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扬州文案朋友圈 扬州支援心得体会
(通用10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以下是我为大家
搜集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一起来看看吧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一

扬州支援，是一次历史性的行动。2020年初，武汉疫情肆虐，
扬州各级政府和各个行业组织纷纷行动起来，支援前线。作
为一位扬州人，我深深地感到了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参加扬
州支援的工作，让我收获了很多，见证了人民群众的热情和
勇气，也让我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团结一心的力量。

第二段：具体行动

在扬州支援的行动中，我参加了分发物资的工作。为了保障
防疫物资能够快速到达各地，我们组织了大量的义工，分别
在物资库房、超市、商店等地进行采购、整理和储存。每天
很早就要起床，为分发物资做准备。为了保证安全，我们每
次出门都会有专门的老师、医生或企业人员带队。每逢遇到
疫情复杂的地区，我们都会和当地居委会、家庭联系员、医
院合作，共同支援当地的群众，做好物资的分发与安排。

第三段：体会

这次扬州支援，让我更加认识到了自己作为一个公民应该承
担的责任，让我看到了人类团结一心的力量。在这个特殊的
时期，我感到自己是众多扬州人中的一员，每个人都有自己
的力量，都能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微薄之力。我们一定要肩负
起自己的责任，并在这个时刻发挥自己应有的作用。



第四段：挑战和感动

扬州支援的过程中，我又面临了很多困难和挑战。比如物资
缺乏、物流配送等等，但这些困难并没有打击我们的信心，
反而更加坚定了我们抗疫的决心和信念。同时，我也感动了
很多人，在扬州支援期间，很多医护人员、志愿者、企业家
等都付出了自己的努力和汗水，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志愿精
神，这也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和决心。

第五段：结尾总结

扬州支援是一场对于全国每一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和必要的
行动。我们应该深刻认识到这个特殊时期背后团结一心的伟
大力量。每一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方式，为支援和抗疫工
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作为一名支援者，我会继续用自己的行
动，守护好自己、家人和社会，同时也祝愿全世界正能量的
人们平安健康。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二

第一段：介绍支教的背景和重要性（200字左右）

扬州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城市，拥有众多名人和历史遗迹。
然而，尽管城市的发展很快，但农村的教育条件却相对较差。
因此，许多志愿者选择来扬州支教，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改
善当地的教育环境。支教是一项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业，它可
以帮助农村地区的孩子们获得良好的教育，从而改变他们的
命运。

第二段：支教过程中的困难和挑战（300字左右）

支教过程中，我经历了许多困难和挑战。首先，由于我是来
自城市的志愿者，我与农村地区的学生之间存在一定的代沟。
他们对我所讲授的知识有时感到陌生，我需要采用不同的教



学方法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其次，由于农村学校的师资
力量相对薄弱，我需要与当地老师们密切合作，共同制定教
学计划和课程安排。此外，由于学生的家庭环境复杂，有些
学生没有得到家长的关爱和教育，我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
精力去关心和引导他们。尽管遇到了许多困难，但我坚信只
要付出努力，就一定能够影响每个学生，让他们受益终生。

第三段：支教带来的收获和成就感（300字左右）

尽管支教过程中有许多挑战，但我也收获了许多丰富的经验
和成就感。首先，看到学生们在我耐心教导下逐渐进步，他
们的成绩提高了，自信心也得到了增强，这让我感到非常欣
慰和骄傲。其次，我也发现在教育他们的同时，我也在不断
成长和学习。与当地学生和老师们的交流，让我更加了解他
们的生活和价值观，拓宽了我的视野。还有，扬州的美丽风
景和丰富文化也让我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城市，这是我一生难
忘的回忆。

第四段：对未来的期望和改进（200字左右）

支教使我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也激发了我对教育事业的热
情。我希望能够继续参与支教工作，并在未来成为一名优秀
的教师。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决定继续深造，进一步提高
自己的教学能力和知识水平。同时，我也希望能够鼓励更多
的人参与到支教事业中来，共同为农村地区的孩子们提供更
好的教育环境。

第五段：总结全文并表达感悟（200字左右）

通过扬州支教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了教育的重要性以及
支教工作的意义所在。虽然支教带来了许多困难和挑战，但
我也收获了许多成就感和快乐。我相信只要每个人都为教育
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我们就能够改变许多孩子的命运，为
社会的进步做出贡献。扬州支教的经历让我变得更加坚定了



做一名教育工作者的决心，我将继续努力，为教育事业贡献
自己的力量。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三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我的家乡是具有悠久文
化历史的古城—。

这里气候温暖，平原广阔，古迹很多。在这里，勤劳朴实的
人谱写了令我们非常自豪的文化篇章。我就举例说一说吧：
千年古刹大明寺，初建于南朝刘宋孝武帝大明年间而得名。
大明寺及佛教庙宇，文化古迹和园林风光结于一体，是一处
历史文化内涵十分丰富的文化宝藏。其中大明寺最出名的是
唐代鉴真大师。

也出过不少名人。如著名的学者和教育家故瑗先生。他提出了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右教化……”，并且
创立了“分斋教学”制度，影响很大。

我爱我的家乡，因为它不仅在于风景美，而且它还养育了不
少名贤。我会努力学习文化知识，长大后报效祖国，把祖国
建设得更加美好！

我爱你—！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四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徐凝用一诗，把扬
州展现的淋漓尽致。扬州是我的故乡，这古雅素净的地方，
充满了无尽的魅力。

扬州的市花当属琼花，但广陵的芍药与洛阳牡丹齐名。素
有“扬州芍药甲天下”之称。街头巷尾，随处可听到旋律优
美的扬州民歌——《茉莉花》。“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花……”

扬州，有物、有花，自然也少不了景。说景色，何园被誉
为“晚清第一园”，但瘦西湖，还是更胜一筹！“娉娉袅袅
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
如。”杜牧在游瘦西湖时，有感而发写出的千古名句。瘦西
湖，原名：保障河，又称：长春湖，建于清朝康熙年间，瘦
西湖可分为六大景点。两堤花柳靠在岸边，湖水清澈见底，
如同一面铜镜。瘦西湖自古就是赏月圣地，走在二十四桥上，
看着圆月的倩影映在湖面上，分外皎洁，正如诗中所云“二
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无论白日或黑夜，瘦西
湖景色一点也不亚于杭州西湖。

扬州，实为江南的瑰宝。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都沉浸
在“淮左名都，竹西佳处”的美誉中，让人流年忘返！

专家点评:

详略不当，中心不突出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五

2020年，新冠疫情在全国肆虐。为了支援武汉，全国各地纷
纷派遣医疗队前往支援。我所在的扬州市，也派出了一支
由300名医护人员组成的医疗队前往武汉，支援湖北省疫情防
控工作。作为其中一员，我有了许多感悟和收获。

第二段：身临其境的感受

到达武汉后，我们被分配到了武汉市第四医院，成为他们的
一员。一上岗就发现，疫情的严重性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医院里到处是紧急情况下拼凑起来的隔离病房、患者随时病
情恶化的惶恐与不安、手头吃紧的医疗物资……那些无法用
语言表达的压力，令我们的身心俱疲。



第三段：扬州医疗队的付出

出于使命感和人道主义精神，我们的医疗队没有被压垮。我
们通过注重细节，不断地提高效率，不断地扩大救治规模，
积极参与病患后续跟踪、康复管理等方面的工作。在医疗上，
我们协助当地医院进行病患管理，我们努力缓解了当地防疫
压力。在心理上，我们用自己的安慰来温暖着他们的心。在
多次的感染风险之下，我们不止一次将此抛之脑后，无怨无
悔地守护我们的病人。

第四段：收获

通过这次支援，我们获得了许多宝贵的收获，更加深刻
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医疗理念。我们知道，一个合
格的医疗人员需要的是英勇、包容、善良和责任心。同时，
我们也体验到人间素质的提高和社区优势的凸显，当灾难降
临时，社区凝聚力都得到了体现。我们更加坚信，唯有齐心
协力，团结奋斗才是应对灾难、战胜困难的不变底色。

第五段：展望

最后，我们凭借以往所积累的经验及防疫效应，成功控制了
疫情的扩散。救治任务完成后，我们在返回的路上，怀着成
就感和不舍之情。相信这次扬州支援武汉医疗队的行动，将
成为我们心中永不磨灭的珍贵回忆。我们希望危机过后，全
国能够更好地意识到防疫抗疫的重要性，做好防控抗击，为
我国的医疗行业带来质的发展。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六

那是一次从杭州旅游回来，我们路过一家叫渔多多的餐厅，
点了一碗炒饭，哎呀，这一吃啊，真叫忘不了!

渔多多家的炒饭，不仅味道鲜美，还颇有看相：胡萝卜、玉



米、火腿肠星罗棋布，更有甚者，顺滑鲜香的虾仁散落其中，
豌豆粒为炒饭增加了一份翠绿。最主要的配菜是鸡蛋了，鸡
蛋呈现出诱人的金黄，与米饭亮丽的银白互相混搭，再加上
各式各样颜色的鲜香配菜，仿佛就像一座堆满金银的宝山，
让人难以舍得下口啊!可是吃了之后，你一定会禁不住的赞叹：
“此物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尝?”如果再喝一口他家甜
美的仙草奶茶，你肯定会沉醉在这美味之中，仿佛正置身于
美食的仙境里。

我爱吃渔多多家的炒饭!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七

东关街位于最繁华的古城区，一进入街道就会感觉到一种古
色古香的味道。路两边的房子都是用青砖砌成的，房顶覆盖
着黑色的瓦。在这种青砖黑瓦的映衬下，挂在房子门口的红
色的灯笼显得十分耀眼。这些房子的'檐口都是翘着的，妈妈
说这就是古代房子飞檐翘角的特点，这是为了让雨水不流进
屋子里。

东关街上人来人往，非常热闹，最有特点的还是路两边的小
吃。有卖面人的、有卖芝麻糖的、有卖烧饼的……琳琅满目
的小吃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忽然我看见一群人围在一个路边
的摊子边，我凑过去一看，呀!原来是一位老爷爷正在用糖做
各种画，我不禁问道：“老爷爷，这个叫什么?”

“叫糖画。”老爷爷回答。

“我也想要一个。”

只见老爷爷拿了一个勺子，在烧着的圆锅里舀了一勺糖，再
在一个方形的冷板上轻轻画出一个弯弯的虾身，然后他在虾
身的前面绕了几下，呀!画出一对钳子，接着他又在两个钳子
之间抖了两下，两条长长的胡须就出现在我眼前，然后又飞



快地在虾身的下面来回绕了几下，这次画出的是一只尾巴。
不一会儿，一只栩栩如生、活蹦乱跳的大虾就出现在我眼前。
只见老爷爷又用一根木棒沾了点糖，然后用力压在画上，最
后他小心翼翼地用铲子把糖画铲起来，我急忙舔了两下，甜
丝丝、香喷喷的，真好吃!

热闹非凡、车水马龙、古色古香的东关街真让人流连忘返。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八

扬州，位于江苏省中部，是一座历史悠久、文化繁荣的城市。
在这里，我有幸参与了一次支教活动，为当地的贫困学生提
供帮助和关爱。如今，在回首这段经历之际，我想分享一些
我在扬州支教过程中得到的心得和体会。

第一段：了解当地背景

在开始支教前，我首先深入了解了扬州的背景情况。我了解
到，扬州市的基础教育质量相对较高，但是农村地区的教育
资源有限，许多贫困家庭的孩子无法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一
情况让我深感责任重大，因此我更加坚定了我的支教决心。

第二段：面对挑战

在扬州支教的过程中，我遇到了许多挑战。首先是语言障碍，
当地学生的普通话水平较低，与他们进行有效的沟通变得有
些困难。其次是心理障碍，许多学生因为生活困境而产生了
自卑心理，缺乏自信。我明白，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真
正帮助他们。

第三段：营造良好学习环境

我尝试了不同的教学方法，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
我使用多媒体设备和互动教学工具，让学习更加生动有趣。



我还组织了一些课外活动，如运动会和创意比赛，为学生们
提供更多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通过这些努力，我逐渐建立
起了和学生们之间的信任和友谊。

第四段：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

支教过程中，我发现学生们普遍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为了帮
助他们克服这些问题，我组织了一些心理辅导活动。我与学
生进行交流，倾听他们的困惑和烦恼，并提供积极的指导和
建议。同时，我鼓励他们找到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并帮助他
们树立信心，坚持追求。

第五段：回顾与展望

支教结束后，我回顾了自己的经历，并意识到这是一段宝贵
而难忘的经历。通过支教，我不仅帮助了这些贫困学生，还
收获了许多。我学会了怎样与不同的人相处，如何发现和培
养学生的潜能，以及如何成为一个有效的教育者。我深深地
感到，扬州支教不仅是对学生的帮助，更是对我自己成长的
一次重要机会。

综上所述，通过扬州支教的经历，我感受到了教育的力量和
责任。在农村地区的支教活动中，我们不仅要提供知识和技
能，更要关注学生的心灵成长和自信心的培养。扬州支教让
我意识到，教育的价值不仅仅在于知识的传授，更在于引导
学生发现和发展自己的潜力，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
价值观。我相信，只有努力为每一位学生提供平等、全面的
教育，我们才能共同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九

嗨!大家还好吗?今天我们又要说说小吃的问题了，今天我们
就要说一说炒饭的由来。



炒饭又名蛋炒饭，在谢讽的《食经》就有“越国食碎金饭”，
即是蛋炒饭的前身。相传隋炀帝巡游时将“碎金饭”传入，
也就成了有关炒饭最早的记载。

炒饭是如何从向外传播，不得不提起一个人，他就是知府伊
秉绶。

伊秉绶，福建汀洲人，乾隆54年任知府。此人政声很好，不
仅精通诗赋书法，还是美食家。盛传如今流传于粤港一带
的“伊府面”及“炒饭”，便是由他发明的;如今我们吃的方
便面，便是在伊府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伊秉绶亦被人称
为方便食品的开创者之一。

香港著名书法家凌云超先生在其所着的《中国书法三千年》
中说：“江苏式的炒饭即葱油炒饭是也，所不同的伊府厨师
又锦上添花，再加上一些虾仁和叉烧同炒，所以能味美逾恒，
此味华南人士即称为“炒饭”。伊秉绶罢官回原籍后，也将
此法带回老家福建，并特意在他所着的《留春草堂集》中介
绍了炒饭的制作方法。这时的“炒饭”已不仅仅是扬式了，
还是粤式菜谱中的一道美食。正是伊秉绶的创新与传播，才
有了今天“炒饭”五彩缤纷的面孔。

扬州文案朋友圈篇十

扬州支教是一项具有深远意义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我亲
身体验了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和挑战。扬州地处江苏淮河三角
洲，是一个众多农村地区集聚的城市。因此，该地区的教育
资源相对较为匮乏。因此，支教活动为这些偏远地区的孩子
提供了更好的教育机会，促使他们有机会获得比传统教室环
境更广阔的视野和更多的学习机会。通过支教活动，我感受
到了自己的力量，并深知教育的重要性。

第二段：教育资源匮乏的挑战



扬州支教中我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教育资源的匮乏。由于
地理位置的限制和经济状况的差异，很多学校缺少必要的教
学设备和资料。与此同时，那些贫困的家庭也往往无法提供
孩子所需的教育资源。这就给我带来了很大的挑战，我不得
不寻找创造性的方法来帮助这些孩子获得更好的学习体验和
机会。我与其他志愿者一起筹集资金购买教学用具，以及教
育相关的书籍和杂志。通过这样的尝试，我真切地感受到了
这些孩子对知识的渴求，也坚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他们将有
机会改变他们的未来。

第三段：发现孩子的潜能

与那些生活在较为富裕地区的孩子相比，扬州支教的学生往
往面临更多的困难和挑战。但正因为这样，他们对知识的渴
望和学习的热情也更加强烈。在我支教的过程中，我发现了
很多潜在的天赋和能力。有些孩子在数学或音乐方面表现出
色，而其他孩子则善于领导和组织。我努力调动每个孩子的
积极性，并鼓励他们发展个人的兴趣和特长。我相信，通过
发掘每个孩子的潜能，他们将能够逐渐独立成长，并做出积
极的贡献。

第四段：跨文化交流与理解

支教活动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不同背景和文化的孩子，并与他
们建立联系。这样的交流为我打开了视野，让我更加了解他
们的需求和困境。我学会了尊重和欣赏不同文化的差异，并
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去体验和理解这些差异。在支教过程中，
我也看到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流，这启发了我思
考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教育方法和教学理念。

第五段：收获与展望

通过扬州支教活动，我收获了很多。我学会了如何尊重和理
解不同背景的孩子，发掘他们的潜能，并帮助他们更好地学



习和成长。我也收获了自信和成就感，因为我知道自己为这
些孩子的未来付出了努力。然而，我也清楚地意识到这只是
一个开始。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能够为扬州支教项目带来
更多资源和支持，为更多的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同时，
我也希望能够将自己的支教经验和体会传递给更多的人，让
更多的人参与其中，一起为教育事业作出贡献。

通过扬州支教活动，我意识到教育是一项使命和责任。无论
教育资源匮乏与否，每个孩子都应该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
实现自己的梦想。扬州支教活动让我更加深刻地理解了这一
点，并激励我继续投身于教育领域，为每一个孩子的未来贡
献自己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