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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0年8月8日，我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舟曲县发生百年不遇的特大泥石流洪水灾害，夺去了数千人
的生命，教育体系损失尤为惨重，49名教师、211 名学生、191名教职工家属遇难；学校建筑、教学设
施、校园环境、器材、图书等损失近4亿元。
当时，能不能按时开学，不仅仅是单纯的教育工作，而且是社会秩序能不能恢复，社会大局能不能稳
定的迫切任务。
由于舟曲县城没有受灾的中小学全部临时安置了无家可归的灾民，驻扎着抗洪救灾的部队，灾民异地
安置难度很大，8月25日能不能开学，受到了多方面的关注，牵动着上级领导、社会各界、新闻媒体和
广大家长、学生的心。
 舟曲特大洪水灾害发生后，教育部袁贵仁部长、陈希副部长，教育部基教一司司长高洪、教育部基教
司装备处处长陈东升等领导先后前来灾区指导救灾工作，并且捐赠了学习用品和心理健康教材。
兰州军区某集团军舟桥团和工兵团捐赠了1640套课桌凳以及20顶帐篷。
省教育厅厅长白继忠、副厅长孙杰第一时间先后分赴灾区，看望慰问遇难教师亲属，积极协调加印教
材，联系舟曲一中高中学生异地办学学校。
我受省教育厅的委派，带领厅民教处哈登巴特处长、基教处刘彦文副处长组成的前线开学工作组赶到
舟曲灾区。
 在省抗洪抢险指挥部的统一领导下，紧密配合中共甘南州委常委宋占文、甘南州政府副州长杨卓玛、
州教育局党委书记杨自宏、局长尚学杰、副局长王永红、舟曲县教育局姚青元等同志一道参与抗洪救
灾工作。
工作组提出了保证全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按时进入教室，在白龙江畔重新响彻孩子们的读书声，重新
激荡起孩子们的欢声笑语；把高中学生按时安全转送到新办学地校园；决不能让一个学生因灾出现失
学或辍学现象的目标。
 从8月16日开始，省教育厅前线开学工作组忙碌于舟曲县城中小学、动员学生报名登记，奔波于各方
协调，迎难而上，克服困难，落实舟曲灾区学校开学的工作之中。
经过散发通知、张贴通告，广播电视播放紧急通知等形式，动员家长让子女上学，在各方面力量连续
不断地努力之下，终于于2010 年8月25日早晨6：30，舟曲灾区乡村中小学学校和城关一小、城关二小
借用舟曲一中校舍，第一初中、第三初中等如期开学了。
灾区混乱不堪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穿着校服，背着书包的学生，整个县城一下子充满了生机与活力。
 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如期开学，成为灾区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逐步恢复的重要标志，充分体现了社会
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体现了党的坚强领导，体现了政府关注民生的作风，体现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人道主义精神，也是舟曲灾区抗洪救灾的阶段性胜利。
在特大自然灾害灾后重建尚未开始的特殊困难时期，广大师生和家长普遍认识到学校开学的来之不易
，表达了对党，对政府，对解放军，对社会各界的感恩之心！
 学校开学以后，工作组一方面帮助各学校重点加强学校精细化管理，强化班级责任制管理，加强学生
的交通安全、疫情安全、食品安全等管理，加强师生的心理疏导工作，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健
康，确保学校办学秩序和教学工作的正常运转，让各级领导放心，让各位家长满意。
另一方面积极开展为舟曲一中3000多名师生在8月29日前转运到兰州、定西，保证9月1 日开学的各项准
备工作。
 舟曲“8．8”洪灾是继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之后，白龙江两岸第二次受灾，可谓雪上加霜。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
”两次巨大的自然灾害给舟曲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也给生还的人们心理上造成了巨大的
伤痛。
舟曲教育系统有很多师生经历了丧失亲人的巨大哀痛，给他们的身心造成严重创伤。
学校虽然开学了，但是，面临两个很大的难题：一是急需一大批心理健康教师和专家，要及时开展心
理干预，让灾区的师生树立信心，看到希望，勇敢地面对满目疮痍的校区，尽快地从巨大的悲伤心情
和恐惧的余悸中走出来；二是县城中小学教师减员较多，急需从外地抽调一批支教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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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请求教育部从北京、四川等省市选派心理健康教育专家赴舟曲开展心理援助工作的同时，8
月27日，省教育厅从各市州紧急选调24名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与其他心理专家一起，分五
组赴舟曲开展学生心理辅导活动，拉开了为期～个月的舟曲心灵重建的大幕。
兰州市城关区宁卧庄小学郝玲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在抗洪救灾、灾后恢复重建的支援大军中，教育系统开展心理援助和支教活动的老师也是最受欢迎的
人。
他（她）们克服各种困难，团结配合本地学校教师，患难与共，风雨同舟，无私奉献，辛勤耕耘，一
切为了学生的健康成长，展示了他（她）们高度的爱心、责任心、使命感和精湛的专业素养，为恢复
教育教学秩序，康复广大师生的心理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为教育系统开展灾后心理疏导实践积累了宝
贵的经验。
郝玲老师把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当做自己专业发展和重点研究的课题，在舟曲支教工作之余，以她柔
润博爱的心灵和细腻温婉的笔触，详细记录了支教团队精心工作的全过程。
全书分为五部分：第一部分记录了支教队员面对满目创伤的恶劣条件，在教育部心理专家的指导下，
结合实际情况走进学校，在一次次的交流“破冰”后，寻找到了自己支教援助的最佳位置和具体方略
，那就是走进课堂，通过教育教学活动真正帮助舟曲的师生。
第二部分讲述了作者在支教过程中进行心理疏导的典型故事，虎老师、罗校长、逃学男孩⋯⋯面对遭
受失去亲人、失去家园的不同人群，援助队员走进他们的心灵世界，悉心倾听，耐心交流，用真诚的
爱心抚慰了灾区人民受伤的心灵，使他们勇敢地站立了起来。
第三部分主要记叙了作者在支教中的重要教育教学事件，针对教师、家长的培训，她进行了班主任专
题讲座和家庭教育讲座。
围绕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她进行了 “母爱”、“二十年后回故乡”、“爱的礼物”、“学唱感恩的
心”等教育教学活动，从而和广大师生、家长建立了牢固的情感桥梁，有效引领着师生的发展。
第四部分主要通过具体的事例记叙了支教队员在支教过程中得到的各种支持与帮助，这种帮助来自各
级教育部门，来自支教队员所在的学校，来自当地学校的师生及群众，充分验证了面对灾难，大家同
舟共济、共同抗灾的美好夙愿。
第五部分记述了离别舟曲的不舍场景，并以回忆的方式展示了支教团队中以董瑞林、马生吉、刘建瑛
、谢重新等为代表的援助队员们的感人故事，由此，折射出了支教队员们敬业奉献、善良宽容、团结
协作的美好人性。
郝玲老师以大量鲜活生动的心理疏导案例为主线，汇聚成了这本饱含着泪水、责任和大爱的科研成果
；这中间包含着教育系统援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的珍贵精神支撑和心灵慰藉。
 在舟曲度过的每一天，如同在梦境里，人间的苦辣酸甜全部都裸露在你的面前。
灾难无情，大爱永存。
灾难过去，精神永存。
援助灾区的点点滴滴，洋溢在我的周围，掩卷沉思，既让我感到伤悲，又让我心灵感动。
郝玲老师的《穿越灾难的心灵之路》一书中，既有泪水也有微笑，既有阴雨也有阳光。
在大灾大难面前，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奉献的所有情怀，都将铭刻于舟曲人民的记忆里，都将铭刻
于历史长河的记忆里。
 在舟曲“8．8”特大泥石流灾害一周年之际，谨以此序，表达我对舟曲人民美好的祝愿和对赶赴灾区
开展支教活动的教师团队的深深敬意！
 　　2011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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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10年8月8日凌晨，舟曲。
滚滚泥石流，袭击了睡梦中的人们。
顷刻间，灾难笼罩了这座县城⋯⋯ 灾难无情人有情。
一位年轻女师教材，深入灾区，支教30余天。
残垣断壁，泥沙遍地。
她，舟曲大灾难救援的目击者和参考者。
老师茫然，学生恐惧。
她，如何开展灾后师生心理重建，跟着她，寻找穿越灾难的心灵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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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玲，女，生于1977年，1998年毕业于兰州师范学校普师专业，现任教干兰州市城关区宁卧庄小
学，曾先后荣获“甘肃省青年教学能手”、“兰州市教学新秀”、“兰州市城关区模范班主任”、“
兰州市城关区优秀志愿者”等称号。
多年来，致力于语文教学与班级管理的探索研究，形成了“幸福高效、富有活力”的教学风格，先后
荣获国家、省、市课堂教学比赛优胜奖十余次。
参与了《小学语文毕业总复习集优方案》、《生活中的知与能》、《新生活新农村新农民》、《成长
——素质教育读本》等图书的编写工作。
曾代表学校赴甘肃武都、宕昌、临洮、皋兰、静宁、镇原、舟曲、酒泉、定西等市、县区送教讲学二
十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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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事件背景之一——舟曲，那一夜颤栗事件背景之二——教育，在哭泣中站立第一部分　承当使命，
走进满目创伤的舟曲灾区1．那天，吹响了支教的号角2．告别忐忑，走向灾区3．走进灾区的那一刻4
．和老乡共居一室的日子5．令人敬佩的子弟兵6．现场培训会——紧急充电，找寻异地支教的有效策
略7．第一次“破冰”——寻找位置，融入灾区当下的情景之中8．第二次“破冰”——彰显角色，感
受灾区人的情感世界第二部分　爱在舟曲，走进师生的心灵空间1．一句幽默，开启虎老师的心扉2．
一个校长的责任和情怀3．和逃学男孩的心灵之约4．自强不息的好学生杨巧芳5．艰难时刻表现坚强的
尚瑞丽6．用铁锹疗伤的人7．阳光总在风雨后8．用画笔宣泄心痛第三部分　提升教学策略，强化课堂
实践与交流1．由小学讲到中学的班主任策略2．难忘的家庭教育讲座3．爱的礼物4．做受欢迎的人5．
学唱《感恩的心》6．《母爱》课程教学7．《二十年后回故乡》课程教学8．《猜猜、说说、写写》课
程教学第四部分　同舟共济，各方鼎力支持就是力量1．我们感受到了各方的支持2．五筒“优乐美”3
．黑暗中不灭的“灯光”4．难忘风雨夜5．上级教育部门的慰问和指导6．危难之际，共享来自远方的
关怀7．亲人带给我坚持的力量第五部分　告别灾区师生，留下一幕幕感人的故事1．惜别舟曲2．董瑞
林老师忙碌的身影3．善良敦厚的马生吉老师4．心系他人的刘建瑛老师5．和谐团队的引路人谢重新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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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告别忐忑，走向灾区 8月28日清晨，天气格外明朗。
九岁的儿子牵着我的手送我到省教育厅门口集合，一路上，老公拉着行李默默地走在前面，我们谁也
没有说话，连一向活泼的儿子也静静地走着。
要上车了，我不敢多看儿子一眼，只是狠狠地抱了又抱。
此时，亲戚、朋友打来了电话，听着亲人的关怀和鼓励，我再也无法抑制内心复杂的情感，任由泪水
肆无忌惮地滑落。
这一切都让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那种特殊的惜别、认同、信任和期待。
 车启动了，从省教育厅门口出发下县区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唯有这次我没有激动、愉悦，独有的除了
沉重便是责任。
 同往的还有二十多个人，他们看起来那么淡定、那么平静。
特别是坐在我前排的那个小伙子，看不出一丝紧张，他悄悄地听音乐，默默地赏风景，一副安之若素
的样子；再看那个靠窗户坐着的八零后女孩，偶尔目光相撞时，那友好的一笑，就如秋风和着节拍走
进了你的心田，无痕却韵味十足。
他们，给了我莫大的鼓舞，瞬间，我的心随着车轮的滚动开始慢慢舒缓。
 车内，安安静静，车子，平平稳稳，未曾觉察，不曾过度，连日来，对奔赴灾区悬着的一颗心已在浑
然不觉间落地，我，睡着了。
 “到岷县了！
”不知谁惊喜的一声大喊，把我从酣睡中唤醒了。
“老师们请注意，一会岷县教育局要招待大家吃饭，时间是半小时，请大家抓紧时间。
”在何宝平老师的招呼下，在岷县教育局领导的安排下，我们很快用完了午餐。
 继续出发了，也许是补充营养的结果，也许是使命的相同和心灵的相通，大伙儿一上车就熟识了。
先是来自定西的谢重新老师给我们做“放松”的游戏，并要求大家学着做，我学了好几遍还是不会。
突然，一个女孩大声说：“我知道，是这样的。
”说着很轻松地做了一遍。
我惊诧极了，因为她是靠自己的观察做对的。
我不由地看了她几眼，灵巧的身材，很瘦弱的样子，不过说话的底气很足，性格也很开朗，听一个老
师管她叫“孜孜”时，我愈发觉得她好可爱、好聪明。
果然，在这个游戏结束后，在孜孜的组织下，车里的气氛更加活跃了，这个大方、热情的女孩又开始
带领我们做“乌龟乌鸦 ”的游戏，当听到她说这个游戏很适合全班孩子一起做时，我便努力地跟着做
，并不厌其烦的请教。
就这样，大家轮着教、换着做，一路上，我学会了 “鸡蛋小鸡”、“解手链”、“人体拷贝”、“蜈
蚣翻身”、“变形虫”等好多游戏，心情明显不一样了。
后来才知道，这些游戏是省教科所何宝平老师的有意安排，目的是为了让大家放松，更重要的是希望
我们彼此学习，为进入灾区工作做好充分的准备。
是呀，距离泥石流发生已经二十多天了，此时的我，因为要进入灾区都显得如此凝重，何况灾区的老
师和孩子们呢？
或许，大家的想法和我一样吧，几乎所有人都动起来了，我们努力练习、互相借鉴，只盼望自己能为
灾区多做一些事。
 心理援助，就是要以心灵照亮心灵。
一路走来，车厢成了课堂，我们穿越了忐忑，阳光洒满了心田，我对自己的工作更是充满了信心。
 3．走进灾区的那一刻 面对满目创伤的舟曲，教育部心理教育专家悉心的指导引领着我们，教育厅领
导满怀期待的眼神鼓舞着我们，舟曲县群众淳朴善良的话语感染着我们，解放军战士奋力清淤的情景
感动着我们⋯⋯我们满怀信心地走进了舟曲。
 山路，越来越窄了，江水，越来越浑浊了，我们的心开始急切了。
车，又转弯了，突然，左前方的山坡上出现了一道独特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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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低不平的山坡上，错落有致地坐落着房屋，有平房、有楼房，有红墙、有白墙，无论它们的形状
、颜色有多么不同，但家家户户的屋顶上都插着一面面鲜艳的国旗，那迎风飘动的红色衬着淡淡的草
绿色，让你的心一下子激动起来，对，似滚滚暖流传遍全身，如豪言壮语敲击心灵⋯⋯车里一下子安
静了，我知道，我们都被舟曲征服了。
 车不能继续前行了，因为路被泥石流冲毁了，循着新开辟的小路望过去，满眼都是“三马子”、拖拉
机、挖掘机，偶尔从灰尘中搜寻到人影，你的心都会猛地下沉：是灾民，不，是难民。
他们的目光是呆滞的，看不出悲伤，寻不到无奈，独有脚下匆匆而又疲惫的脚步让你感觉到他们与命
运抗争的力量，也能感受到那份挣扎的希望。
同行的伙伴们都开始迫不及待地与路旁的警察攀谈了，可我的心似乎凝固了。
我不敢向前凑，我害怕，害怕他们的泪水，害怕那白色的口罩，更怕听到惨不忍睹的事件⋯⋯终于有
“三马子” 要带我们去舟曲一中了，分组上车后，我稍稍放松了心情。
天呐，车一开动，我第一次切切实实感受到了什么是“能见度低”，因为车和人被飞扬的尘土整个包
裹了起来，模糊了视线、挡住了外界，同时也理解了“颠簸不堪” 的含义⋯⋯ 接我们的是城关二小
的马江英老师。
她长得很有福相，一见面就不停地向我们诉说，如流浪的孩子找到了娘，一股脑地告诉我们泥石流的
可十白、众乡亲的离去、解放军的伟大，没有停歇，不顾灰尘，一个劲地讲啊讲。
这让我忽然想到临行前专家讲的“正常人面对非正常事件的正常反应”，大概就是这样的表现吧。
我们默默地听着，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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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进舟曲，心中涌起的是感动，出舟曲，难以忘怀的依然是感动⋯⋯一幕幕感人的场景，一个个鲜
活的人物，一段段难舍的怀念，时间闪现在眼前，萦绕在梦际⋯⋯ 郝玲编著的《穿越灾难的心灵之路
》一书，从作者亲历灾区救灾和心理重建案例解剖两个方面，全面展示灾区心理重建的全过程，既具
有可读性，又具备学术研讨价值，为开展灾后心理疏导实践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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