共和县举办
的首届“书香润共和 阅享展风采”朗
诵大赛，并获得二等奖。

受共和县融媒体中心的邀请，李
若晴还在中国旅游日作为旅游推介
官出镜当地宣传片展现魅力共和，介
绍了青海湖、黑马河等景点。当她说
完“欢迎大家来到共和”时，意识到自
己已将“他乡”当作了“故乡”。

今年 6 月，李若晴带着礼物回到
了曲让村。当她刚看到学生赵成玥的

身影，立刻飞奔过去拥抱在一起。赵
成玥开心极了，一直抓着李若晴的手
不愿松开，她告诉记者：“李老师像我
生命的一束光，我一定要努力学习，像
李老师一样，考上好的大学。等大学
毕业后，我也要回到家乡教书。”

李若晴告诉记者，接下来自己将
在 河 北 大 学 完 成 研 究 生 阶 段 的 学
业，今后会继续和青海的孩子们联
系，“遇见孩子们是我的幸运，希望
他们不管在哪里，都有闪闪发光的
未来。” 据《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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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哭得“暴雨梨花”的女孩，又哭了
这次哭，是结束一年青海支教，舍不得那里的140多个孩子

还记得去年毕业季“暴雨梨花”般大哭的女孩李
若晴吗？当时她在视频里感谢18位老师和同学，讲
到动情之处痛哭不已，众多网友留言：“这是属于青
春的独家记忆啊！”时隔一年，李若晴结束了在青海
的支教工作。近日，她将支教经历分享到社交平台，
和学生们大哭告别的画面再一次令网友感动。过去
一年，李若晴先后拍摄了60条视频记录支教生活，
很多网友点赞：“感谢你来青海，常回家看看。”她告
诉记者：“这两次大哭带给我的回忆是不一样的。第
一次哭是舍不得大学里的朋友，舍不得离开大学的
舒适区；支教一年后再哭，是因为我舍不得那里的
140多个孩子。我跨越1700公里支教，发生了太多
故事，有太多留恋和感情。”

“一年的支教生活很快就结束啦，这
一年收获了很多，有太多的不舍。舍不
得共和县我们住了一年的小家，舍不得
倒淌河教会我爱人能力的孩子和给予我
们无数帮助支持的老师，舍不得每年10
月和4月的雪，舍不得暴雨后占据学校上
空的完整彩虹……”从青海执教学校返
回河北的高铁上，李若晴流着泪在清洁
袋上写下了过去一年的支教经历。

没过多久，就有网友到她的短视频账
号下留言：“在我朋友的座位上看到了。”

李若晴坦言，原以为乘客可能没有
翻看清洁袋的习惯，或者被保洁人员收
走，导致这封信石沉大海，“当自己的经
历被看见的时候很激动，感觉是一种奇
妙的缘分。”

李若晴今年23岁，本科就读于河北
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
业，曾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的志愿者。2022年10月，她在保研后成
为河北大学第 18 届研究生支教团的一
员，获得了前往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
共和县倒淌河镇民族寄宿制小学的支教
资格。去年毕业季，她在本科毕业论文
答辩后因拍摄了一段致谢18位老师和同
学的视频，当时情难自已，“暴雨梨花”般
的哭声也令众多网友泪奔：“这是属于青
春的独家记忆啊！”

2023年7月，李若晴和另外3位志愿
者乘坐T175次列车跨越1700公里来到
了青海。支教地倒淌河镇民族寄宿制小
学是一所以纯牧民为主的民族小学，位
于平均海拔 3300 米的地方。这里每年
10 月和 4 月都会下雪，从小生长在冀中
平原的李若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场
景。她虽然做好了准备，但还是没想到
夏天要穿羽绒服，“早上的风特别大，风
吹到脸上像刀子割过一样疼。”李若晴教
四年级的英语课和二年级的科学课，所
教的三个班级共有140多个孩子。

不久前，李若晴正式结束了支教工
作。离别当天，她和另外三名支教老师
从教学楼走向校门，全校师生站成两列
欢送。临近校门，四位同学给四位支教
老师献上了哈达。孩子们异口同声地喊
道：“老师，常回家看看，有机会一定要回
来。”

此刻，李若晴眼中的泪水再也止不
住了。看到孩子们稚嫩的脸庞，她突然
有了割舍不断的感情。

“我觉得这些孩子特别淳朴，能
够从他们眼里看到真诚的样子。过
去这一年，我不仅学会了很多生活技
能，还感受到更多温暖。”回忆起支教
过程中的难忘经历，李若晴依然泪流
满面。

过去一年，李若晴在短视频平台发
布了60条支教视频，记录了和孩子们的
日常生活，获得了500多万播放量。很
多网友点赞：“你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
事情，是很多孩子心中的太阳。”

刚到青海时，李若晴发现孩子们
口语表达不积极，对英语学习的掌握
比较薄弱，便在课堂上设计了评测
类、配音类等英语口语游戏，还让学
生看英语小短片。她在共和县塘格
木镇曲让村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七
彩假期”活动，利用专业所学组建了
播音兴趣班。赵成玥是这个班里的
12 个孩子之一，在她眼中，李若晴很

懂小孩子的心思，“我有不会的字，或
者哪个字没有写好，她都会耐心教
我，还鼓励我要好好学习。”每天放学
后，李若晴会把孩子们送回家，即使
家长去放羊了，也会把孩子交到家长
手中。

课堂上，李若晴询问孩子喜欢什
么颜色，大家说出了蓝、紫、红等各种
各样的颜色。李若晴对孩子们说：

“我喜欢蓝色，因为我觉得蓝色是青
海湖的颜色。”后来，她意外收到很多
蓝色小礼物，孩子们用纸叠成小花，
再用水彩笔涂成蓝色。李若晴才明
白，原来自己随口说的一句话已经印
在了孩子们心中。

秀力南杰今年 12 岁，跟着李若晴
学了近半年英语，却没有在课堂上说
过一句话。经了解，李若晴得知秀力
南杰因为英语成绩不好，又是面对陌
生老师，所以不敢在课堂上说话。李

若晴就主动找秀力南杰聊天，写评语
鼓励这孩子。今年春季学期，秀力南
杰变得喜欢在课堂上积极发言，虽然
回答不一定对，但能看出在慢慢进
步。李若晴让孩子们把梦想写到纸
条上，秀力南杰写下了“我的梦想是
当老师，因为老师李若晴是我们的老
师”。这句话被涂改了 8 处，但让李
若晴感到很温暖。

12 岁的多杰奔是一个外向的男
孩。有一天，他主动说：“老师，我是
咱们班的足球第二名。”在后来的接
触过程中，李若晴发现多杰奔经常不
吃午饭就去踢足球，还发现学校里有
很多这样喜欢运动的孩子。于是，她
结合自己冬奥会的志愿服务经历为
孩子们办了一期冬奥宣讲，邀请了一
位冬残奥会的冠军分享故事，“宣讲
结束后，很多孩子都有了参加体育比
赛的梦想。”

指导孩子获得朗诵比赛二等奖 受邀成为当地旅游推介官

随支教团青海支教一年
舍不得教过的140多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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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若晴在毕业答辩后痛哭致谢。视频截图 右侧的孩子为秀力南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