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彩未来支教项目评估报告（2024 年）

一、项目概述

1. 项目名称：七彩未来支教项目

2. 项目目标：本项目致力于通过引入优质素质教育资源及专业志愿者的教学

支持、在乡村小学开设音体美及其他有益社团活动的方式，做普惠的素质

教育启蒙，全面提升乡村地区教育质量，逐步弥合城乡教育差距，实现教

育公平。我们希望通过这一项目的实施，不仅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更培

养他们的综合素质，为乡村孩子们的未来打下坚实基础。

3. 项目周期：自 2021 年 9 月 1 日起至 2024 年 8 月 31 日止，为期三年，七彩

未来支教项目累计共有 46人次支教老师服务于 24所乡村小学，为 5600 余

名学生提供了约 30700 节课。在这三年的时间里，我们精心规划了每一阶

段的工作，确保项目能够有序推进，取得预期成效。项目目前仍在持续开

展当中。

4. 项目地点：重庆市城口县、酉阳县乡村小学。随着国家扶贫攻坚和精准扶

贫政策的落实，乡村小学校硬件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但由于地处偏远，

其艺体素质教育资源仍然较为匮乏，亟需外界援助。

5. 项目团队：由 3名项目专职和每学年 20名热心公益的志愿者组成，包括专

业慈善公益人士、经验丰富的教师、热心教育的大学生及社会各界爱心人

士。团队成员均具备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愿意为乡村教育事业贡献自

己的力量。



二、项目实施过程

1. 需求调研：项目启动之初，项目专职团队通过问卷调查、实地走访及与校

方、家长的深入访谈，全面掌握项目地乡村学校的教育现状、学生需求及

家庭背景，为后续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奠定基础。我们了解到，项目地乡

村孩子普遍先天资源比城市更为匮乏，内卷乏力，升学竞争力不足；乡村

小学艺体老师严重缺乏，大多数在岗老师擅长语、数主科教学，学生获得

兴趣培养、艺术熏陶机会较少；由于经济发展滞后，当地居民大多外出务

工，导致当地留守儿童、单亲儿童、重组家庭儿童占比极高，亟需针对性

的帮扶支持。



2. 项目方案制定：根据实地调研情况，我们制定了详细的项目方案和实施计

划，包括项目资金筹集、志愿者招募与培训、课程设计与筛选、教学计划

与实施、学生关怀与家校沟通、项目管理等多方面的内容。

3. 项目资金筹集：我们通过线上、线下两种渠道进行项目资金募集。线上通

过与公募基金会合作，在各大公募平台（如腾讯公益平台）上线了公募项

目，同时进行持续性的项目反馈，号召社会爱心人士捐助；线下通过联系

拜访捐赠人、邀请捐赠人到项目地探访交流、开展和参加慈善公益活动等

方式进行善款筹集。



4. 志愿者招募与培训：经过前期的严格筛选，每学年招募一批具备教学热情

和专业素养的志愿者。在上岗前，组织为期半月的集中系统培训，内容涵

盖项目介绍、支教定位、教学方法、教学实践、心理辅导、应急处理等，

确保志愿者能够胜任支教任务。培训期间，我们邀请了教育专家、心理学

专家、应急救援团队进行专题讲座和示范，进一步提升志愿者的综合能力。



5. 课程设计与筛选：根据项目学乡村小学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设备情况、

学校文化、学生兴趣等各方面因素，设计与筛选符合学校的相关课程；同

时结合社会资源，选用优秀前沿课程，支持学校多样化的课程开展。

6. 教学计划与实施：依据前期调研结果和课程选定情况，结合乡村学生的实

际水平和学习特点，由志愿者精心制定相关课程的教学计划，注重基础知

识的巩固与综合素质的提升。教学计划不仅注重知识的传授，更强调培养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创新思维。根据教学计划，志愿者团队在乡村小学

开展了为期三年的教学活动，根据学生反馈和学习进度适时调整教学策略，

确保教学效果最大化。除了音体美课程的教学，志愿者们还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社团活动，如合唱团、音乐剧、口风琴、绘画、手工、篮球、羽毛球、

乒乓球等，极大地丰富了学生的课余生活，激发了学生的学习热情。



7. 学生关怀与家校沟通：项目团队高度重视学生关怀和与家长的沟通合作。

项目部志愿者每学年定向观察、记录、关怀可能在各方面存在一些问题的

学生，在平时的教学和生活过程中对这些学生投以更多的关注和支持。同

时，定期向家长通报学生学习进展和学习情况，解答家长疑问；积极利用

课余时间开展家访活动，促进家校共育。



8. 项目管理：项目专职团队对项目进行全流程管理，包括资金筹集、志愿者

管理、项目过程管理和评估等。志愿者包括志愿者招募与培训、学校分配、

教学管理、经费审批和报销、考核评定等。

三、项目成果

1. 学生成长：经过三年的努力，学生们在音体美成绩上均有显著提升，部分

学生在县级以上活动竞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极大增强了学生们的学习信心。

我们还发现，学生们在自信心、内驱力、团队合作能力等方面也有了明显

提升。



2. 志愿者成长：志愿者教师在支教过程中，不仅积累了宝贵的教学实践经验，

还通过与学生的互动交流，深刻体会到教育的意义和价值，部分教师表示

将继续投身教育事业，为乡村教育贡献力量。支教经历让他们更加坚定了

教育事业的信念，提升了自身的职业素养。同时，支教生活的磨砺也让他

们更加珍惜如今的生活，让他们变得更加纯粹，也更明白自己的方向。

（上表为 2023-2024 学年支教老师获奖情况）

3. 社会影响：项目的成功实施，有效提升了乡村学校和学生家长对艺体教育

的重视程度。同时，项目也产生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更多社

会资源和爱心人士的关注，社会各界对乡村教育的支持力度也不断加大，

为学校后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问题与挑战

1. 师资力量不足：尽管志愿者团队付出了巨大努力，但乡村学校长期存在的

艺体师资短缺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缺乏专业性强、经验丰富的教师，这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教学效果的进一步提升。

2. 志愿者招募困难：由于志愿者的公益性质，支教环境的艰苦与生活补贴的

较低水平，导致专业艺体师资的招募存在极大困难，限制了项目的进一步

发展，也限制了项目惠及更多乡村学生的脚步。

3. 教学资源匮乏：乡村学校的教学设施相对落后，器材等教学资源仍然存在

不足，限制了学生们的学习视野和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由于艺体师资

的长期性缺乏，当地学生缺乏相应的知识基础，当地也并无艺体活动氛围，

限制了学生们的兴趣培养和课外发展。

4. 家庭教育缺失：部分学生家长因自身文化水平有限，难以提供有效的家庭

教育支持，导致学生在课外时间缺乏有效的学习引导和监督。家庭教育缺

失使得学生在学习习惯、学习方法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此外，艺体学科

作为语数等主科教学的补充地位已经在家长的心中深根蒂固，家长对艺体

学科的认识不足导致其对学科的重视度较低，对学生在艺体学科上的发展

缺乏关注和支持，甚至部分家长持冷眼旁观、放任自流的态度。

五、反思改进

1. 加强师资培训：定期组织志愿者教师参加专业培训，提升其教学水平和综

合素质，同时鼓励更多优秀人才投身乡村教育事业。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开展多样化的培训活动，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



2. 加大招募力度：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手段，加大传播力度，拓宽线上招募来

源；积极与各高校联系合作，探讨高校毕业生定向援助的可能性；提高志

愿者福利水平，增加志愿者粘性，吸引更多专业人士参与项目。

3. 增加教学资源：积极争取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的支持，筹集资金用于改

善乡村学校的教学设施，丰富器材等教学资源，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学习条

件。可以通过捐赠、合作等方式，多方筹集资源，改善学校的设施条件。

4. 家校合作：建立健全家校沟通机制，提升家长的教育意识和能力，形成家

校合力，共同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可以通过家访沟通、亲子活动等方式，

增强家长的教育参与度，形成良好的家校共育氛围。

六、总结

七彩未来支教项目在为期三年的实施过程中，通过志愿者团队的辛勤付出和

多方协作，在提高乡村艺体教育水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赢得了学生、家长及学校的广泛认可。然而，项目也面临师资力量不足、志愿者

招募困难、教学资源匮乏、家庭教育缺失等现实挑战。未来，通过持续改进和优

化项目实施方案，加大资源投入，加强多方合作，该项目有望为乡村艺体教育事

业的振兴和发展做出更加深远的影响和贡献。我们将继续努力，为乡村孩子们提

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助力他们实现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