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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体育支教志愿服务在山西、内蒙

古、吉林、江西、湖北、四川、贵州、陕西、甘肃等

地的中小学校开展。活动围绕体育教学和训

练、体育师资培训、科学健身普及等方面展开

工作。支教志愿服务通过搭建基层实践平台，

引导大学生志愿者深入基层中小学校，助力解

决学校体育师资不足问题，帮助青少年在体育

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

志，同时也让参与体育支教的志愿者们在这段

难得的经历中收获成长与感悟。

山西
2024年山西省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活动采

取“4+X”模式，选取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

中北大学、山西师范大学和大同大学作为高校

志愿服务院校，同时将体育支教服务活动时间

由半年扩展到全年，服务县区由2023年的3市4

县扩展到全省11市12县。全年共到70所中小学

校开展体育支教工作，涉及足球、篮球、排球、

田径、武术、健美操、跆拳道等9个专项，并组织

“体育明星进校园”活动，邀请了包括摔跤、射

击、击剑、篮球、武术五个项目的明星运动员，

走进校园与青少年学生展开互动交流。

太原理工大学志愿者郭晶晶在支教中，发

挥自己的专项特长，在支教学校组建了一支啦

啦操队。“啦啦操作为一种充满活力和团队精

神的运动，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身体素质，更培

养了他们的协作能力和自信心。每当看到学生

们在课余时间积极投入到啦啦操学习中，我的

内心就充满了骄傲和感动。”郭晶晶说，“组建

和指导这支啦啦操队不仅丰富了我的教学经

历，也让我更加坚信体育教育在塑造学生品格

和能力方面的巨大作用。这些经历和收获，是

我作为支教老师最宝贵的记忆。看着学生们在

舞台上绽放光彩，我知道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

的。”

对于支教志愿者们来说，支教过程中的很

多场景都成为难忘的回忆，深深印刻在他们的

脑海中。中北大学支教志愿者金宇彤说：“在一

次花样跳绳训练课上，我发现一个一年级的小

男孩协调性不是很好，在跳绳过程中屡次被绊

倒，但他却始终笑容满面，眼中闪烁着坚定的

光芒。他的执着与热爱，让我深受感动。学校里

还有很多像他一样的孩子，让我看到了孩子们

对体育的纯粹向往，也明白了体育精神的真

谛———永不言弃。这段经历让我更加珍惜自己

所学，也让我明确了未来努力的方向。”

内蒙古
2024年内蒙古自治区体育支教志愿服务

工作围绕“健康第一”的目标，致力于培养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不仅为支教学生提供

物质上的帮助，还提供精神上的陪伴，让越来

越多的孩子跑起来、动起来、跳起来。内蒙古民

族大学、包头师范学院和天津体育学院参与内

蒙古支教志愿服务。

包头师范学院志愿者胡东旭在内蒙古五

原县第四小学支教，也在当地引领起体育课堂

新风尚。他专业的体育知识和热情的教学风

格，迅速赢得了学生们的喜爱。“我深知课本知

识与实际教学之间的差别，因此在支教过程

中，不断尝试新的教学方法，力求将理论知识

与实际操作相结合，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

中学习体育知识。”通过这次支教活动，胡东旭

不仅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也深刻领悟到了

如何上好让学生们都感兴趣的体育课。他表

示，未来将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为

乡村体育教育贡献力量。

“如果说青春是一场意义非凡的旅行，那

么支教便是我旅程中最绚烂的风景。”天津体

育学院支教志愿者丁力海说。怀揣着对教育事

业的热忱与对塞北的向往，这次支教之旅让他

有了全新感受。“原以为我的目的地是普通中

小学，教学对象也是以兴趣和健身为目的的中

小学生，但机缘巧合之下，我来到了一所以训

练为日常、以升学为目标的体育学校。这段特

别的支教经历，让我的人生经历更加丰富，也

让我和同学们有了更多的共同话题和感同身

受。每当队员们有了进步，哪怕是跑步快了零

点几秒，我们都会激动地攥拳、欢呼，感觉我们

所有的努力与付出都得到了回报。”

吉林
“我的目标很简单，希望通过我的教学让

这里的孩子更好地了解足球运动，感受运动带

来的快乐，同时培养他们的团队协作、坚韧不

拔等精神。”吉林体育学院支教志愿者王羽说。

2024年吉林省首次成为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支教试点省份，体育支教志愿服务活动在全

省范围内有序展开。

回首三个月的支教生活，王羽在吉林省安

图县两江镇小学不仅见证了孩子们对足球的

热爱与执着，看到了孩子们的成长和进步，也

深刻体会到了作为一名支教老师的责任与使

命，感受到了自己在教学中的成长和变化。他

说：“对于很多偏远地区的孩子们来说，足球或

许是他们通往外面世界的一扇窗，我希望能够

成为他们打开这扇窗的引路人。这次经历也让

我更加坚定了支教的信念和决心，希望能够继

续为这里的孩子带来知识和快乐。”

吉林体育学院支教志愿者郝佺认为，支教

经历已成为他人生中一笔无比珍贵的财富。

“支教让我深刻领悟到教育的真谛与价值，更

让我见证了体育的种子如何在孩子们心中生

根发芽、茁壮成长，让我看到了体育在不同环

境下的无限可能，也让我深刻理解了教育的多

元性与重要性。我将带着这些宝贵的经验和回

忆，继续在体育教育的道路上前行，为更多孩

子的健康成长和梦想实现贡献自己的力量。”

吉林体育学院支教志愿者刘骁民也说，支

教是一场“双向奔赴”。“我不仅是他们的老师，

更是他们的朋友。我分享自己的成长经历，鼓

励他们勇敢追梦。我给予孩子们知识与陪伴，

他们回馈我无尽的温暖与感动，让我更加明确

自己的责任与担当。未来，我愿带着这份宝贵

的经历继续前行，为更多孩子点亮希望之灯。”

江西
2024年江西体育支教志愿团由江西财经

大学、景德镇陶瓷大学、新余学院、赣南师范大

学、宜春学院招募的在读优秀本科生、研究生

及博士生组成，覆盖南昌市、赣州市、景德镇

市、宜春市、新余市5地，服务34所中小学，全年

体育支教服务覆盖43474人，开展了篮球、足

球、羽毛球、排球、乒乓球、健美操、武术等十多

个体育项目的教学和训练。

赣南师范大学支教志愿者刘响说，支教经

历让她深刻认识到教育的重要与责任。“阳明

中学的学生们普遍来自农村家庭，他们对知识

和体育活动的渴望令我感动。许多学生对体育

课充满期待，特别是对集体项目和团队体育活

动，他们总是充满热情。在与学生相处过程中，

我给他们传授体育技能，也从他们身上学到了

很多，他们的纯真、坚韧和团队精神让我深受

启发。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更加体会到作为一

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教育不仅仅是教书，更

是育人，是通过一个个具体的行动来影响孩子

们的成长。”

江西财经大学支教志愿者周毅豪也说，

支教是一段充满挑战与感动的旅程。

“在赣南这片土地上，我希望

用自己的微薄之力，

为孩子们点

燃希

望的火种。虽然支教时间有

限，但我相信，这段经历将成为人生中最宝贵

的财富，也会激励我在未来的道路上继续前

行。”

“在开展教学活动方面，我会因材施教，根

据孩子们的实际情况与兴趣爱好设计体育活

动。同时我还在课堂上引入了趣味性的体育游

戏与竞赛，让孩子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

体育知识，提升运动技能。”来自新余学院的志

愿者廖万胜今年在新余市姚圩小学进行体育

支教，这段经历对他而言是一段难忘且充满意

义的时光。

湖北
2024年湖北在全省9所高校和部分体校招

募优秀志愿者，深入16个市州的37个县（市、

区），到292所基层中小学校开展“千师百校”体

育支教行动。各地体育教育部门齐心协力，高

效组建支教团队，深入基层中小学开展体育教

学训练、体育思政教育、学校体育赛事活动、体

育明星校园行、体质健康干预等活动。

对武汉体育学院支教志愿者宾依依而言，

支教不仅是一次实践历练，更是一场心灵洗

礼，让她深刻体会到教育的力量与体育的精

神。“在鄂州二中最大的收获莫过于教学相长，

在指导学生进行体育锻炼的同时，我也在不断

地学习如何更好地沟通、如何激发学生的内在

动力。与当地教师的交流也让我受益匪浅，他

们丰富的教学经验和对学生深沉的爱，让我对

教育事业有了更深的理解和敬畏。支教教会了

我如何用爱与责任去影响每一个年轻的生命，

如何在他们心中种下体育的种子。”

“得知可以去支教的时候，一种使命感油然

而生，我知道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自己将肩负

重任，为这里的孩子带去知识与希望。”武汉体育

学院志愿者桑泽东说。带着这份决心，桑泽东开

始了自己的支教生涯，他在沙洋县职教中心经历

了汗水、欢笑、紧张和欣慰。“作为老师，我不仅传

授着体育知识与技能，更在守护着这些孩子的成

长。每一次早训的陪伴、每一场战术的剖析、每一

回宿舍的谈心、每一次赛场的援持，都让我与学

生们的心贴得更近。我见证了他们在球技上的进

步，看到了班级凝聚力的提升，也感受到自己的

成长。这份支教经历，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财富，

它让我懂得教育的真谛在于用爱与专业，为学生

点亮前行的灯。我愿在这条路上，继续坚定地走

下去，为更多孩子的梦想助力。”

四川
今年四川省体育局在成都体育学院、西昌

学院、四川民族学院、四川体育职业学院4所高

校，选派了100名支教志愿者前往凉山彝族自

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开展体育支教活动。在

支教过程中，志愿者们不仅传授了专业的体育

知识与技能，还引入了多样化的体育项目，极

大地丰富了孩子们的体育生活，激发了他们对

体育的浓厚兴趣与热爱。

支教为山区孩子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看

到了更广阔的世界。这是来自西昌学院体育学

院支教志愿者赵夏恒的感受。支教期间，他发

现这里的很多同学对大山外面的世界非常向

往。“每次在体育课教学内容完成之后，我都会

坐下和同学们聊天，了解他们的生活、

学习及家庭情况，每节课我都

会为孩子们讲述我所

到过的城市，

拿出

手机给

他们分享外面世界的多姿多彩。我与我的学生

们无话不谈，我把自己想象成他们的哥哥，与

他们亲切交流。”真诚是相互的，赵夏恒喜欢他

的学生，学生们也很喜欢他。“他们会在我搬运

体育器材的时候争先恐后地帮忙，会教我彝文

祝福语，还给我分享他们的糖果，他们的天真

与真诚让我感到开心与感动。”

“虽然支教学校所在地生活不是那么方

便，但是通过与学生、老师的朝夕相处，我的生

活充实而丰满。”四川体育职业学院支教志愿

者崔慧说，在盐源县政府街小学的支教生活

中，她体会到了更多的快乐与激情，“让我感觉

自己能做的事情有很多。”

贵州
“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贵州的自然

条件决定了学校想要拥有一片面积较大的体

育场地极其不易，更困难的是缺少带领孩子们

踢足球、打篮球和参加各项体育活动的老师。

从2021年开始，国家体育总局体育支教志愿服

务选派了一批又一批的支教志愿者来到贵州，

不仅带来了专业的体育教学技能，也点燃了这

里同学们参与体育运动的热情。

贵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支教志愿者

胡小琴说：“在教学过程中，我从孩子们身上收

获了无尽的感动。印象尤为深刻的是，一位小

男孩在足球比赛中，即使面对比他高大的对

手，也毫不畏惧，奋力奔跑、射门，那股子拼搏

劲儿让我看到了体育精神在孩子们心中萌

芽。”回顾支教以来的工作表现，她表示，能够

赢得学生的喜爱、同事的认可，得到受援学校

的肯定，对她来说是莫大的安慰。

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支教志愿者南雄伟

也表示，参加支教志愿服务以来，最大的收获

是“理解了为什么说把教学方法留下来更加重

要”。“我们在这里支教了16周时间，会着重开

展这里没有的课程，比如篮球、足球的专项技

术训练，还带来了专业的教学方案、先进的教

学方法和理念，通过和当地教师之间的交流及

培训，让这些教学成果可以留在当地，惠及更

多学生。”南雄伟认为，体育支教老师的到来给

孩子们带来了更加丰富的视野，“在课间，孩子

经常找我交流，我也会毫无保留地把我知道的

东西告诉他们。比如奥运会是什么？外面的足

球怎么样？孩子们非常愿意提问，也充满了对

知识的渴望，这都感染着我们这些支教老师，

愿意用爱心为帆、专业为舵，带着孩子们一起

驶向更美好的未来。”

陕西
陕西省体育支教志愿服务队进入支教服

务学校后，紧紧围绕“十个助推”战略部署和

“十个结合”实践方针，有序展开工作。一年来

共派出了8所高校的百余名优秀研究生和高年

级本科生作为支教志愿者，前往陕西省10个县

区的96所中小学支教点开展志愿服务

工作。通过多彩体育活动、劳动

实践、专题理论知识宣

讲，引导儿童青

少年走

出教室、走向操场、走进阳光。

在西安体育学院支教志愿者高格看来，体

育支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它不仅能够

传播体育知识，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还能培

养他们的团队精神、拼搏精神和意志力。“在这

段经历中，我收获了无数感动、成长与思考。体

育支教不仅是我在传授知识，孩子们也教会了

我很多。他们在艰苦环境中依然乐观向上，对

生活热爱，对他人友善，这些都让我反思自己

的生活态度。”不仅如此，体育支教还让他深刻

体会到了教师职业的崇高和责任重大，“将是

我人生中一段璀璨的旅程。”

宝鸡文理学院志愿者杨俊英在支教过程

中，主要负责太白县咀头小学三到六年级学生

的篮球课及三跳训练队的训练工作。他说：“通

过这段时间的支教，我不仅教会了孩子们体育

知识和技能，也让他们感受到了体育的魅力和

乐趣。”作为一所篮球特色校，篮球操是太白县

咀头小学全体学生都要参与的一项活动。支教

期间，杨俊英也利用课余时间，精心编排了一

套适合孩子们的篮球操。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

好地掌握篮球操的动作和节奏，他耐心地指导

每个动作要领和细节，经过一段时间的练习，

孩子们的篮球操水平有了很大的提升，大家在

操场上整齐划一地做篮球操，也成为学校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甘肃
“没关系，我不怕吃苦！”北京体育大学支

教志愿者刘怡然还记得自己报名参加支教活

动时，辅导员说支教地区条件会比较艰苦，她

这样坚定地回答。也正是这份坚持与坚定，让

她拥有了一段不同的经历。“在与孩子们相处

的日子里，我见证了他们的成长与进步。从最

初的羞涩与胆怯，到后来的勇敢与自信，他们

的每一次进步都让我感到无比欣慰，也让我更

加清晰地认识到教育不仅是灌输知识，更是点

燃希望、照亮未来的过程。每一个孩子都是一

颗璀璨的星星，只要我们用心去呵护、去引导，

他们就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这段经历将

成为我人生中宝贵的财富，激励我在未来的道

路上不断前行、不断成长。”

在甘肃省积石山县参与支教工作，让很多

来自北京体育大学的志愿者都对教育有了深

刻体会，感受到了与孩子们共同成长的喜悦和

成就。在积石中学支教的志愿者王开毅在教学

过程中，遇到了不少挑战。“孩子们的基础参差

不齐，教学进度难以统一。我尝试采用个性化

的教学方法，对学习较慢的孩子耐心辅导，给

学有余力的孩子拓展知识。当看到他们一点点

进步，我心中满是欣慰。”王开毅记得有个原本

内向的小男孩，在他的不断鼓励下，终于开始

在课堂上勇敢回答问题，“那一刻，我觉得所有

的努力都值得。”除了学习，王开毅也努力丰富

孩子们的课余生活，带他们参与各种体育活

动。他说，看到孩子们在操场上欢笑玩耍，仿佛

看到了一颗颗充满希望的种子在发芽。“支教

经历，让我们懂得了奉献的快乐，也更加珍

惜自己所拥有的。期待更多的人关注

这里，让这片土地上的孩子们

拥有更加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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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支教为乡村孩子铺就成长“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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