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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因应互联网技术发展对教育现状的巨大冲击和难得机遇，在全球范

围内，教育创新和变革的风潮正方兴未艾，生机勃勃。目前，中国教育

也在艰难地走出狭窄的定义空间，成为多方互动、跨界促变的关键领域

之一。

如何认知、理解并积极投身于这场巨大的教育变革之中？如何在新

的条件下重新审视教育的目标和基本理念？如何在更宽阔的视野中看到

教育资源的多元与丰富？如何抓住教育技术快速更新、教学组织方式发

生重大变化的历史契机深化自己的工作？如何正视创新可能带来的城乡

教育鸿沟加深的隐忧？如何助力乡村学校和教师积极汇入教育变革的潮

流？如何以教育创新与变革的成果促进城乡教育公平的进展？如何让教

育公益组织形成合力而更有力量？……这一系列追问，正是中国教育公

益组织面临的真实挑战，也是本次年会希望共同探讨的问题。

期待教育公益组织的同仁们欢快地汇聚一堂，打开视野，凝聚智慧，

回望“初心”，强化合作，在交流和碰撞中得到各自的收获。

第四届教育公益组织年会组委会

2015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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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聚：以教育变革促进教育公平

2015年第四届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议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11月 13日
13:00-19:00 报到 1楼大堂

19:30-21:30 四川的精彩

民间教育变革的火花
2楼祥庆厅

11月 14日

8:30-9:00 签到

3楼祥瑞厅9:00-9:20 开幕致辞

9:20-12:00 全球浪潮与本土现状的对话

午餐

14:00-18:20 汇聚创新教育资源 形成公益产业链 3楼祥瑞厅

晚餐

19:30-21:30 自主沙龙

11月 15日

9:00-12:30 教育公益组织如何助力（乡村）教师成长 3楼祥瑞厅

午餐

14:00-15:20 观点碰撞 资源对接

15:40-16:25 闪电 8分钟

3楼祥瑞厅16:25-16:35 教育公益联盟成立仪式

16:35-17:30 现场活动：教育公益资源交流、对接、互动

19:30 非正式活动 头脑风暴会：农村小规模学校教育创新

与资源支持

四川的精彩：民间教育变革的火花

特邀嘉宾

刘晓伟 先锋学校校长

刘丽霞 成都华德福小学校长

王丽芬 问对教育

罗义蘋 成都玉林中学附小副校长，成都师范

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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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内容 嘉宾 地点

11 月 14 日

8:30-9:00 签到 1楼大厅

9:00-9:20 开幕致辞
四川省文明办

成都市教育局

3楼

祥瑞厅

9:20-9:40 主题报告：打开我们的教育想象 顾远

9:40-10:00 主题报告：互联网思维与技术开辟的教育空间 宁柏宇

10:00-10:20 访谈综述：公益人对教育创新的“ 思”与“痛” 刘 韬

10:20-10:40 茶歇

10:40-11:00
主题报告：农村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和改革发

展
杨东平

11:00-12:15
圆桌群谈：以教育变革促进教育公平——WISE

峰会见闻

杨东平

马志娟

宁柏宇

张良

何怡

午餐

14:00-14:20 案例 1四川宜宾凉水井中学+沪江网
龙云君

吴虹

3楼

祥瑞厅

14:20-14：40 案例 2 民间教育创新空间巡礼 余志海

14:40-15:00 案例 3 深圳三叶草故事家族的发展模式
李迪

15:00-15:20 案例 4 台湾均一教育平台的实践 林文宝

15:20-15:30 案例组合点评
杨临风

周贤

15:30-15:50 茶歇

15:50-16:40 微调查小报告

16:40-17:55
教育公益产业链的思考：从各自为战到联

结共创
潘江雪

19:30-21:30 自主沙龙

特邀嘉宾

顾 远 Aha 社会创新学院创办人
宁柏宇 未来工厂合伙人

刘 韬 广东新南社会发展中心总干事

杨东平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院长

马志娟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教育创新中心主任
张 良 广东爱卡的米教育科技公司创始人、

CEO
何 怡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

来 超 北京市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

梁晓燕 北京市西部阳光基金会执行理事

龙云君 四川宜宾凉水井中学校长

吴 虹 沪江网首席教育官

余志海 广州爱聚教育创新机构创办人

李 迪 深圳三叶草故事家族发起人

林文宝 台湾著名阅读教育专家

杨临风 洋葱数学-阳光书屋创办人
周 贤 善淘网理事长
潘江雪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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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查 小报告

日期 时间 内容 机构/嘉宾 地点

11月 14日 15:50-16:40

农村大学生的城市适应难点 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

3楼

祥瑞厅

看乡村小学艺术人文教育 上海禾邻社区艺术促进社

体育课在乡村小学 吉利 HOPE绿跑道项目组

乡村幼儿教育太缺啦 广西大化县龙万爱心家园

不同视角看青少年性教育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

农村教师职业倦怠状态微调查 重庆薄荷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自主沙龙

日期 时间 内容 主持人 地点

11月 14日 19:30-21:00

教育信息化如何进入农村学校 高任骋 2楼祥庆厅

教育技术资源展示与交流 李良东 2楼祥泰厅

阅读推广带来的教育公平 林文宝 2楼玉堂春 1厅

教育戏剧工作坊 陈志君 2楼玉堂春 2厅

性教育与性别意识 王龙玺 2楼满庭芳 1厅内

乡村教育实践与青年人成长 刘 斌 2楼满庭芳 1厅外

农村幼儿教育实践交流 黄翠粉 2楼满庭芳 2厅内

公民-服务学习-未来教育家 祁先雄 2楼满庭芳 2厅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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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时间 内容 嘉宾 地点

11月 15 日

9:00-9:10 教育公益组织如何助力（农村）教师成长 王 雄

3楼祥瑞厅

9:10-9:30
主题报告：乡村教育困境与乡村教师的人

生状态
李 涛

9:30-9:50
主题报告：为乡村教师的职业发展铺路搭

桥
卢志文

9:50-10:00
主题报告：教育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教师成

长工作观察
刘 烨

10:00-10:50
圆桌对话：公益组织助力乡村教师成长的

着力点

樊 英

于秀红

徐 枫

谢 云

曹 旸

10:50-11:10 茶歇

11:10-12:30

分论坛

如何组织活跃而长效的教师培训 （一组）

兰 帅

裘水秒

谢 鹏

温 茗

赵宏智

2楼祥庆厅

如何组织活跃而长效的教师培训 （二组）

曹 旸

何 怡

梁伟明

刘 倩

王 雄

2楼祥泰厅

多种手段与方法进行教师的补充与激励

张雪梅

吴夏霜

罗杨为

杨美琴

张斌峰

2楼满庭芳 1厅

多样化生长的教师自组织

谢 云

周光明

杜云举

赵志雄

李淑芳

2楼满庭芳 2厅

午餐

14:00-15:20

分论坛

儿童传统文化教育议题 徐冬梅 2楼祥庆厅

留守儿童议题 杜 爽 2楼祥泰厅

流动儿童议题 蔺兆星 2楼满庭芳 1厅

教育公益组织发展议题 王 胜 2楼满庭芳 2厅

15：20-15：40 茶歇

15:40-16:15 闪电 8分钟

黄胜利

胡 斌

来 超

陈红涛
3楼祥瑞厅

16:15-16:30 特邀演讲 邓 飞

16:30-16：40 教育公益联盟成立仪式

16:40-17:30
现场活动：教育公益资源交流、对接、互

动

19:30--
非正式活动 头脑风暴会：农村小规模学

校教育创新与资源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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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
王 雄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李 涛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博士后、钦州市教育局

副局长

卢志文 新教育基金会理事长、翔宇教育集团总校长

刘 烨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项目主管

樊 英 北京桂馨基金会秘书长

于秀红 杭州马云基金会秘书长

徐 枫 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总干事

谢 云 四川绵阳教师知行社发起人

曹 旸 乡村教育促进会执行主任

兰 帅 萤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总干事

裘水妙 杭州六合公益发展中心总干事

谢 鹏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课程服务部总监

温 茗 友成基金会“双师教学”项目主管

赵宏智 北京市西部阳光基金会项目总监

何 怡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项目经理

梁伟明 阅读—梦飞翔文化关怀慈善基金主席

刘 倩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项目主管

张雪梅 成都爱达讯社会工作中心主任

吴夏霜 北京桂馨慈善基金会项目主管

罗杨为 父母心教育基金秘书长

杨美琴 广东担当者行动教育发展中心副总干事

张斌峰 上海众谷青年公益协会理事长

谢 云 四川绵阳知行教育社发起人

周光明 星韵地理网执行总监

杜云举 甘肃阳光辅成教师发展工作室发起人

赵志雄 河南信阳乡村志愿者协会教师俱乐部主持人

李淑芳 山东琴岛教师成长工作室主持人

徐冬梅 南京亲近母语公益发展中心理事长

杜 爽 北京歌路营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

蔺兆星 北京新公民计划总干事

王 胜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总干事

黄胜利 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胡 斌 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秘书长

来 超 北京市西部阳光基金会秘书长

陈红涛 中国扶贫基金会副秘书长

邓 飞 乡村儿童联合公益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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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益组织如何助力教师成长

——教师支持类公益项目观察

 教师队伍的补充

 民间教师奖和教师小额资助

 各类教师培训

 教师自组织

教师队伍的补充
一、 基本情况

由于在广大的农村学校教师“结构性缺失”普遍存在，在一些偏远的地区仍然存在教师的“绝对缺失”，并

且农村教师的整体水平不高，因而，以补充教师队伍的形式支持农村教育发展是教育公益领域由来已久的形式。

近年来，对农村学校教师队伍的补充在教师来源、补充形式和效果等方面都不断发生变化。

目前，国内在此领域比较活跃公益机构或项目不下 10 个，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外部输送志愿者到

农村学校从事 1—4个学期的教师工作，我们通常称之为“长期支教”，另外一种是从本地招聘人员补充素质教育

教师队伍，这是新近才出现的形式。

整理部分相关信息如下：

表 1 教师队伍补充简介（部分）
从外部输入志愿者教师（长期支教）

项目名称
发起

时间
项目区域

志愿者

来源

支教

周期
项目简介

美丽中国
2008

年

云南、广

东等地

国内外大

学毕业生
2学年

主张“将优秀的教师送到资源匮乏的地区”，在乡

中心校为主的学校中从事包括主科教学在内的各

科教学,并兼带部分教师培训。已经形成了“志愿

者招募与选拔-培训-安置-支教过程中的支持-长

期影响力支持”在内的完整工作模式。

为中国而

教：志愿

者教师项

目

2008

年

河北、陕

西、北京

等地

应届或毕

业两年内

的大学毕

业生

2学年

主张“为孩子带来改变”的同时帮助志愿者成长。

在农村或城市打工子弟学校中从事包括主科教学

在内的各科教学。已经形成了“志愿者招募-岗前

培训-组建团队和工作平台-在岗培训与支持-校

友会”在内的基本工作模式。

好友营支 2006 四川、湖 社会各界 1学期 主张“人人可支教”的理念，招募支教志愿者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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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支教

项目

年 南、青海、

江西、贵

州等地

人士 或 1学

年

村小及教学点进行以副科教学为主的支教活动，

然后由下一批接替。通过这样“轮换制”的方式，

尽可能保证村小教学的稳定和持续性。

梦创公

益：天使

支教

2007

年

湖南、贵

州、四川

等地

社会各界

人士

1-2 学

年

支教服务的学校绝大部分是村级教学点。2015 年

在现有支教项目基础上设立“教育创新研修生培

养计划”，以导师制的方式支持新毕业的师范类大

学生探索适合当地学生的课堂教学方法。

其他

我们的自由天空

四川省索玛基金会

绿之叶公益

田字格助学

从本地招聘人员补充素质教育教师队伍

项目名称
发起

时间

项目

区域

人员

来源

服务

时间
项目简介

父母心公

益基金：

资教项目

2014

年

贵州、云

南等地

本地的大专

以上毕业生

（特殊才华

者不受学历

限制）

6学年

通过和当地教育部门合作，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

村级小学配备素质课专业教师（体育、音乐、美

术、计算机等）。教师招聘立足于当地，为教师提

供良好薪资待遇和优质进修机会。

二、 观察与思考

“教师队伍补充”的首要价值在于解决农村学校（尤其上乡以下小规模学校）教师“绝对缺失”和“结构性

缺失”问题。通常，选派的志愿者和招聘的教师都是优秀的大学毕业生或有一定专长和情怀的社会人士，能够在

补充教师队伍的基础上丰富教育内容，开拓学生的视野，为基层学校带来活力。其次，志愿者教师与公办教师形

成互动，促进公办教师群体接受更多外部信息，在教学上有所触动和改变。此外，对于留守儿童较多的农村地区，

通过教师的补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孩子较多的陪伴，给他们的成长过程带来多一些正能量。

“教师队伍补充”经过多年的探索，表现出如下发展态势：

在项目组织方面，兼顾支教的专业性和志愿者的成长，如“美丽中国”、“为中国而教”等机构的支教项目，

目前已经形成相对完善的招募、岗前培训、支教服务与在岗培训、志愿者后期服务的模式，这样的模式一方面有

助于提高支教本身的质量，另一方面，从志愿者及公益行业的发展出发，助力志愿者在支教活动中获得更多的成

长，为结束后的个人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也为教育公益行业培养一些有经验、有能力的从业人员。

在运营方式上，为社会人员参与农村教育搭建平台，如“我们的自由天空”、“好友营”“索玛花”等机构的

支教项目，使得数量更多、人员结构更多元的社会人士有机会参与到农村教育中来，为社会了解农村教育和农村

发展提供丰富的信息与支持。然而，这类项目也存在相应的弊端，如支教周期以学期为单位，人员流动较大；由

于所招募的志愿者人员来源复杂，在前期培训不够完善的情况下，支教质量无法得到可靠的保障。

在发展思路上，反思从外部向农村输送志愿者教师的一些弊端，着手从本地招募教师，并赋予其与编制内

教师同等的报酬，鼓励其在本地乡村学校长期执教，并获得持续的专业支持。这种方式能兼顾教师队伍的开放性

和稳定性，值得更多的关注和推广。

对未来工作的建议与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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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目前中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学校教师队伍普遍存在“结构性缺失”，特别在偏远的村小和教学点，仍存

在教师的“绝对性缺失”。综合考虑需求与可行性两方面因素，建议将优质教育资源向资源更加匮乏的偏远学校

倾斜。

其次，参与支教的志愿者未必是有一定教学基础的教师，但他们活跃、知识面宽、愿意尝试，对他们来说，

也许更适合的不是主科教学，而是素质教育课程和综合实践课程。建议志愿者教师在可选择的情况下，更多地承

担本地教师不擅长的课程门类，以扬长避短。

再次，建议更多的公益组织尝试招募和培养本地人员补充教师队伍。除了本地化、较稳定的长处外，因为教

育公益组织在中间的联结，可以带进丰富的素质教育资源，对改善农村学校的教育品质产生一定的作用。

民间教师奖

一、 基本情况

民间教师奖大约出现于 2008 年前后，最近几年在评选标准和奖励形式上都越来越表现出多样性。民间教师

奖的出现大致有如下方面的原因：一是随着公益事业整体的发展，社会对教育的关注逐渐从硬件条件向教育内涵

转变；二是相对大额的资金进入教育公益组织，用于对人的各种激励；三是社会整体对教师，尤其是乡村教师的

关注度大大提升；四是对原有教师奖励制度的反思。

对现有民间教师奖（包括高校和媒体发起的）进行梳理如下：

表 2 民间教师奖基本信息（部分）

名称 发起机构
发起

年份

评选

对象
评选标准

推荐

机制
规模与种类 奖金

其他奖

励

桂馨·南怀
瑾乡村教
师奖

北京桂馨慈
善基金会

南怀瑾文教
基金会

2013 年
（两年
一届）

工作10年
以上的农
村一线教
师

注重学生健全
人格培养；实践
优秀传统文化
的传承；注重乡
土元素的教育
创新实践

社会机构
推荐为
主，地方
教育主管
部门推荐
为辅

15人 2万元

综合培
训及参
观访学
（7天）
优先进
入“公
益种子
计划”

TCL 希望工
程烛光奖

中国青少年
发展基金会

TCL 公益基
金会

2013 年
（两年
一届）

工作 3年
以上，45
岁以下的
农村教师

工作表现突出
且生活困难
（第二届细分
为奉献奖、先进
奖和引领奖）

青基会系
统组织推
荐

“我选
我”网络
推荐

300 人 8000元

参加培
训（价
值4000
元）

启功教师
奖

北京师范大
学

《光明日报》

2015 年
（两年
一届）

工作30年
以上的农
村一线教
师

有理想信念，有
道德情操，有扎
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

地方教育
主管部门
推荐

启功
奖

10
人

50万元 无



-10-

提名
奖

10
人

10万元

新公民园
丁奖

新公民计划

（最初由南
都公益基金
会发起）

2008 年
（每年
一届）

民办农民
工子女学
校的教师

热爱教育，了解
学生，基于学生
的需求开展教
育行动，并取得
一定的成效；有
自主成长意愿，
能影响更多老

师

自荐或社
会机构与
个人推荐

金粉
笔奖

10
人

2000元

《优秀
教育行
动案例
集》一
本

银粉
笔奖

20
人

1000
元；

优秀
教育
行动
案例

100
人

100 元

全人教育
奖

21 世纪教育
研究院

心平公益基
金会

2015 年
（每年
一届）

全国中小
学教师

拥有独立的人
格，尊重并爱着
每一个学生；注
重阅读推广和
学生精神的成
长，启发每一个
学生成为最好
的自己

社会机构
推荐

全人
奖

1人 20 万

无

提名
奖

3人 10 万

马云乡村
教师奖

马云公益基
金会

2015 年
（每年
一届）

连续工作
5年以上
的乡村教
师

热爱乡村教育；
尊重乡村儿童；
拥有教育智慧
并开展创造性
的教育实践

地方媒体
为主
公益机
构、政府
部门、学
校为辅

100 人 9 万

价值 1
万元的
综合培
训

其他
中国名师联盟和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国名师联盟•希望工程园丁奖

《光明日报》和中央电视台：寻找最美乡村教师

注：由于举办多届的教师奖各届之间信息有变动，表格中的信息主要参考最近一届

二、 观察与思考

民间教师奖的出现与发展，不仅体现教育公益整体的发展趋势，也体现民间对官方教师奖的反思，以及对教

师成长激励机制的探索。观察现有民间教师奖的案例，可发现如下特点：

第一，评选标准从注重道德情操逐渐向教育理念转变。现有民间教师奖关注的对象大致可分为三类，分别是

农村教师、民办农民工子女学校教师、全国中小学教师，其中关注乡村教师的奖项占绝大多数。由于乡村生活条

件相对艰苦，因而一些乡村教师奖起初带有资助或补偿的性质，并且在评选标准和对外宣传上特别注重考察教师

的责任感与奉献精神。随着发起者对教师奖励机制的思考，评选标准的内容越来越丰富，也越来越重视对教师教

育理念的倡导。如“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从第一届到第二届，评选标准从单一的“工作表现突出且生活困难”

细化到分为“奉献奖、先进奖和引领奖”；“桂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评选标准注重教师的教育理想与追求，其

获奖者均为在各自的教育教学领域有创新想法和实践的教师。此外，面向全国中小学教师的“全人教育奖”是以

完整教育理念为指导，获奖者均为公认的在践行全人教育理念方面取得显著成就的教师。

第二，奖励方式不仅有单纯的提供奖金，还有关注教师职业成长的培训、学习等。这一转变体现的是对教师

奖内涵的深化，使得奖励不单单是表彰与倡导，还体现对教师队伍建设的支持。如“TCL 希望工程烛光奖”和“桂

馨·南怀瑾乡村教师奖”都是在奖金激励的基础上有不同形式的教师培训内容，桂馨基金会基于教师奖设计的“公

益种子计划”更是对这一思路的进一步深化。获奖教师可通过申请这一项目，提升自身能力的同时，改善教学环

境，带动周围教师和所在学校共同发展。

目前的教师奖已经开始思考对教师进行教育创新方面的激励，但还处于非常局限的层面，教育创新更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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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涵还有待通过教师奖这一形式来展示。期待未来有教师奖关注教师成为“创变者”，把自己的角色从传道、授

业、解惑的教导者，转变为学生学习活动的引领者、支持者和组织者。通过教师奖这样的有力倡导和传播，推动

教育向更注重教师自主创新发展和学生健康成长的方向变化。

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小额资助

一、 基本情况

“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小额资助”（以下简称“教师小额资助”）类公益活动大约出现于 2012 年前后，是一种

相对“新颖”的助力教师成长的方式。这类公益活动出现的原因主要有如下两方面：第一，在当前农村学校和城

市打工子弟学校，教育资源仍然是相对匮乏的，老师们完成基本课堂教学任务之外，想要丰富课堂教学的内容或

开展课外活动选择性狭窄，缺少资金和物资方面的支持；第二，传统的教师支持类公益项目大多是公益机构向教

师“主动输出”资助，教师“被动接受”资助，这种资助的针对性和实施效果都会打折扣。基于对这种情况的反

思，公益实践者开始摸索能够更好地激发教师创新意识的助力成长形式。

将公益机构已有的相关实践整理如下：

表 3 教师教育教学活动小额资助简介（部分）

名称
发起

机构

发起

时间
资助对象 资助内容 资助额度 备注

学愿

桥小

额资

助项

目

学愿

桥

2013

年

有创新想法

的乡村教师

阅读、体育、

艺术、科学、

英语等相关

活动

1000 元

学愿桥小额资助项目的资金通过在线

募款的形式筹得。

针对小额资助项目，正着手开发“学

愿池”，即搭建乡村教师交流教育想法

的在线平台，同时让公众透明便捷地

支持老师、参与教育。

“彩

虹花”

小额

教师

基金

广东

担当

者行

动教

育发

展中

心

2014

年

有主动意愿

和创新想法

的乡村教师

阅读、艺术、

生活体验、

课外兴趣小

组等相关活

动

400 元/600

元/800 元

“彩虹花”小额基金基于“班班有个

图书角”项目所覆盖的多省区学校和

教师。

鼓励参与的教师之间交流心得，分享

经验，形成跨地区教师网络。

新公

民小

额教

师基

金

新公

民计

划

2013

年

有主动性和

创新想法的

打工子弟学

校教师

阅读、美术、

安全、健康、

情感教育等

800 元以下

新公民小额教师基金覆盖全国各大城

市的打工子弟学校，每年大约支持500

个创新活动申请。

其他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小树苗计划”

阳光书屋乡村信息化教育行动：教师活动小额资助

杭州六合公益发展中心：教师活动小额资助

二、 观察与思考

现有教师小额资助活动表现出三种操作特点：一是“教师主体”，二是“搭建平台”，三是“众筹思维”。

“教师主体”体现为教师成为问题的提出者、解决方案的设计者和行动者，而公益组织和企业作为问题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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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方。一方面使得资助更有针对性，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是使得教师自身的主动性被激发，主动

探索提升教育质量、增强教学趣味性、丰富教育内容的方式，从而进一步提升自身的成就感和对教师的职业认同

感。

“搭建平台”是指几乎每一个教师小额资助活动都在致力于增加教师之间的交流，促进形成教师交流和学习

的平台。对于同一地区的教师来讲，通过项目的申请（无论是同质性还是异质性的项目），都能够使得教师之间

“有话题”，找到“同类”，形成本地的“教师共同体”，在交流中碰撞出更多创新的点子。对于不同地区的教师

来讲，在通过网络申请项目的过程中，跨地区的教师能够互相学习和借鉴创新活动的设计，思维和视野得以开阔，

通过网络平台形成一个跨地区的“教师共同体”。

“众筹思维”的本质也是平台思维，主要表现在搭建教师和社会公众之间的透明便捷的平台，将“想法”和

“资源”连接起来。如学愿桥小额资助项目的操作方式就是将教师的“想法”发布在网络平台上，公众可以看到

教师提出的问题、解决的办法和所需要资金额度，公众根据自身的意愿提供支持，让更多的人了解公益，并参与

到公益行动中来。

在实践中，教师小额资助活动容易出现如下问题或行动误区：

一是在教师有行动意愿但是暂时没有创新想法时缺少引导。建议采用“平台先入”的策略，邀请有意愿但没

想法的教师进入交流平台（线上或线下），通过观看与评论其他教师的活动设计，触发创新的想法。教育公益组

织要致力于将平台建设成为“点子”的汇聚地，保持平台的活跃程度，让教师们在平台上交流、学习，促成行动。

二是容易在“实施程序”和“结果评估”方面陷入误区。首先，资助金额均较低，且申请操作并不是教师所

长，没有必要执行复杂的申请程序；其次，从教师小额资助本身的价值与目标出发，其意义在于激发教师的积极

性，为教师提供一定的创新空间和自由度。着眼于教师的主动投入和成长，而非个别活动的成败。

从现有情况看，教师小额资助活动表现出如下趋势：大都脱胎于已有的公益项目，在活动规模逐渐扩大，平

台作用获得充分发挥后，有可能催生各种形式的教师自组织，形成教师自我成长的共同体。

各类教师培训

一、 基本情况

针对中西部地区乡村教师的培训一直是教育公益机构的重点工作之一，围绕校长、教师的教育理念、教学技

巧、综合知识、个人身心健康以及教学组织能力等所开展的各类培训丰富多彩。根据我们的粗略统计，开展过教

师培训工作的教育公益组织不下 120 家，不少教师培训项目和活动特色鲜明、方法新颖，能够从不同角度切入农

村教师的职业成长问题，探索不同的解决路径。以下我们依据培训的主题和模式，将教育公益组织所开展的教师

培训项目分为 5大类别，以区分培训呈现出的不同特点，展现其背后传达的多元教育理念。

1. 以“精神激励、理念碰撞和方法研讨”为特征的大型活动

此类活动以传递或分享教育和办学理念为主题，注重精神激励、同道相会、观点碰撞、友情汇聚。通常采取

大型短期集中的形式，一般活动频率较低（1年 1 次或 2次），时间较短（5天左右），参会人数较多（超过 100

人，有的达到上千人）、每次都有预定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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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发起

机构

发起

时间
活动对象 活动内容

活动

时间
活动介绍

新教育

实验年

会

新教

育研

究院

2006 年

-

全国范围新

教育实验区

学校管理者

及一线教师

新教育实

验理念研

讨及实践

课程展示

3-5 天

从 2006 年第一届至今已经历 10 年时

间。每届年会都发布不同主题，紧扣新

教育实验的最新发展趋势。2006 年，

新教育年会在北京提出新教育实验

的核心价值“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

育生活”；2007 年，年会在山西运城

提出新教育儿童课程的主题“共读

共写共同生活”；2008 年，年会在浙

江苍南提出了新教育理想课堂的境

界“知识、生活与生命的深刻共鸣”；

2009 年，年会在江苏海门提出新教

育教师专业发展的追求 “书写教师

生命的传奇”； 2010 年提出“共叙

学校文化”； 2012 年提出“缔造完

美教室”； 2013 年提出“研发卓越

课程”； 2014 年提出“新教育与艺

术教育”；2015 年提出“新生命教

育”。

“教育

行走”教

师公益

研修夏

令营

绵阳

教育

行知

社

全国

生命

化教

育课

题组

2015 年

各地一线教

师和教育工

作者

教育理

念，文化

素养，专

业技能。

5天

“教育行走”教师公益研修夏令营每年

组织一次。每次征召 100 名左右有激

情、有追求、有思想、有个性的优秀教

师，汇聚某地，历时四五天，通过专家

讲座、课堂观摩、叙事研究、艺术熏陶、

沙龙对话等方式，进行不同层次的交

流，侧重于教育，但不局限于教育。在

互动研讨和自主生成中，促进教师开眼

界，广视野，发现内心需要，重振教育

勇气，更新职业理念，提高专业技能。

第一线

全国教

师高级

研修班

第一

线教

育研

究中

心

2008

各地一线教

师和相关教

育工作者

教育理

念，文化

素养，专

业技能

5-10 天

由第一线教育研究中心、《读写月报 新

教育》杂志主办，以激活生命状态，提

振教育精神，完善知识结构，修炼教育

智慧为其研修特色。汇集国内顶尖人文

学者、文化名人及一大批个性名师加入

其中，引导参会教师集中开展全天候密

集研修，营造高质量的对话场，在对话

中生成，在对撞中跃迁。研修班采用人

文科技视野、教育新知、课堂实战、对

话风暴以及主题沙龙相结合的方式开

展培训。

亲近母

语点灯

人大会

暨儿童

阅读论

坛

亲近

母语

研究

院

2004 年

-

全国范围一

线教师及相

关教育工作

者

教育理

念、问题

研讨、专

业技能

3天

由亲近母语研究院主办，每年面向全国

教育工作者开放报名，每年参会的教师

和校长超过一千名，被称为“点灯人的

聚会”。亲近母语研究院围绕儿童阅读

的最新发展趋势，每年在大会上设置不

同主题，邀请行业内知名研究者及阅读

名师进行主题演讲和课堂教学展示。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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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科课程中数、语、外科目的教学理念与技能培训

此类教师培训主要围绕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数学和外语等三门主科的教学理念与技能开展培训，培训通常由

富有经验的一线骨干教师或主科教研专家设计并教授课程，培训周期一般较长（1年或以上间断进行），培训时

间和培训人员较为固定，培训的方式包括线上研讨、线下集中培训以及小组研讨沙龙等。

名称
发起

机构

发起

时间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时间 培训介绍

“萤

光支

教”

上海

华信

公益

基金

会

2014

年-

西部地区农

村一线校

长、教师

三门主科课

程的教育理

念、教学和

管理技能。

长期持续开

展

“萤光支教”由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

发起并提供资金保障公益项目。通过

发挥上海市优秀教育资源优势，为甘

肃省 58 个省级贫困县乡村中小学提

供教师培训和师资支持。“萤光支教”

包含四个板块：“网一起”、 “陇上

行”、 “上海行”和 “青年志愿者

支教”，其中前三个板块涉及乡村教

师的培训工作，分别以沪陇两地线上

培训、沪上名师千里送教和乡村教师

来沪培训等三种方式开展培训。

“青

葵花

导师

计划”

北京

市西

部阳

光农

村发

展基

金会

2013

年-

西部地区农

村一线教师

三门主科教

育理念、教

学和管理技

能。

3年（每周 1

次网络培

训、每月 2

次线下活

动、每年 2

次集中培

训）

基于西部乡村教师职业认同感低，流

动性大，教育理念、教育意识落后以

及教学能力普遍较弱等问题，自 2013

年起开始探索面向乡村教师的培训+

长期陪伴模式。以互联网为主要培训

平台，以导师制为操作核心，由东部

地区优秀一线教师一对多指导，通过

每周一次在线研讨和每年假期的集

中培训等方式把先进教学理念落实

到日常教学行为中。不仅提高教师教

学技能，还能培养当地教师互助团

体，推动东西部教师共同成长。

乡村

教师

跟岗

研修

好未

来公

益基

金会

2015

年-

中西部地区

乡村一线骨

干教师

教育理念、

教学和管理

技能

10天

好未来公益基金会启动“同一课

堂”乡村教师跟岗研修项目。面向四

川、陕西、安徽的乡村一线骨干教师

开展乡村教师个性化在线学习体验。

参训教师以“短期老师”的身份参

与到好未来教育旗下子品牌的日常

教学中，发挥导师一帮一的引领示范

作用，通过课堂观摩、工具使用、教

学体验等研修内容，快速提高跟岗教

师的在线学习能力和技巧，帮助他们

更新观念、熟悉工具、开拓视野、增

强信心。

其他
我们的自由天空-乡村教师培训

北京億方公益基金会-全科教师培训（河南）

3. 学科课程体系中“小五科”课程的培训（音、体、美、科、品社）

此类教师培训主要围绕 “小五科”课程的教学理念和技能开展培训活动，培训主要由一线学科带头人和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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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科领域的专家设计和教授课程。与主课教师培训相似，此类培训周期较长、参与人员及培训时间相对稳定。

名称
发起

机构

发起

时间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时

间
培训介绍

科学课教

师培训

北京

桂馨

慈善

基金

会

2009

年-

各地乡村

科学课教

师

科学课，综合

实践课教育

理念和教学

技能

短期集

中式培

训。

通过多年开展科学教师系列培训，逐渐

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课程、教案、活动方

案、实验记录等，帮助科学教师掌握探

究性学习的课堂组织方法。培训工作分

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一般教师培训，

第二阶段骨干教师研课培训，第三阶段

东西部教师交流观摩计划以及第四阶

段名师西部行的现场指导活动。截止

2014年12月 31日，该项目直接覆盖3

省25县，培训1600余名科学教师，使

65.95万名师生受益。

艺术教师

种子发展

计划

阳 光

未 来

艺 术

教 育

基 金

会

2013

年-

各地乡村

艺术课教

师

教学资源获

得与使用、教

学方法、 课

堂活动组织

系列培

训

每月一

次

半年连

续进行

为帮助教育资源匮乏学校的艺术课教

师提高综合素养，针对一线教师在专业

基础、教学方法、与儿童沟通技巧、课

堂组织能力、教学资源等教学实践中经

常遇到的难点和问题，以具有先进教学

理念、课堂经验丰富的培训师引导，进

行实用性强、有特色、有方法的互动型

培训。“音乐教师综合技能提升训练班”

获得参训教师的好评。

其他
“蒲公英行动”少儿美术教育专项课题-美术教师培训

4. 素质课程（校本课程）的教师培训

此类教师培训的切入角度跳出了传统的学科分类框架，而是根据学生的能力培养与素质发展设计相应课程，

并根据课程的教学方案对教师进行教学理念和操作方法的培训。

名称
发起

机构

发起

时间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时间 培训介绍

梦想

领路

人培

训

上海

真爱

梦想

公益

基金

会

2009

年-

"梦想中心"

进入学校的

一线乡村教

师

梦想课程理

念和梦想课

程授课方式

定期集中培

训

网上互动交

流

梦想领路人培训是以梦想课程的实践

和推广为目的的培训，针对不同的培训

对象（教育局、学校管理层、老师等）

和培训目标，设定相应的培训内容。目

前的培训有，针对新老师的梦想课程入

门培训（1.0培训），针对有梦想课程

授课经验、并且愿意寻求更多发展的种

子教师培训（2.0培训），以及针对学

校管理者，希望能够将梦想课程在校内

或者区域内更好的推广的校长研修工

作坊（3.0培训）。

阅读

领航

员教

师成

长计

划

广东

省担

当者

行动

教育

发展

中心

2013

年-

“班班有个

图书角”助

学项目学校

的种子教师

阅读课程相

关理念及技

能

定期集中培

训

担当者行动开展的“阅读领航员教师成

长计划“通过在已经建立图书角的项目

学校中挖掘、发现那些有热情、有动力

引导、培养学生阅读习惯和兴趣的老

师，为他们提供培训交流机会和日常支

持。培训侧重于新的教育观、儿童观和

阅读观方面的引导，唤醒老师本身的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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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热情和动力。同时，把成熟的阅读课

程和阅读活动方案带给乡村教师，帮助

他们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使用。

千千

树：网

络教

师培

训

北京

乐平

公益

基金

会学

前项

目部

2011

年-

农村和乡镇

基层幼儿园

教师

幼儿教学课

程（涵盖游

戏、阅读、

数学启蒙、

艺术、语言

等领域）

持续性线上

培训

千千树网络教师培训，根据农村

和乡镇基层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实际

情况和教学现状，通过互联网提供易

教易学、操作性强、实用性强的网络

培训课程。目前已经上线的培训内容

包括“听阅读”、“儿歌活动”、“音乐

活动”的示范视频、音频，“听阅读”、

“绘本阅读”的阅读指导等。组织各

地的教师进行网上学习，线下交流、

互相观摩，现场指导等。

乡村

学校

“综

合实

践课”

的理

念与

技能

培训

乡村

教育

促进

会等

2015

年

乡村教育一

线工作者和

相关教育研

究者

乡村儿童发

展课程

短期集中

培训

乡村学校综合实践课教培训涉及综

合实践课中的阅读课程、服务学习课

程、音乐活动以及教育戏剧活动等内

容。培训采取小组合作学习方式 ，

同时结合现场教学实践，为参训的一

线教育工作者营造真实而轻松的观

摩、研讨、交流氛围，帮助教师围绕

综合实践课程的设计与实施开展充

分的经验交流和成长探索。

其他

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性教育讲师培训

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乡土文化课程教师培训

杭州六和公益发展中心：阅读课及综合活动系列教师培训

5，促进教师身心健康的多样化培训

在与一线教师接触和交往中，对他们自身所处的职业与精神困境深有感触。教师不应仅是实现教育目标和

任务的工具，更应该被作为情感丰富、需求多样的人来对待。此类培训着眼于教师的身心健康、眼界开阔、社会

关系协调、知识面拓宽、生活情趣多样等，展开生动丰富的内容。这类培训有时是独立进行，有时会和以上几类

培训组合进行，得到受训教师们的欢迎。

名称
发起

机构

发起

时间
培训对象 培训内容

培训

时间
培训介绍

爱飞 翔 -

乡村教师

体验式培

训

北 京
永 源
公 益
基 金
会
上 海
“ 爱
飞 翔
“ 组
委会

2007

年-

西部各地

乡村教师

教育理念

文化体验

开阔眼界

感受关爱

10天

“爱飞翔•”是面向乡村教师的大型体验式

培训。培训以“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提高

乡村教师综合素质”为根本目的，注重以丰

富的活动形式帮助乡村教师零距离体验城

市生活、感受都市风情，接受教育新知、体

验文化艺术的魅力。还为乡村教师安排体

检、家庭一日等活动，让他们感受到尊重与

关爱。目前活动每年在北京和上海分别举

行，累计有千余名乡村教师参加培训。

教师身心健

康工作坊

师生关系探

究工作坊

21 世

纪教

育研

究院

农村

教育

研究

中心

2013

年-

西部地区

农村教师

积极心理

学

自我觉察

师生关系

班主任工

作等

5天

他们组织的这类培训，针对教师在教学和生

活中诸多心理、社会性问题，给于积极的引

导和开解。尤其注重帮助教师学习儿童心理

学、应用心理学的有关内容，在处理师生关

系、家长关系、缓解负面情绪等方面做积极

的尝试。他们通过工作坊、角色互换、案例

分析、影视及阅读活动等，营造开放、轻松、

参与的氛围，使教师们亲身体验自我觉察、

耐心聆听、非暴力沟通等带来的真实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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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二、 观察与思考

1. 培训的推动作用

通过对上述组织发起的教师培训进行扫描，可以发现，无论是关注教师知识技能或学生管理的培训，还是偏

重教育理念或文化素养、情绪心理的培训，都对教师队伍整体质量的提高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纵向上，教育公益组织从不同角度切入教师培训工作，不断引入跨界思想和技术，丰富教育与教师角色的

内涵，促进教师群体的多元发展。这种纵向的推动作用在素质课程教师培训方面尤其明显，例如真爱梦想推出的

梦想课程教师培训，开展以问题导引的团队探究和以合作游戏达成的体验学习的培训，尝试教师角色的转变。纵

向的推动力量在传统主科教学培训方面也有体现，相关公益组织在努力探索更加有效的培训模式，改善以往教师

研修的培训体验。例如西部阳光基金会推出的青葵花导师计划和上海华信公益基金会推出的“萤光支教”项目，

均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长效陪伴模式，借助互联网技术和数字影像技术，打破时空的限制，推动东西部地区教

育资源的交流与融合。

在横向上，教育公益组织开展的教师培训，拉动了大量教师进行跨区域的横向联结，为促进教师职业共同体

的成长，发挥着公益组织的独特作用。其中，由亲近母语研究院举办的亲近母语点灯人大会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借助每年一次的儿童阅读主题论坛，亲近母语的点灯人平台网聚了大量致力于通过阅读教育改变儿童学习和成长

方式的教师、家长和相关教育工作者。数以千计的一线教师和学校管理者产生的联结，逐渐形成了一个组织结构

松散、教育理念统一且认同感很强教师共同体。还有些教育公益组织以教师培训的方式推动了很多教师互助团体

的成长。这些依托教师培训生长出来的学员互助团体，一方面对培训内容有着更深的理解和领悟，往往可以将所

学知识内化为自身的教学理念，并积极推动知识的应用与落地；另一方面，学员互助团体对自身有着较强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注重团体的自我学习和发展。桂馨基金会多年推动的科学课教师的培训工作，培养了一大批偏远地

区的科学课教师，并推动这个教师群体的持续进步。西部阳光基金会发起的青葵花导师计划，为西部乡村教师链

接东部优秀教师资源，建立导师制学习方式，通过线上和线下持续的培训学习，推动了四个教师互助团体的成长。

在解决西部教师理念与技能落后问题的同时，促进了东西部教育资源的交流与平衡。

2. 培训的有效性

如今有越来越多的教育公益组织开始关注教师培训的有效性问题。教师培训项目是否可以达到预期目的？现

实状态与预期设想有多大距离？具体培训效果如何测量？对培训有效性问题的关注，既反映了对教师培训项目的

重视程度在不断提高，亦反映了仍缺少科学专业的评估能力这一现实。

目前，教育公益组织所开展的教师培训项目中，仍有大量机构在使用单一的“参训满意度”来评估培训的有

效性。此类培训评估方法背后潜藏着很大隐患，因为其忽略了参训者即时主观感受和实际教学行为变化之间的差

别，也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很多教师在短期集中培训时热血沸腾，回到工作岗位却被打回原形的情况。

因此，为了对教师培训进行更加有效的评估，一方面要理清项目的设计思路，将评估指向培训所要解决的教

育问题以及课堂教学实际行为的变化；另一方面，需要引入不同角度的测量指标，充分考虑教师培训最终对学生

学习行为的影响、对教师教学行为的影响以及对学校教学氛围和师生关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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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教师的自组织

一、 基本情况

教师自组织是指一群有共同兴趣爱好和理想追求的教师自发结合到一起而形成的团队，这些团队的活动主要

以教师本身的意愿和需求为导向，与行政力量或商业利益主导的教师群体有明显区别。教师自组织有的相对松散，

有的有相对确定的名称、目标和发展计划。组织的活动资金主要由团队成员自行承担，全部用于自组织的发展。

多数团队成员相对固定，通常会有团队负责人或骨干成员组织开展定期和不定期的教师活动。

近年来，教师自组织的发展呈现上升趋势，尤其在经济和教育发展较快的地区，教师自组织的数量逐渐增多，

规模不断扩大，活动的渠道和内容也日益丰富多元。

组织名称 发起时间 组织介绍

星韵地理网络社

群
2004 年-

星韵地理网络社群是一个致力于促进中学地理教育、分享和探索地理学

科的教育网络社群，创始人为景荣老师。经过多年发展与探索，星韵地

理网逐渐汇聚了大量中学地理教师和地理教育研究者，逐步构建、完善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网络教研模式，为地理教师的专业学习和网络研修提

供了高质量的交流平台。同时，这个平台，为地理老师提供了展示教学

成果的机会，为地理教师的跨地区联结创造了条件。经过 10 年的积累，

星韵地理网调动了大批骨干地理老师的参与热情，培养了教师的研讨活

动组织能力，逐渐形成了以地理教育为核心的教师社群。

支教岛（琴岛教

师成长工作室、

青岛陶行知研究

会）

2005 年—

支教岛成立于 2005 年（成立时用名：琴岛教师成长工作室），创办人为

李淑芳老师。支教岛关注农村以及城乡结合部的学校发展和教师成长，

拉动青岛市内优质教师资源，定期开展送教下乡活动，创造城乡间教师

交流的机会，无偿为乡村教师提供青岛优质学校的挂职培训机会。通过

支教岛教师成员的常年坚持，支教岛已经形成了教师联盟、校长联盟、

家长联盟、大学生联盟和企业家联盟。5个联盟各有核心成员担任组织

协调工作，不同联盟之间的活动互有交叉，相互支援。近年，工作室有

青岛的 20 多所中小学校、近万名教师加入，建立了专门网站，足迹遍

布省内多个市县。

Hisoul 教育公社

（前身为山东青

州家庭教育与心

理健康教育志愿

者协会）

2008 年

Hisoul 教育公社，2013 年 1 月由八位优秀的一线教师发起的草根公益

团队，目前已经扩大到几十人。团队成员致力于东西部教育均衡化发展、

体验式教师培训、家庭教育、师生心理健康、艺术疗育、儿童阅读推广

等领域的问题。除了为西部教师培训提供支持外，他们通过周三沙龙、

家教讲师团、模拟咨询、家长课程、千名骨干教师培训计划等在地志愿

工作，服务于青州教育，活跃于家庭、学校中。

行知乡村读书会

（QQ 群）

行知乡村读书会（群号：271529274）由朱青等教育人士创建，是面向

全国教师和热爱陶行知的读书人开放的读书会群。目前行知乡村读书会

共有四项主要活动内容：即行知早报、“研读陶著”，行知大讲堂和行

知话题辩论会。

河南信阳乡村建

设协作者中心—

—乡村教师俱乐

部

2014 年 9 月

目标是促进当地各科（尤其是语文）教师的交流，搭建资源平台，提高

农村语文教师融汇生活教育理念的课程开发和创新能力（比如阅读课

程、校本课程、综合实践课程等），推动语文课程进行适应本地农村需

求的探索和创新。俱乐部通过读书会、影视沙龙、课程研习等活动，促

进成员间的交流合作，推动教师学习共同体的成长。俱乐部还以阅读课

程等为主，激发、推动核心教师开展 2-3 个可持续实施的语文创新课程

/活动，并通过小额基金进行支持。

其他

新教育网络师范学院

北师大“跨越式项目”网络社群

四川绵阳教育知行社

甘肃阳光辅成乡村教育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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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观察与思考

教师自组织的出现和成长是不同力量合力推动的结果，反映了一种社会的进步：

1. 教师自组织最重要的推动力量源自教师自身。随着教师群体素质的不断提高，有越来越多教师形成了

自身独特的教育信念和社会理想，他们影响并带领了一批跟随者跳出原有的职业思维定式和束缚，践

行他们的教育理想。并不断积累实践经验，在吸引更多同行业教师加入的同时，自身的自组织能力不

断提高，逐渐发展成熟。

2. 信息数字技术的发展成为教师自组织的推动力量。互联网的普及和相关数字产品的推广极大地丰富了

教师自组织的活动方式和内容，传统的实地课堂观摩和教学研讨得以在网上进行，使不同地区的教师

方便参与其中。这种沟通便利的背后体现的是教师之间连接成本大幅降低和连接范围急速扩大。因此

借助互联网的技术力量，教师自组织的影响力也不断提升。

3. 不同社会力量的介入为教师自组织的发展增添活力。近年，教育研究机构和教育公益组织围绕教师的

职业成长做了很多工作，推出了大量针对课堂改革、教学技能和教育理念的培训活动和项目。在参加

培训的过程中，不同学校和不同地域的教师得以借此产生横向联结，教师网络逐渐扩大与充实，为教

师自组织奠定了基础。另外，家长群体、教育行政力量在教师自组织的发展过程中也起到了推动的作

用。

目前，通过对不同形态的教师自组织进行扫描和梳理，我们可以发现教师自组织存在以下几个特点：

1. 教师自组织通常为有教育理想并且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一线教师发起。

2. 教师自组织成员的互动方式呈现去中心化或多中心化，即团队中的负责人并非固定不变，通常活动的

发起人会自动成为临时的团队中心，一旦活动的主题发生变化，团队组织者人选也会进行调整。

3. 教师自组织的成长方式为有机成长，即组织发展的方式像生命体一样，以自身需求为导向，依据不同

环境的客观条件，逐渐适应成长。组织中的每位成员所起到的作用不同，且不断发生变化，组织中的

知识是通过教师不断碰撞讨论生成的。通常教师自组织以教师的职业发展和人生关切为核心延伸发展。

教师自组织的发展障碍

目前，教师自组织仍然处于萌芽生长阶段，限制发展的障碍来自诸多方面。其中，教师自身的学习动

力如何持续仍然是最大的挑战，尤其在教师面临大量时间和教学压力时，成长动力和学习空间不断被挤压，

教师自组织的基础——每位成员的成长受到较大限制。同时，教师自组织的发展成果如何积累也受到成员

自身素质以及技术客观条件的制约。但是，我们对教师自组织的发展仍抱有很大希望，很多自组织的发展

困难可能会在互联网等新技术的介入下逐渐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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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中国教育公益组织年会
参会代表通讯录

机构 姓名 职位 邮箱

蚂蚁力量儿童义工团 员超峰 发起人 603181688@qq.com
景洪市蜗牛爱心教育 张成 负责人 1241955951@qq.com
慈之航公益 王雯 秘书长 hezi0681@sina.com

成都云峰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高善峰 主任 729663386@qq.com
潍坊市鸢都义工公益服务中心 孙志达 理事长 398185199@qq.com
广州百朋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郑月明 联合创始人 zhengyueming@bp1010.com
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 傅艳 秘书长 596284924@qq.com

广东省麦田教育基金会
詹敏 秘书长 zhanmin@mytjy.org
舒方耀 筹资主管 shufangyao@mytjy.org

成都新空间青少年发展中心
雷建 总干事 306855892@qq.com
张璐 筹资部部长 306855892@qq.com

澳门同济慈善会（北京办事处） 马玲玲 项目官员 alinama@tongchai.org.cn

上海多阅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周洋 rick-zhou@live.cn

杭州沃德青少年公益服务中心（第

九世界）

郑壹零 执行会长 820668212@qq.com

包娇娇 干事 2267997904@qq.com
成都智汇青年公益服务中心 杨磊 社群运维 lerryoung@126.com

舒喆 809105713@qq.com

苍南县壹次心未成年人帮扶中心 应吟吟 理事长 2899383321@qq.com

雅安市爱心蚂蚁公益服务发展中

心

刘霞 机构负责人 940654470@qq.com

王媛 项目主管 361809215@qq.com

于田懂爱梦想爱心团体
麦提肉孜阿

卜杜艾尼
国家公务员 470511574@qq.com

骆明信息科技发展（上海）有限公

司

范莉 总经理助理 li.fan@likefund.cn

郑舒丽 项目运维 shuli.zhen@likefund.cn

杭州滴水公益服务中心
华小春 项目总监 365178547@qq.com
白宝康 项目专员 348493013@qq.com

百色市教育基金会 韦少标 募捐部 498589240@qq.com

咸阳市心理健康教育研究会
李强 秘书长 1643798003@qq.com
戴璐璇 副秘书长 1643798003@qq.com

广西爱心蚂蚁公益协会 陈词 执行理事长 893871790@qq.com

成都彩虹村公益发展中心
任燕 项目助理 3114415264@qq.com
宁夏 助学专员 275289940@qq.com

亚洲鞋业协会爱心支教项目
夏蓉 项目负责人 sharonngo@qq.com
安红斌 项目协调员 sharonngo@qq.com

育苗行动 彭乔云 总监 pqy428@163.com
深圳市弘爱阅读推广中心 邓运清 总干事 664190439@qq.com
海南伏羲教育基金会 姜来 理事长 964504540@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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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青少年事务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王婕 项目官员 yxsg_wj@126.com

成都乐能社会工作发展中心
苏欧洋 督导 lene44@163.com
冉莉 项目主管 313881144@qq.com

重庆市大渡口区山城社会工作服

务中心

田甜 项目官员 1287301611@qq.com

高雪 主任 778611051@qq.com
根与翼学生服务中心 王文敏 助养妈妈 1228211924@qq.com

重庆市江津阳光社会工作服务中

心

左军 主任 48076558@qq.com

秦茂华 项目督导 369556563@qq.com
上海春禾青少年发展中心 陆逊 理事长 luxun@spring.org.cn
北京慈弘慈善基金会 张銮明 项目官员 675917182@qq.com

蒲公英助学公益中心
吴伟伟 理事长 114093316@qq.com
深颖 项目主管 3041117@qq.com

爱成长综合性教育课堂（广州市越

秀区爱成长教育支持中心）

胡敏婷 总干事 maggiepa@163.com

苏艳雯 教研主管 suyanwen@126.com
淮北市公益服务协会 吴伟 副秘书长 114096315@qq.com
瑞丽市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张琴 机构负责人 zhangqin15167@163.com

绵竹市爱之援义工协会
马文 会长 254038712@qq.com
张渊 理事 254038712@qq.com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青少年发展研

究中心
张祥荣 主任 366619373@qq.com

微辣青年（注册名：广州市越秀区

微乐益公益成长中心）

刘海庆 项目总监 liuhaiqing@vloveit.net

刘春元 筹资专员 liuchunyuan@vloveit.net
成都公益慈善联合会 常丽桥 专项基金秘书长 smallbridge@126.com

北京合悦阅读促进科技服务中心

(筹)
薛晓娜 核心志愿者 149203989@qq.com

范晶薇 联合创始人 45965724@qq.com
南京市小萝卜儿童关爱中心 徐玥 理事长 xuyue49496579@qq.com

成都城市社区学院
李薇 教师 757639223@qq.com
王萍 调研员 757639223@qq.com

长春心语志愿者协会
夏金磊 秘书长 1047787969@qq.com
吕建华 青少年发展部负责人 1047787969@qq.com

昭觉县凉善公益促进会
杜一鸣 会长 101395221@qq.com
杨尕 秘书长 101395221@qq.com

北京乐平公益基金会
张弘毅 项目官员 ella.zhang@svpchina.org
王文尧 项目官员 rickwang@svpchina.org

创见俱乐部 张伟 创始发起人 daisyzw@163.com
美国圣童教育有限公司 张民弢 学长 514612946@qq.com

淦氏扶助教育基金会

副理事长兼

秘书长
305150497@qq.com 305150497@qq.com

淦应根 副会长 3027708445@qq.com
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 潘江雪 理事长 pan@adream.org



-22-

北京鲨鱼公园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张永琪 总经理 zhang@shaarkpark.cn

贵州文化薪火乡村发展基金会 袁立明 项目经理 303818101@qq.com
广河多思文化发展中心 马成祺 执行主任 guangheduosi@163.com

乡村校园志愿者

亚力坤奥斯

曼
理事长 1035485862@qq.com

热孜旺 行政秘书 1035485862@qq.com

河南省学生安全救助基金会
苏军辉 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 69194213@QQ.com
崔建光 理事长 2538832221@qq.com

上海灵青公益发展中心 沈蕾 项目助理
miranda_shen16@hotmail.co

m
智孚众筹工作室 创始人 创始人 593892967@qq.com

北京益微青年公益发展中心
刘斌 总干事 liubin@evlife.org
张瑞 项目主管 zhangrui@evlife.org

甘肃彩虹公益服务中心
任志浩 机构负责人 852417785@qq.com
陈弭 项目官员 451845698@qq.com

成都高新区美锦社区公益发展中

心

殷刘倩 机构负责人 ht.7@qq.com

袁海燕 项目主管 531207363@qq.com

贵州仁爱助学公益协会
副会长 副会长 461742152@qq.com
殷平 会长 461742152@qq.com

合肥市华益儿童服务中心
朱红红 项目主管 672720546@qq.com
余晶晶 项目助理 616879526@qq.com

鞍山市中华传统文化促进会 闻俊生 理事长 jswen9@qq.com

云南明德志愿服务中心
马俊晖 总干事 mdgymd@qq.com
李连福 项目主管 1204934445@qq.com

伊顿学园
单婷婷 shantingting@sumec.com.cn
陈忠 园长 shantingting@sumec.com.cn

伊顿教育公益 韩丽萍 组长 657270289@qq.com

传递童年（宁夏童年助学促进会）
曹原 理事长 caoyuan@itongnian.org

黄靖雯 项目助理 huangjingwen@itongnian.org

南京亲近母语公益发展中心
杨爱萍 理事 qjmyyap@126.com
徐冬梅 创始人 qjmy.xdm@126.com

浙江师范大学儿童公共政策研究

中心
吕苹

儿童公共政策研究中心

主任
lplp1970@126.com

中山市芊苗公益传播中心 钟嘉盛 总干事 61853035@qq.com
南京心汇心公益基金会 副秘书长 副秘书长 uningo@126.com

甘肃平凉市保护母亲河联合会 赵向阳 主席 wscfxy@126.com
农民之子 王春华 总干事 ch.w3838@163.com

武汉市武昌区晓庄公益助力中心

谢雪娥 实习生 316700160@qq.com

祁先雄
晓庄公益创始人和总干

事
275612467@qq.com

鹿溪青少年公益发展中心 陈秀洪 项目统筹 cbccsophia@126.com

萤火公益事业发展中心
兰帅 秘书长 lanshuai@yinghuo.org
张洁 大学生公益项目主管 zhangjie@yinghu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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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超 农村教育项目主管 pengchao@yinghuo.org
梅馨 大学生公益项目官员 meixin@yinghuo.org
林舒鹏 大学生公益项目官员 linshupeng@yinghuo.org

广州市越秀区新南社会发展服务

中心
周嘉怡 行政助理 echo5527@outlook.com

巴别梦想家 璐瑶 机构创始人 390029684@qq.com

2345.com公益项目部 张彩云
董事长助理兼公益项目

经理
zhangcy@2345.com

长沙梦创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李磊 主任 lilei@mcngo.org
董雪峰 项目助理 dongxf@mcngo.org

广东省春桃慈善基金会 徐丹 dan.xu@chuntao.org.cn

父母心公益基金
罗杨为 秘书长 yw.luo@fumuxin520.cn
张艺茹 项目官员 yr.zhang@fumuxin520.cn

学境教育
周木森 负责人 musen@xuejingjy.com
梁保城 副总经理 baocheng@xuejingjy.com

甘肃怡欣心理咨询中心 杜俞瑾 执行主任 duyujin@yxxl.org
梦想画室 如风 341306@qq.com

北京天下溪教育咨询中心
邱璐 总干事 Qiulu119@163.com
王小平 副总干事 13911651871@163.com

成都青羊区少城街道商业街社区

社工服务中心

孙玉凤 中心主任 501291756@qq.com

江黎 工作人员 501291756@qq.com

济南时代春风青少年公益发展中

心

赵菁 执行主任 313863590@qq.com

卢鑫 项目专员 1336058014@qq.com
甘肃省家庭教育学会 朱宜亨 会长 1289257507@qq.com
平凉阳光义工协会 李红涛 品牌与项目中心主管 ketoo@qq.com
河洛义教 赵全鑫 会员 2467536160@qq.com

山东东营市幸福里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燕秋红 总干事 dzbysh@163.com

成都市青羊区明辉助残服务中心 黄威 机构执行主任 7637562@qq.com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

孙瑜 项目官员 sunyu@youandme.net.cn

张耀华 项目助理
zhangyaohua@youandme.net.

cn
常州公益助学联合会 裴伟明 会长 99720077@qq.com

国际青年成就中国部成都办 刘倩倩 高级项目专员 jessieliu@jachina.org
祁县仁爱幼儿园 杨咏花 机构负责人 506771540@qq.com

成都市青羊区戏剧舞蹈艺术协会
王娴 会员 32517490@qq.com

魏耀志 办公室主任 1144740133@qq.com
重庆市万州区薄荷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冯林 发展专员 pswsc@foxmail.com

中国青年文化交流中心 杨思媛 副秘书长 mico0401@163.com

杭州市上城区六和青少年阅读服

务中心

裘水妙 总干事 Qsm510@163.com

王道 项目主管 46058660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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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助学爱心公益联盟
韩战强 负责人 392558439@qq.com
周锡强 管理员 1797719696@qq.com

北京谷雨千千树教育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吴俊英 园长 wujunying@qianqianshu.org

潘利华 教学园长 panlihua@qianqianshu.org
四川省齐力慈善基金会 徐楚崴 秘书长 xcw100@126.com

新公民计划
华纯 社区项目主管 huachun@xingongmin.org.cn
刘影 项目主管 liuying@xingongmin.org.cn

安徽太阳伞儿童慈善救助中心
李鋆鋆 项目主管 lijun5488.03@163.com
杨治曼 项目主管

深圳市一杰早期教育科学研究院
吕倩 lvqianah@163.com

张姗姗 434606116@qq.com

苗圃行动

邓恒凌 云南项目办事处主任 deng.hengling@sowers.org.hk

王艳琼 高级项目干事
wang.yanqiong@sowers.org.h

k

四川省扶贫基金会栋梁工程分会
余沁佳 项目官员 279074536@qq.com

李帆 主任 2888208@qq.com

四川农业大学学生爱心站
程琪 助学部部长 962759138@qq.com
李文强 爱心站团支书 962759138@qq.com

四十朵花花助学 沈晓莉 项目经理 dingdang861024@163.com

上海浦东新区迪智教育咨询中心 任宏 bryanrenjob@126.com

天津生态城绿色之友生态文化促

进会
安旭 项目总监 13323358180@163.com

益博公益发展中心 梁海荣 项目运营 hairong@yibo.org

湖南教育发展基金会
李琦 liqi@wispring.org
张磊 zhanglei@wispring.org

长沙市春雷公益助学促进会 刘岳 秘书长 Liuyue3076@163.com
知行教育基金会 葛宪明 知行执委 1557049108@qq.com

四川师范大学未来教育家
胡曼妮 理事 monnihu@qq.com
林帅澄 项目策划 105110160@qq.com

绵阳市一元爱心协会 陈竖琴 一元爱心协会会长 976134213@qq.com

陕西筑梦公益发展中心
郭浩然 理事长 zhumengghr@foxmail.com
杨李婷 资源部部长项目专员 zhumengclover@foxmail.com

上海微笑青年公益服务中心（微笑

图书室）

徐峰 理事长 twins@smilinglibrary.org

施小容 项目专员 63512660@qq.com
江西省爱心公益协会 闵志华 会长 339755850@qq.com
牧人发展促进会 求昂 会长 quang528@126.com

昆明市五华区益心青少年事务社

会工作服务中心
陈正艳 执行理事 ynlianxin_chzhy@163.com

中国旅行义工支教组织 唐启云 负责人 309031259@qq.com
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 郑红琴 社工 1176053794@qq.com
广西田东晨曦儿童发展中心 黄翠粉 机构负责人 chenxi_cuifen@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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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丹莉 项目助理 lai067@163.com

广东省游心公益基金会
张峻玮 公益主管 zhangjunwei@37.com
李湘华 游心基金会公益专员 lixianghua@37.com

凉山汉达社工服务中心 梁艳华 项目负责人 841890632@qq.com

创新课堂
高源 行政主管 1273718623@qq.com
程燕婷 志愿者

安徽童蒙助学服务中心 谢文飞 执行主任 tongmengcn@126.com

景德镇市慈缘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李强 主任 1393235818@qq.com

广州公益慈善书院
贾蔚 副院长 836773214@qq.com
陈欣

“大山天使计划”团队
李珍希 队长 317084355@qq.com
李娟 宣传组组长 1569037072@qq.com

中国留学生爱心助学基金
黄鹃娟 秘书长 huangjuanjuan@ofund.org.cn
黄诗雯 行政主管 admin@ofund.org.cn

广州市灯塔计划青少年发展促进

会

郝曦 副秘书长 haoxi@lighthouse.org.cn

于晓 项目经理 Yuxiao@lighthouse.org.cn
中国正面管教协会 刘苑 sandy.liu@chinapda.org

公民健康状况与受教育权工作组 武嵘嵘 项目协调人 wurongrong85@hotmail.com

陈一心家族慈善基金
陆玲 中国资助项目经理 shellyluling@gmail.com
覃小燕 特别项目经理 cindyqin.bj@gmail.com

成长乐园留守儿童托管中心 陈勇 mesee2@163.com

上海百特教育咨询中心
曹蕾 总干事助理 leona@bebetter.org.cn
黄石 品牌经理 anjie@bebetter.org.cn

上海禾邻社
田晓耕 执行长 tianxiaogeng@helin.org.cn
卢璐 艺术总监 lulu@helin.org.cn

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
徐雅巍

儿童关怀与发展部助理

项目官员
xuyawei@onefoundation.cn

裴筱 儿童部助理项目官员 peixiao@onefoundation.cn

成都瑞联工业职业技能培训学校 葛鑫 副理事长 2351171440@qq.com

会宁阳光雨露公益协会
姚文质 理事长 254738088@qq.com
左倩 宣传部副部长 823620651@qq.com

兰州市边缘社区流动人口家长学

校

马桂红 校长 mgh_75hh@163.com

马学芳 教务主任 mgh_75hh@163.com

蜂窝有点酷
范江华 首席协调官 bigzui@gmail.com
闫芷晗 首席宣传员 obsidian@fengwo.cool

广州市海珠区蓝信封留守儿童关

爱中心
陈欢 书信项目专员 chenh@bluelettercn.org

重庆市渝中区华扬公益事业发展

中心
刘君 yanghua2013@126.com

陇南义工联盟 李飞儿 项目主管 398046447@qq.com

mailto:peixiao@onefoundatio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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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担当者行动教育发展中心
张春亮 志愿者服务中心总监 zhcl@dandang.org

黄吉兴 项目服务中心总监 hjx@dandang.org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龙万爱心家

园

班爱花 园长 1538990457@qq.com

李桃 学前教师 261775414@qq.com
贵阳市云岩区百特青少年发展中

心
孙万红 总干事 741024786@qq.com

益路人公益服务中心
武明明 机构理事 2323638032@qq.com
廖东军 项目助理 2679321519@qq.com

甘肃省乡村教师志愿者联合会

——阳光辅成乡村教育工作室

李延敏
永登县通远乡中心校校

长
1641343211@qq.com

杜云举
定西市安定区内官营镇

学区校长
277235367@qq.com

广州市番禺区绿石头社区公益服

务中心
程维朋 项目主任 szchengweipeng@126.com

云南振英润云公益基金会 明娜 秘书长 403027900@qq.com

实习僧
鄢梦沅 商务负责人 astrid@mshare.cn
黄林海 CEO allen@mshare.cn

英德市亮石志愿者协会 卢丽君 副会长 240369812@qq.com

担当者行动
覃树勇 品牌与筹资部 总监 qsy@dandang.org
林斌玉 传播专员 lby@dandang.org

南京建邺戏梦社区文化艺术传播

中心

邹玲燕 负责人 shirleychow527@hotmail.com

吴秋怡 行政管理 wuqiuyinju@163.com
浙江理想慈善基金会 杨子圆 支教项目专员 543380593@qq.com

乌鲁木齐市幸福义工社
张慧博 社长 57667255@qq.com
赵佳 执行主任 422860950@qq.com

陕西纯山教育基金会
林慧丽 linhuili@chunshan.org
郑凯 zhengkai@chunshan.org

泰和县爱心协会 李玫 秘书长 1939008333@qq.com

公益故事人
曾密群 副理事长 13808211665@qq.com
黄礼燕 主任 18113007008@qq.com

陕西省妇女理论婚姻家庭研究会
薛晨 秘书长 xuechen@westwomen.org

李琳 理事 lilin10509@126.com

云南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
方文灿 环保工作部副部长 437398210@qq.com
梅航 服务队副队长 2283059401@qq.com

海外中国教育基金会图书项目
刘倩 图书项目负责人 68419766@qq.com
陈靖 图书项目专员 526732316@qq.com

重庆市江北区绿叶义工志愿者协

会

李师坪 副秘书长 lsp@cqly.org.cn

王晨宇 公共关系部总监 wcy@cqly.org.cn
慧爱公益教育机构 冯舜旭 公开课纪录片导演 504343207@qq.com

绿满家（重庆）教育机构 谢小平 CEO 402162543@qq.com

邯郸市环境文化交流促进会（河北 李靖龙 会长 632166545@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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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邯郸市橄榄绿青年志愿服务团） 陆瑶 宣传部部长 622007360@qq.com

永源基金会 钱倩 爱飞翔负责人 qianqian_sh@qq.com
77音乐沙龙 高琪琪 教师 332471285@qq.com

为中国而教
李博 运营总监 libo@21tfc.org
何锦豪 项目经理 hejinhao@21tfc.org

山东东营市文汇街道营园社区知

心汇服务中心

尹胜辉 主任 2353273967@qq.com

王友钦 副主任 3107178898@qq.com

湖北美术学校晨曦志愿者协会
林玉峰 队长 manxialai@163.com
吴翔宇 副队长 1289995752@qq.com

许愿熊公益室 宋艾 615684746@qq.com

成都益学汇信息服务中心
吴长城 执行长 304512191@qq.com
李端 理事 1265325084@qq.com

深圳市人科教育公益发展中心 刘昌银 教育顾问 1163641099@qq.com

南京乐众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石燕 理事长 21630682@qq.com
吴慧明 工作人员 gamesome1982@gmail.com

洋葱数学
杨临风 CEO linfeng@guanghe.tv
崔英子 市场副总监 yingzi@guanghe.tv

未来国 梁立 liangli043@qq.com
重庆市江北区青少年社会事务服

务中心
刘奇 理事长 744984273@qq.com

成都高新区阳光志愿者联盟
张福定 副秘书长 312577358@qq.com
何西勇

个人 张哿 zgawd2006@163.com

劲草助力社
穆延飞 社长 muyanfei@163.com
李魏和 策划部部长

上海浦东新区塘桥蒲公英儿童发

展中心
李兆汝 培训总监 lizhaoru@passlove.org

赠与亚洲 肖蓉 中国首席代表 xiaorong@give2asia.org

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奇色花

福利幼儿园

梁田田 奇色花福利幼儿园园长 qisehuaxz@126.com

吴冲 全纳中心主任 qisehuatg@126.com

中国心志愿者团队
刘剑峰 副队长 357034882@qq.com
瞿晓龙

北京瓷娃娃罕见病关爱中心
周爽 高级项目主管

zhoushuang@chinadolls.org.c
n

王奕鸥 主任 wangeo@chinadolls.org.cn

万物有灵
曾彤 总干事 dora.t.zeng@vip.163.com
陈旖晴 项目官员 944062737@qq.com

科蚪儿童造物空间 谭丽 项目官员 18510070869@163.com

成都爱达迅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李明丽 项目发展与筹款主任 mandylimingli@gmail.com
毛磊 儿童项目主任 tristone.mao@gmail.com

重庆市渝中区扶苗社会工作服务

中心
那崇翰 理事长 939498356@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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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工业大学 郑乐 硕士研究生 549427669@qq.com
互满爱人与人国际运动联合会（瑞

士）云南办公室
李建才 幼儿教育部经理 li.jiancai@hppchina.org.cn

甘肃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
马培芳 会长 gsnuesco@sina.com
栗兆荣 秘书长 gsunesco@sina.com

上海启明书社
陈思颖 外链督导 donation@sunriselibrary.org
张秋平 项目督导 project@sunriselibrary.org

财团法人至善社会福利基金会
和程明 助学专员 hcm97@qq.com
何志鹏 助学专员 578690598@qq.com

海东市宗喀慈善协会 李加才让 负责人 zkcs2007@126.com

成都快乐阳光公益发展中心
徐国艮 理事长 37395823@qq.com
何婧 主任 449756013@qq.com

心平公益基金会 伍松 秘书长 xpfoundation@gmail.com
成都师范学院 罗义蘋 成都师范学院副教授 287455041@qq.com

成都市金牛区组织部 杨皎
成都市金牛区组织部副

部长
jnyangjiao@163.com

陕西万家社区发展促进中心 董英 机构负责人 dongyign@shwanjia.org
长沙市湖湘自然科普中心 封芝 课程研发专员 1195578101@qq.com

都江堰 HDF花溪农场自然教育基
地

雷敏 教学部负责人 27890279@qq.com

Mickey 总经理 27890279@qq.com

PEER毅恒挚友（北京毅恒挚友大
学生志愿服务促进中心）

刘泓 秘书长 hong.liu@peerchina.org

方卓青 课程总监 fangzhuoqing@peerchina.org

阳光幼儿园
李春艳 园长 Lcyan2006@126.com
明艳丽 教导主任 1006030073@qq.com

洛阳慈善职业技术学校

贾国瑞
洛阳慈善职业技术学校

理事长
749105356@qq.com

贾国彪
洛阳慈善职业技术学校

校长
1109371684@qq.com

亚洲伤害预防基金会
徐晓燕 项目经理 156954457@qq.com
刘倩 项目官员 183744812@qq.com

浙江省锦麟公益基金会 卜飞 秘书长 reading@vip.163.com

友成基金会小鹰计划项目组 王艳艳 高级项目官员 Wangyanyan@youcheng.org

好友营支教 张晓玲 秘书长 1420146111@qq.com
《阅读•梦飞翔》文化关怀慈善基

金
梁伟明 主席 2841422127@qq.con

济南积成社会服务中心 邵晶 陪伴导师 1336058014@qq.com
同心源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玉海云 bobobote@qq.com

中国红十字基金会
李晶 筹资联络部部长 lijing@crcf.org.cn
陈珞 博爱助学中心主任 chenluo@crcf.org.cn

长江公益基金 曲永吉
长江公益基金办公室职

员
quyongji@crcf.org.cn

大地妈妈兰心绘 李鑫 负责人 809416635@qq.com

中国青基会教师培训中心
王毅 执行总干事 616848095@qq.com
陈杰



-29-

九成人才教育工作室 计无庸 主任 531305040@qq.com

明岸国际发展研究所
寿慧生 所长 h.shou@hotmail.com
宋映廷 艺术总顾问 ganhutao2001@hotmail.com

成都金葵花社会工作服务中心 魏万霞 中心主任 121130644@qq.com
长沙市工之友服务中心 苏治玉 项目负责人 2837518165@qq.com
智朴公益基金会（筹） 韩敏 董事 289076851@qq.com

北京市戈友公益援助基金会/脚里
学院

丁睿洁
基金会总干事/脚里学院

副院长
dingruij@xuanzang.com.cn

刘盼 基金会项目干事 liupan@xuanzang.com.cn

香港沃土发展社
刘远娥 行政干事 736564964@qq.com
刘茜 项目干事 364209193@qq.com

四川省索玛慈善基金会
黄红斌 理事长 18320555@qq.com
高珺楠 支教负责人 193226831@qq.com

喜耀教育文化基金
谢琳璘 中国区总经理 850294774@qq.com
赵凯 国学培训项目总监 xiyaozyk2015@126.com

甘肃省应用心理学协会 席赫言 公益项目部主任 260771442@qq.com
成都慧心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朱玉玉 负责人 1960908778@qq.com

北回归线爱心协会

郑涵月
总会副理事长\云南分会

理事长
laura@spreadio.org

余培
总会副理事长\贵州分会

理事长
yupei@spreadio.org

携手农村教育服务 柳杨繁 长期志愿者 xiaodoudingding@126.com

图书馆计划
何珍珍 中国区域总监 nichole@library-project.org
王宁 筹资部总监 christine@library-project.org

香港阅读
蔡英剑 项目干事 yingkim@harvest.org.hk
陈宝琪 项目干事 emilie@harvest.org.hk

杭州市上城区词宣公益发展中心 孟骏 主任 375167@qq.com

成都绿之叶公益发展促进中心
李燕 项目专员 825124322@qq.com
李艾微 策划 411798142@qq.com

北京爱艺公益文化发展中心
叶森 设计总监 yesen909@163.com
王亚非 总干事 313358@qq.com

吉利绿跑到项目组
李维 项目组工作人员 liwei@geely.com
郑迪 项目组工作人员 zheng.di@recende.com

恩友财务
付京平 总干事 info@nfriend.org
姜令 重庆办负责人 jingling@nfriend.org

21世纪教育研究院

黄胜利 执行院长 hsl@21cedu.cn

刘湘婷 项目经理 liuxiangting@21cedu.cn

满好 教育公益联盟秘书长 manhao@21cedu.cn

公益美

刘雪楠 广告总监 chenzi@utoping.cn

吴华
禹田文化传媒品牌部经

理
241010757@qq.com

乐平公益基金会在线教育研究中

心
杨国琼 在线教育研究中心总监 yanggq@fdi.ngo.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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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元市利州区希望社工服务中心
罗莎 行政部主管 hopeswsc_rosa@163.com

邱振铭 培训部主管 hopeswsc_gimy@163.com

长沙市共享家社区志愿服务中心
龙珊 理事 124072753@qq.com

曾思意 教育板块负责人 420941625@qq.com

绵阳市涪城区为乐志愿服务与研

究中心

郭常波 主任 changbo@weilegongyi.com

姚炳 执行主任 yaobing@weilegongyi.com
长沙市清凉菩提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文贞 理事 412173098@qq.cm

国际教育协会 肖小平 Shsiao@iie.org
成都钥匙玩校 池晓 cobraman@126.com

黄冈新乡村建设中心 邓世杰 发起人 dsj09102126.com

甘肃平凉市教育局 牛启寿 局长 2874931599@qq.com

甘肃平凉教育局课改办 曹宁子 副主任 caonz@126.com

甘肃省教育厅师范教育处 张兆勤 处长 1158085942@qq.com

北京市西部阳光农村发展基金会
赵宏智 项目总监 zhaohongzhi@westa.org

来超 秘书长 laichao@westa.org

一苇教育社区 施济 创始人 shiji47@gmail.com
耐克体育公益部 段雨新 资深经理 dyuxin@gmail.com
好未来公益基金会 徐莉 理事 xuli@100tal.com

新东方公益基金会
张玮敏 高级经理 zhangweimin@xdf.cn
李媛 高级主管 liyuan11@xdf.cn

蒙牛乳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姜荣惠 CSR 经理 jiangronghui@mengniu.cn
中国扶贫基金会 于舟子 儿童发展计划负责人 yuzhouzi@fupin.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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