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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生活更有意义”

清华最帅工科男的支教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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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2 年 5 月，一段名为《清
华最帅工科男感人支教故事》的
视频火爆微博，勾起无数人对清
华大学和对支教生活的向往。 在
视频中，两位清华男孩儿温情的
谈话、充满现代科技感的支教捐
赠和创新行为，也给更多热衷于
乡村教育的公益人士们带来了
全新的感觉。

让支教有点不一样

在离北京并不遥远的张家
口赤城县贫困学校，这两位清华
大学大二学生王乐天和朱俊林
不仅为孩子们教授知识，还带来
了几十台经过重新修整的电脑。
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电脑的孩子
们拥有了一间电脑教室，这可是
这所乡村学校的老师和同学们
从来不敢想的事情。

“只要三个小时的车程，翻
过几道山，就能到达北京。 然而
这里的孩子们却从来不知道大
学是什么， 不知道离开自己的
家，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 ”朱
俊林说。 在赤城，虽然只有短短
的几天，但清华支教的同学们给
孩子带来了他们利用课余时间
和专业知识翻修一新的电脑，还
有通过他们所学知识创造出来
的科技产品，比如利用热能原理
加热午饭的小发明。

“支教并不是一件特别的事
情，作为清华的学生，我们还是
希望在普通的支教行为里面加
上一些大学生特有的方式。 ”清
华大学社会学二年级学生胡张
拓对记者说。

胡张拓是清华大学教育扶
贫公益协会电脑传爱项目的负
责人，近两年来，他与教育扶贫
公益协会这一清华最受欢迎的
社团参与者们，共同组织了几百
次的清华学子周末支教行动，同
时，电脑传爱项目作为社团重点
发展的公益项目之一，为许多贫
困地区和打工子弟学校送去了
电脑，建立了电脑教室，使得很
多穷苦的孩子接受到了电脑知
识的教育。

“和视频当中王乐天、朱俊
林所讲到的一样，在清华的日子
里，我们都一直在思考什么样的
生活更有意义。 ”胡张拓说。由于
学习的是社会学，他对于中国社
会发展现状和贫困地区的疾苦

有着比旁人更加深入的了解，这
使得他加入教育扶贫公益协会
顺理成章。“这个社团受到清华
大学扶贫办的直接支持，参与人
数将近百人。 而电脑传爱这个项
目，目前有十几个同学在参与组
织，与我们每周的支教活动结合
在一起，成为清华支教公益行动
的一个特色。 ”

校园公益走向社会

经过三年的发展，在清华的支
教行动当中，电脑传爱获得了相当
广泛的关注，很多企业事业单位一
改往日将旧电脑当做废品卖掉的
做法，开始寻求捐赠的途径。

由于大学生们支教的时间

和能力上的限制，因此，清华大
学的支教行为逐步形成了几个
特点，“其一是每次活动几乎都
是利用周末进行的短期支教，一
次大约 10 人， 每周能够组织两
次。 我们会去北京周边的学校教
授孩子们科技知识以及英语，有
时候还为即将参加高考的贫困
学生们传授一些考试的技巧，帮
助他们实现大学梦。 ”胡张拓解
释道。“其二是，虽然我学的是文
科，但很多理工科的社团成员们
很擅长发明创造以及电脑改造，
于是就有了电脑传爱以及视频
里面介绍过的午饭加热装置，我
们称之为‘爱心饭盒’ 项目，同
时，他们还会给孩子们带去一些
多媒体设施，增强他们学习的趣
味性。 ”

“我们三年来捐赠了 230 多
台电脑给北京及周边的农民工
子弟学校， 其中仅今年就达到
120 台，数量在明显上升。 ”胡张
拓和同学们都发现，在越来越多
的社会关注之下，很多企业单位
都主动找到他们，希望提供二手
电脑或者电脑维修服务，甚至是
运输支持，来作为企业参与公益
行为的一个方式。“在去年我刚
刚加入这个项目的时候，曾经在
清华附近扫楼似的探访每一家
公司，希望得到他们的捐赠或者
赞助，但是收效甚微。 ”胡张拓
说，后来，他们通过参加很多机
构组织的公益创新比赛，取得了
很好的成绩并且得到了奖金赞
助，使得项目能够很顺利的滚动
下去。

“一些公司在看到媒体报道

以后，主动找到我们，提供资金
或者技术上的帮助。 而我们也帮
助他们寻求到在校园里让同学
们了解对方的机会，来回报他们
的支持。 ”在逐步的探索之后，公
益协会的成员们以及电脑传爱
等公益项目的组织者纷纷找到
让好的项目得以维持的途径。 而
他们的创新公益行为也影响到
北京其他高校。

2011 年 6 月，北京 15 家高
校联合发起了二手电脑捐赠活
动， 辐射到 12 个社区的居民。
仅一天时间， 就收集到近百台
电脑。 而现在，仍然有 8 家高校
在坚持“电脑传爱” 的公益行
为。“他们收集到的电脑最后都
会汇总到我们这里， 由我们统
一捐赠给需要帮助的学校，而
清华也是目前北京唯一一个提
供电脑捐赠的大学。 ”胡张拓补
充道。

“最帅工科男”
带来的意外收获

就在很多人观看视频之后 ，
每个人的点击分享就是一次善
意的传递 、 让这份效应不断发
酵，视频的意外火爆，引出了“最
帅工科男”， 也为清华大学的这
个公益项目带来了更多关注和
收获。

不过，这样的成绩和发展的
进度对于这群热心公益的大学
生们来讲， 依然不能令人满意。
随着清华校电视台公益节目拍
摄组将目光聚焦于教育扶贫公

益协会的支教、电脑传爱等项目
之上，一则感动数万人的视频节
目出炉了。“我们两人只是众多
参与支教的同学当中很普通的
一分子，不应该作为主角出现在
这一公益行为当中。 ”两位视频
中的“最帅工科男”一再表示。 胡
张拓笑着说：“在善意的包装之
下，这则视频引发了意想不到的
轰动效果，而我们当初想要表达
的是让更多人了解并支持清华
学子的支教行动，不要在意主角
是否是帅哥，只要关注我们的行
为能够带给贫困孩子们的改变
就好了。 ”

然而， 虽然有一半是无心
之举， 但视频所引发的连锁效
应令学生们感到欣喜。 更多的
企业开始找到社团项目负责人，
希望能够为支教和电脑传爱、爱
心饭盒等项目提供支持，其中还
包括英特尔这样的国际企业。而
在清华校内，社团更引来了上百
学生的积极报名，支教队伍进一
步壮大。

此外，在清华扶贫办的支持
下，社团还与美国的大学合作开
展了“中美大学生联合支教”的
行动， 每年组织 30 支 8 人左右
的队伍前往全国各地的贫困学
校， 进行为期两周的英语教学，
并且获得了香港曾宪备基金会
的资金支持。

“虽然公益的形式有很
多，但对于我们清华的学生来
讲，还是希望尽最大力量来发
挥我们的优势，将支教做的更
有创新意义，更有效率。 ”胡张
拓说。“清华工科男的感人支教故事”的视频收到了意外的关注效应

同学们重新翻修组装的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