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百仁支教计划项目报告

（报告周期：2022 年 8 月-2023 年 8 月）

一、项目简介

经过几年的不懈探索，百仁慈爱自 2018 年正式开展长期支教项目，志愿者均

通过社会公开招募、选拔、培训、考核合格后上岗，通过“一年轮换制”，输送

志愿者到西部边疆少数民族边远地区开展长期支教工作，为教育资源匮乏地区提

供持续稳定的师资力量。针对边远地区留守儿童的特点，志愿者们不仅是老师，

更是孩子们生活中的大哥哥大姐姐，给予孩子们温暖的关爱。他们在教授基础教

育大纲规定课程外，还开展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

百仁慈爱长期支教的意义，于山区孩子们而言，是在志愿者老师们的守护和陪伴

下，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及健全人格的养成；于年轻的志愿者们而言，

是在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去祖国边疆感受并参与真实的乡村教育，是对自我的一

次再教育，即“支教一年，自教一生”；于百仁慈爱而言，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用公益集合大家的善心、智慧和资源，为助力边疆乡村教育均衡发展做出我们力

所能及的贡献。

数年来，百仁慈爱长期支教项目在西部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扎根，先后累计派遣百

余名优秀青年志愿者前往湘、滇、黔三省偏远地区的 30 余所乡村学校任教，

并协助改善学校教学和生活设施，让 10000 余名乡村学生直接受益，成为当地

教育部门的优质合作伙伴。



二、项目目标

补充师资，缓解当地学校教育压力；

为当地学校输送专业的青年教师，提高教学水平；

探索适合当地乡村孩子的教育方法。

二、项目发展路径

2016-2017 年开展两次短期支教，了解到当地的教育问题主要集中在严重

缺乏师资。当地学校反馈需要一年及以上时间，相对稳定的师资力量加入。经理

事会商议，策划筹备 2018 年的长期支教项目。从 18 年至今百仁慈爱一直坚持

通过长期支教项目探索找到适合乡村的教育发展模式。

四、项目对象与周期

项目对象：项目区域内覆盖的乡村小学中 1-6 年级儿童

过程对象：百仁慈爱全部支教志愿者和部分当地教师

合作伙伴：各区域教育局、乡村学校、相关公益机构、爱心企业和培训师

项目周期：2022 年 8 月-2023 年 8 月

2016.8-2018.8
短期支教向长期支教

转型的探索

2018.8-2023.8
通过长期支教项目探索

找到适合乡村的教育
发展模式



五、项目进展报告

招募：

2022-2023 年度的志愿者招募，完成人数和质量的目标，并严格执行，对

于学历年龄、经验、教学资质、人品性格等多方面进行把关，总体水平较好。

招募渠道分为线上和线下，以线上为主。线上招募渠道有公益网站，如中华

支教网、志愿北京等；招聘网站，如云南招聘网、红河直聘、应届生求职网、教

师招聘网等；自媒体，如抖音、b 站、小红书、公众号等。线下招募渠道有高校

招聘会，高校宣讲会等。定期查看招聘网站上收到的简历。对于基本条件符合要

求的，邮件发送【支教项目报名链接】，邀请其填写申请表（为了统一内容和入

口，便于管理）。对于基本条件不符合要求的，邮件发送【项目申请反馈】。有

条件的情况下可前往高校招募，现场给报名链接。

2022 年招募从 2 月份开始到 7 月份截止，从表中可以看出申请人数大体呈

先上升后减少趋势。申请人数在 2 月份和 7 月份相对较少，原因是 2 月份刚进

入招募预热阶段，7 月份已接近招募尾声。3、4 月份申请人数基本持平，6 月份

为申请人数的最高峰，原因为正值毕业季，应届生申请人数较多。由表格可以看

出 2022 年百仁支教项目总申请人数为 955 人，笔试总人数为 576 人，面试总

人数为 295 人，预录取人数为 45 人，报道人数为 29 人，最终通过考核上岗人

数为 26 人。申请表通过率约为 60.31%，笔试通过率约为 51.21%，面试通过

率约为 15.25%，报道率为 64.44%，考核通过率为 89.65%。

时间 申请人数 笔试人数 面试人数

2 月 45 28 16



3 月 146 87 53

4 月 112 65 47

5 月 231 141 71

6 月 367 223 82

7 月 54 32 26

总计 955 576 295

本学年共有志愿者 44 人，其中女生 31 人、男生 13 人，新志愿者 26 人、

留任 18 人。在年龄方面，平均年龄 25 周岁，90 后 42 人、00 后 2 人。在学历

方面，本科 41 人、研究生 3 人。

培训：

2022 年岗前培训时长为 22 天，课程设置方面由浅入深、层层递进。课程

从开始的团建活动，帮助新志愿者快速熟悉环境和同伴。到体验式教学、自然教

育帮助志愿者拓宽教学方式，了解平时接触不多或根本就没有接触过的一种新的

教学模式。急救培训课程帮助志愿者提高急救能力，到学校后遇到突发情况能冷

静应对。儿童阅读、儿童美育、特殊儿童教育、班级文化建设等人文课程帮助志

愿者在上必要课程之外开展一些活动。同时还邀请百仁校友、优秀乡村教师、校

长来分享乡村教育案例，让志愿者提前了解乡村儿童和乡村教育。接着设置语数

英科等学科课程名师讲解，每科课程结束后让志愿者实战演练，提高志愿者的教

学水平。在充实的培训学习中，还不忘锻炼志愿者的体魄，毕竟我们要到偏远山

区支教，环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恶劣，以前也有志愿者出现到学校后无法适应环

境，水土不服的情况。培训最后设置考核环节，从朗诵、演讲、板书设计、汉字



笔顺、教案、学科教学等方面进行全面考核。在考核结束后会为大家详细介绍各

项目学校，提前告知各学校的各方面真实情况，如学校的环境、生活是否便利，

在校老师的情况等。让大家心里提前有所准备，并根据自身情况选择合适的学校。

最后为大家介绍商业保险的情况，告诉大家理赔的步骤，一切介绍完毕后就正式

签约。

2022 年岗前培训课表如下：



2022 年岗前培训作息时间表如下：

支教志愿者情况介绍：

2022 年 8 月，百仁慈爱派遣 44 位支教志愿者分别前往云南省文山州麻栗

坡县，红河州红河县、金平县的，贵州省兴仁市 13 所乡村学校开展为期一年的

支教工作，其中小学 12 所、中学 1 所。支教期间，44 位支教志愿者与当地教

师进行教学研讨，分享创新观点、讨论教学案例，将已有经验和自身优势相结合，

为 1500 余人次乡村学生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课堂体验，通过电话、视频、家

访等方式，促进家校沟通，为学生与父母间的亲子关系带来积极影响。此外，支

教志愿者通过课余时间开展校园足球队、美术兴趣班、儿童之家等课外活动，充

实乡村留守儿童的课后时光，让孩子们远离手机游戏和短视频的诱惑，收获德智

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志愿者所在学校如下：

常规保障和支持：

在以往的基础上，增加留任志愿者的生活补贴， 提高保险的理赔额度，为

志愿者持续稳定的支教提供保障。每学期每名志愿者有 200 元的药费报销额度，

报销志愿者寒暑假回家车费，标准为高铁二等座。

教育创新活动的支持：

为志愿者开展特色活动，如科学实验课、扎染、鞋子 T 恤帆布袋 diy、剪纸、

AI 阅读、排球课等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对当地学校的影响:

学校硬件设施的补充：当地紧缺的物资，如课桌椅、图书、篮球架、打印机、

投影仪等。为当地教师提供线上、线下的培训机会，让当地教师感受到被关注，

同是也为他们提供更多教育尝试的支持和展示的平台。为校长提供帮手和有效支

持，促进学校形成更好的校风和教育氛围。



支教志愿者感想：

冉青艳：我所在的普角小学坐落在普角村的角角里，遥望着中越边境线，等待着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上面。在这里，我遇见了在大山里跑着长大的孩子。他们

喜欢踩着松香气息的泥土；试图去抓早间尚未消散的白雾；去享受拥抱风的感觉。

在这里，我遇见了扎根边疆努力成长的老师们。他们勤劳勇敢，踏实生活。

吴雨琪：有时候学习不好并不代表其他方面不好，有些学生学习的确是有些差，

但带他们做气球花和剪纸的时候，反而有些平时看起来不太机灵、学习不好的学

生做地是最快最好的。要抓住学生闪光点，用赞美和鼓励增强自信。



成果果：在来支教之前，我只是我自己，或者是依赖于父母的孩子。来支教后，

我成为了老师，我变成了学生的依靠，这份责任感和使命感让我不能轻易松懈。

我知道我要成为支持孩子们的力量，让他们成为更好的人。一年的支教生活，让

我变得更加坚强、独立、有耐心。学会了接纳和尊重。尊重他们的民族习俗和文

化传统，理解家长们受教育程度不高，在封闭环境下不得已局限的思想。

孙德宝：在云南支教的这一年让我感觉到人生的车轮在逐渐慢下来，我开始有时

间去展开自己的人生思考和想象，去享受慢生活带来的乐趣。在支教过程中，有

辛苦的付出，也有幸福的收获。感谢这一年的经历，让我对人生有了更多的思考，

支教带给我的记忆和感悟，是我人生中浓墨重彩的一笔，永久不可磨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