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我的异乡抗疫之路 

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王钧博 

 

起初在报名参与支教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太多，只是想了

解一下山区儿童的教育和生活情况，作为一名高职院校的辅导员，

我所接触的学生当中有很大一部分学生是来自山区农村，而我对

农村生活以及农村教育并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我想只有切身实地

的在山区小路上走一走，去触碰山间的泥土，去捧起河中山泉，

去拉着山区儿童的双手，去站在山区教室的三尺讲堂上，融入到

山区生活中，投身到山区教育中，才能真正感受到他们的童年，

从而更准确地去了解每一位来自农村大学生的心理，更好的担当

起大学辅导员的角色。而这些就是我参加支教工作的原因。 

本以为这次支教会非常顺利，从武汉转到重庆在直达彝良。

这一路上我并不孤单，因为我知道，有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

人放弃了舒适的生活，安逸的环境，放弃了过年与家人团聚的时

光，怀着一颗对教师职业的初心，对支教事业的热忱，从家乡出

发，不远千里来到彝良。没想到从我离开武汉的那天起，作为异

乡人的我，在云南的特别抗疫之旅由此展开。 

其实我们的支教生活的后半段一直被武汉疫情所笼罩着。刚

开始听到武汉出现疫情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太在意，直到相关部门



开始强调疫情严重性以及开始统计死亡人数的时候，我们这才意

识到这次的疫情恐怕会很难控制。作为武汉人的我第一时间就联

系了当地村委会，报告了我的情况，他们在了解情况后第一时间

就要求我们支教队伍不得离开支教点，而我们也开始有意识地避

开当地村民和学生，把自己隔离在家里。当时的我其实很害怕，

作为一个从武汉出发的人，害怕我自己已感染上肺炎，从而影响

到当地学生以及我的小伙伴，与他们保持好距离是我当时必须要

做的事。 

疫情爆发之后，全国各地陆续开始封城，我的支教小伙伴陆

续回家，只有我因为武汉封城只能留在支教点，后来又因为支教

点条件恶劣经常停电停水，支教负责人担心我一个人留在那比较

危险，把我带到县城。来到县城的第一件事，我就联系了当地县

政府，给他们汇报了我的情况。我知道以当时的情况，一个武汉

人的出现对当地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少恐慌。当地部门立

刻带我到县医院做检查，居委会也过来核查我的身份信息，最后

我被带到了隔离点进行隔离。很感谢彝良县委县政府以及彝良各

个部门的帮助和支持，我在云南没有受到任何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相反他们积极帮我解决隔离期间的各种问题，每天上午下午上门

给我监测体温，给我送各种蔬菜水果保障我的生活，我感受到了

云南人民的热情与信任，感受到了面对疫情政府的决心，感受到

了在面对大灾大难的时刻，人民与政府的凝聚力，所以我相信这

场战役我们必胜，中国必胜！ 



隔离期间因为担心山区孩子们受到影响，我会每天联系他们

的家长，向他们了解孩子的身体和学习情况。在此期间学校也督

促辅导员联系学生，确保学生安全并开始开展线上教学。在对每

一个学生情况了解之后，我发现我有两个学生因疫情滞留在武汉，

其中一个还有中度抑郁症。我把这一情况向学院进行反映，每天

关注他们的动向。对于那个有抑郁症的学生，我每天和她电话沟

通。有几次深夜她因为抑郁症发作大哭不已，我都是时刻与她进

行通话安抚她的情绪，联系她的家长，并让她每天早上和我发早

安信息，确保她的安全。 

在教学方面我承担了艺术设计学院两门线上课程，在没有电

脑没有相关书籍只有一部手机的情况下上课还是头一回。有困难

我就克服困难，没有电脑我就下载了腾讯会议、腾讯课堂、学习

通等等 APP 一个个试，看哪一个效果最佳。没有书籍就通过网上

搜集资料，进入各大专业论坛等等办法，想方设法上好课，做到

停课不停学。最后从他们的课堂作品中我可以看出，我的课程圆

满完成。 

4 月份，武汉结束封城。我第一时间返回武汉，并在第二天就

参与到了下沉社区服务的工作中，值班教学两不误。我深刻认识

到武汉疫情需要每个人的参与，只有共同抗疫、人人抗疫，我们

才能打赢这一场疫情阻击战。 

这次的异乡抗疫之路让我感受到了中国人民空前的凝聚力，

政府与人民手拉手心连心，共同抗击疫情，而这次的支教之路也



让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人民教师，一个支教老师所应该做的，这

让我想起了我参与支教的初衷，关心每一位学生才是我们最应该

做的。 

最后来一张我们艺术设计学院的院旗，祝我们我们学院越来

越好，祝生态学院越来越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