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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健康课结束后，忻元华要前往喜德县欣欣小学上一堂

科学实验课，他建议妻子返回住所休息，滕崇坚持要同去。

滕崇告诉记者，为了能尽快上这“第一堂课”，5 月 16 日凌

晨，忻元华还在测试实验设备。

到了目的地，忻元华先是动手“改造”了教室，他用八九张课

桌围成了一个圈，并把其余桌椅挪到了教室外面，“这样可以腾

出最大的空间，让更多学生能来听课”。

忻元华告诉记者，实验是对理论最好的诠释，他要让

学生们亲眼见到书本中的知识变为现实，这种现场感是

看多少个视频都体会不到的，“我们既然来了，就一定

要多上课，而且还要在一堂课中尽可能多地展示几

个实验，希望每个学生都有机会看到。”

他为这堂课准备了十多个实验，涉及力、热、

光、电等多个知识单元。

在第一个实验中，忻元华拿出了一根特制吸管

和一个乒乓球，他问在场的学生，如何用吸管吸住乒

乓球？有学生答，只要吸管够粗，嘴巴够大，就能吸

住乒乓球。

哄堂大笑中，忻元华说，他就要拿这一根细的吸管吸

住乒乓球。只见他把球牢牢贴在吸管下方的塑料底座上，

深吸一口气后快速吹进管里，松手后，乒乓球果然纹丝不动。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气压相关的原理，空气流速越大，气压

越低，所以乒乓球从下方被‘托’住了。”忻元华说，“这也是飞机

为什么能飞上天的原因，你们每个人将来都有机会坐飞机，到那

个时候可以再想想我的这堂课。”

在接下来的半个多小时里，镁粉燃烧、气球火箭、电磁转换

等有趣的实验一一出现在讲台上，其中，像是放爆竹般的“可燃

气爆炸”是最受学生们欢迎的实验，一共“返场”了4次。

忻元华告诉记者，这个实验的原理解释起来就一句话：把酒

精和空气混合后产生爆炸。“但就是这一句话的原理，我反反复

复测试了两年。在保证安全的同时又要让实验出彩，混合比和

用量都要精准把控。”

45分钟的课在学生们的惊呼和鼓掌中很快就过去了。记者

注意到，在这堂科学课中，占比最大的是气压和气流相关的实

验。

“火箭升空靠的是巨大的反推力，这就是这类实验最典型

的实际应用。”忻元华告诉记者，“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离喜德

很近，这里的大部分同学都在电视里见过火箭发射，我想用实

验告诉他们火箭为什么能升天，把科学的种子种在他们心

里。”

钱报记者是第一次来大凉山，也是第一次听忻元华和滕崇

的课。这两堂课，一堂教的是万物法则，另一堂则直击人心，也

许在这支支教队伍以及今后更多志愿者的影响下，我们能在大

山深处种下更多东西，关乎成长和心灵，也关乎未来和梦想。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不远处，“魔法爷爷”展示火箭升空的秘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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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山里的“魔法课”
最受欢迎的实验“返场”4次

喜德是一座被群山环抱的小城，河谷平坝面积极小。在这

儿，无论人们住在何方，清晨看到的第一缕阳光都会从大山背后

升起。

8点，太阳才在山峰上露了个尖，滕崇就已在喜德中学的阶

梯教室外等候，半个小时后，她将为近200名中学生上一堂心

理健康课。课件是早就备好的，主题是“做最好的自己”。

滕崇是一名专业的心理老师，退休后被某中学返聘，继

续在校园里为大家排忧解难，在宁波工作期间，曾帮助过一

万余名学生。

“山区留守儿童多，单亲家庭和孤儿不在少数，到了中学

这个阶段，他们也会开始憧憬未来，这些孩子普遍不甘于现

状，但又缺乏信心。”滕崇说，“我选择这个课题就是要鼓励他们

勇于走出大山，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再回来反哺家乡。”

20分钟后，学生们陆陆续续到了，滕崇拿起话筒准备开始上

课。

讲台下的滕崇是一个温和的奶奶，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但当

她站上讲台后就像是换了一个人，一堂45分钟的课，滕崇全程情

绪饱满，语调激昂。

课堂上，滕崇不断向学生们抛去问题，“学习上遇到了哪些困

难？”“你对未来有什么看法？”在听到学生们的心声后，滕崇拿出

了数个心理干预成功的案例，“这些孩子曾经也迷茫过，不自信甚

至是自卑，但现在他们都走向了高等学府。”

课后，滕崇告诉记者，她是在 2019 年，也就是忻元华踏上支

教之路的四年后来到大山里的。起初，她是担心丈夫的身体情

况，想要陪伴在旁，可走过的学校越多，她越是发现大山里的学校

和宁波的学校大不同。

“大山能阻隔道路，也能阻隔情感，这里不仅是学生有大量的

心理咨询需求，年轻的老师们也会向我哭诉工作生活的种种不

易。”滕崇说，“在这个时候，我必须走上讲台，告诉那些可爱的孩

子和老师们，如何保持一个健康的心态。”

在那以后，只要去支教，滕崇会每天上满四节心理健康课。

她觉得，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座宝藏，只不过有一些被埋得比较

深，而心理老师就是那个挖宝人，“上的课越多，就有可能帮到更

多的人”。

除了大课堂，滕崇还在上几次支教中联合宁波爱心人士和

12 名学生结对，为他们解开心结，提供助学金。这次在喜德中

学，滕崇也和其中几位孩子相约。

见面时，他们都给了彼此一个大大的拥抱。

在场的一名学生说，他的成绩在提高，他没有辜负滕老师的

爱，也没有让远在宁波的资助人失望。

大山深处孩子们的心事，“知心奶奶”成了最好的倾听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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