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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县镇土壤中生长出的可持续行动

友毅思可持续项目
为了更好地在学生活动中引入公共议题和帮助学生发展博雅、人文素质教育。PEER期
待将建设在校内的PEER空间作为连接平台，把优质的公益项目资源引入校园，鼓励学
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项目和开展实践。PEER将这一创新命名为“友毅思”成长计划。
 
 “友毅思”计划主要希望实现以下目标：学生团队的孵化、个人成长的支持、服务意识
的培养、人文素质的提升。为了达到这些目标，PEER在其中串联起议题专家、指导老
师、驻地导师、挚行者、学校教师五种角色为学生赋能。

2021年秋季，PEER将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引入县镇高中，带领高中生在
校园和周边社区进行可持续行动的探索。

我们尝试通过实践去探索：
宏大的公共议题如何找到切入点进入县镇中学？
学生如何去理解可持续和公共性？
学期内又能够做哪些可持续的实践行动？



校园欺凌S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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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校园欺凌在高中较少被关注到与性别有关
的议题，成员们积极寻找突破口，能够以课程的
方式带领同学们一起正式且深入地接触基于性别
的校园欺凌现象。打开性别之眼，打破性别刻板
印象带来的偏见。

在学习了性别表达、性别气质、社会性别等相关
概念后，成员们通过一次头脑风暴，想要制作一
块可移动的彩虹展板，由展板延伸开来分板块带
领同学们认识校园欺凌、性别气质及性别刻板印
象，并在同学们由展板启发写下自己观察到甚至
经历过的基于性别地校园欺凌便签后，将由来空
间内看到展板的同学用自己用便签写下自己想回
应这些现象的话进行盖楼，来达到持续向校园欺
凌说STOP的目标。

行动学校 江华二中
行动组成员 6
项目影响人次 100+



“瑶忆瑶忆瑶”空间展
瑶文化小组一开始由于议题内容过于庞杂而更改过很
多次行动研究主题，但成员们始终在思考怎样以现代
化又吸引眼球来激发同学们好奇心和文化自信的方
式。最终确定办成一场落地空间内的瑶文化展。

在制作瑶族花纹相关周边的过程中，大家摸索出了能
够紧系民众而让瑶族文化熠熠生辉的东西，那便是大
家对“瑶”这个字背后所包含的对民族最深却也最持
久地去打动人地“记忆”这部分。于是文化展落实在
了征集大家地瑶族记忆，以及展出、介绍瑶族文化里
传承了民族记忆的部分。包括纪念盘王祖先的盘王
印、江华十八酿的味道、长鼓舞游行等等。

就这样，瑶族记忆文化展展出的过程，同时也是提供
同学们知识参考并召集大家制作周边，当场书写自己
的瑶族记忆并作展出的传承过程。

行动学校 江华二中
行动组成员 4
项目影响人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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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书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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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书包旨在通过征集大家春夏秋冬四季有关的照
片，做成持续一年的照片收集并展出，最后装在书
包里在各班之间传递的长期项目。以讲故事的形
式，诉说一个书包准备在四季里流浪，邀请江华二
中相关的全校人员参与其中，每个季节设定一个主
题，本学期春天是“植物”，夏天是“天空”，让
大家把自己拍到的照片发给成员，成员而后放在书
包里。

当书包开始流浪时，翻到书包里查看照片的人也会
看到照片背面写的拍摄者当时拍下照片时的心境，
而查看人也能在后面继续书写自己被照片内容所唤
起的记忆和情绪，以此让大家发现并开始关注，原
来美好的东西就在自己的身边，以此达到身心可持
续。

行动学校 江华二中
行动组成员 2
项目影响人次 500+



反对性别刻板印象

广播剧+剧本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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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通过团队合作的方式，原创设
计了以反对性别刻板印象为主题的广
播剧和剧本杀，希望通过更吸引人关
注的产出形式，吸引更多同学对这个
议题的关注。

广播剧《尘封的罪恶》发布于漫播平
台，收听人数100+。

行动学校 溆浦一中
行动组成员 4
项目影响人次 100+



秘密树洞

朋辈心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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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间被高度挤压的高中生活里，心理
健康与情绪疏导一直是萦绕同学们心中
的问题，该组同学利用课余时间采访校
园内同学们的日常生活烦心事，通过短
视频记录的形式来为同学们纾解心理压
力。

行动学校 溆浦一中
行动组成员 4
项目影响人次 100+



图书漂流瓶—打造学生公益组织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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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发现校园里的很多废旧练习册、纸张，可以
进行回收利用。三位高二女生通过回收校内废旧练
习册、课本筹集了1000元资金，用于购买500余本
童书，捐赠至龙王江中心小学。同学们不仅实现了
废弃纸张的可持续利用，更打通了在地关系，服务
到在地更多学生。

行动学校 溆浦一中
行动组成员 3
项目影响人次 3700+



眼界社

互动式新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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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学生因为注意到在校的住宿生平时
拿不到手机，接触外部信息少，而萌生
出做新闻编辑部的念头。她们制作了一
块立体的新闻聚合平台，将新闻按类别
放置于不同的纸盒内，学生可自行取
阅。并通过趣味性的互动装置，吸引同
学们每天来获取不同信息。

行动学校 溆浦一中
行动组成员 8
项目影响人次 500+



植物科普小组

科普活动&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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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期植物科普小组致力于拍摄校
园内植物的照片和视频，并开展相
关的猜谜活动来吸引同学们关注身
边的植物，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同学
们的视频关注和认识到校园里的不
同植物和生态。

行动学校 溆浦一中
行动组成员 7
项目影响人次 100+



蚂蚁之美

蚂蚁养殖展览

/09

两个初三男孩因为对蚂蚁有着非常浓厚
的兴趣而找到挚行者希望在空间里养宠
物蚂蚁，同时也面向同学们科普，一学
期下来他们在空间里养殖了超过3种蚂
蚁，吸引了许多同学观察。

行动学校 溆浦一中
行动组成员 2
项目影响人次 100+



我们（women）
编辑部

女性主义活动&展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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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高一女生发起的我们（women）编
辑部旨在关注社会热议的女性议题，包
括：反性侵、美丽羞耻、性别平等。同
学们也发起了与公益机构从业的女性全
职公益人的书信往来活动，从公益领域
的全职女性身上获得更多经验和支持。

行动学校 溆浦一中
行动组成员 2
项目影响人次 100+



碳息计划：碳中和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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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组聚焦于“碳中和”概念的传播普及，通过
在校园内开展电影放映、手抄报制作、变废为
宝等活动来促进县域学生对于环保议题的关
注。

行动学校 溆浦一中
行动组成员 3
项目影响人次 50+



书写自我与他者“民族志”

本学期龙胜中学进行的行动研究项目是关于"民族志"的书
写活动。这个主题主要回应了一名高中生在受教育过程及
成长中与重要他人、重要事件和自我认知相关的经历。我
们期待通过这样的对话和交流实现彼此更深的认识，主要
是参与行动研究的同学们能够在倾听他人的过程中感受到
超越自身经验的感觉，进而更好地认识自己。
为了更好地开展这项研究，我们的行动组进行了多次共学
活动，讨论了如何进行访谈、倾听、记录和回应等重要问
题。意外之中的是，在活动进行中，有些行动同学对教师
的故事同样产生了兴趣，他们开展了教师访谈，与教师的
交流加深了行动组同学对教师的认识和理解。
自我认识是一个需要在不同人生阶段进行回应的重要课
题。在研究的最后阶段，我们倾听了自己内心的声音，并
将其书写成我们自己的民族志。

行动学校 龙胜中学
行动组成员 6
项目影响人次 30+

/12



龙胜非遗
龙胜中学所处的龙胜各族自治县是我国原中南地区最早成立
的民族自治地方，其中少数民族人口占80%，日常生活中充
满了民族气息。但同学们敏锐地发现随着现代化生活水平的
提高，一些传统手工艺非遗创作逐渐没有了传承，年轻人对
民族的意识也更加淡薄。如何让在校高中生更加了解非遗文
化？怎么样才能让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我们的生活更加贴
近？是同学们期待探索的方向。

同学们在友毅思导师的带领下依托PEER空间开展了一系列
非遗沙龙活动，把非遗日常化、好玩化。如一起制作扎染方
巾、制作民族服饰纹样热缩片、用非遗元素再装饰空间等。
非遗沙龙让孩子们明白非遗其实离自己并不遥远，也使其更
加相信自己能够实现双手做工的能力。

行动学校 龙胜中学
行动组成员 9
项目影响人次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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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自由

同学们觉察到在高中生活中保持良好的心态是极其
重要的，他们的身边就有朋友因为无处求援而退
学。繁重的课业压力、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们需要
从压抑中找到出口。健康地宣泄情绪，体恤自身情
感，勇于表达在此尤为重要。

友毅思导师先从心情扭扭棒、沙画香薰蜡烛等手工
快闪工作坊为引入，引导孩子们在动手的同时体察
自己的情绪，摸索表达的方式。在行动后期，孩子
们能够更坦然地抒发自己后，与友毅思的同学发起
了“言论之诗”写诗换花种活动，把优秀的诗歌集
结成册，把可爱的短句封存进情绪风铃。表达自由
系列活动不仅为紧张的高中生活注入了新鲜的风，
更让孩子们懂得如何和情绪健康共处。

行动学校 龙胜中学
行动组成员 9
项目影响人次 300+



非遗好玩

同学们发现虽身处拥有浓厚民族文化的地区，但自
己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较少。抱着让更多同学了解自
己家乡的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目标，同学们以
举办非遗集市为产出努力着。

从集市活动内部试课，到完善行动策划、最终一起
进行集市落地。同学们在行动的过程中与非遗产生
了更深的链接，同时也提高了领导力，也将非遗文
化播种到了更多人的心中。

行动学校 龙胜分校
行动组成员 7
项目影响人次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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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他工厂的弱势群体保护

同学们设计了针对吉他制作工人的问卷，进行一对一访谈，

完成有效问卷36份。同时也对吉他工厂管理人员进行了关于

工人权益和妇女权益的访谈。

同学们发现正安吉他工厂里工人与妇女权益有基本保障，但
工人与妇女并没有维护权益的意识，也并不了解自己的基本
权益。于是，小组成员查阅了关于妇女权益以及工人权益的
资料，制作了权益保护手册，旨在能够让更多的弱势群体了
解自己的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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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学校 正安一中

行动组成员 8

项目影响人次 500+



品吉他之律动，奏教育之曲

基于吉他产业的优质教育实践

正安县是全球最大的吉他生产地之一，吉他通过官方教
育的方式，以文化元素的身份嵌入县城居民的生活。
正安一中的同学们查阅资料，设计问卷，对吉他消费者
（爱好者）、生产者（工人）和经营者展开调查与采
访。设计并整理出关于吉他产业以及吉他社会经济价值
的教育材料。

通过校内公开课、路演、短视频等方式，向县内居民开
展吉他相关课程教育。累计受众1000人以上，使正安县
居民通过政治与经济的视角进一步了解吉他，增强了正
安人的家乡认同感。

同时，学生也向学校官方提出了完善吉他文化进校园校
本课程的议案。旨在协助校方优化吉他相关的校本课程
建设。未来将进一步推动正安县吉他教育的完善。

行动学校 正安一中

行动组成员 5

项目影响人次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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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初之心•绿意树人

正安二中树灵传承计划

项目成员完成了校园植被分区、植物信息检索、植
物编号以及拍照录入几个步骤，对校园内400+株植
物进行了盘点，建立了植物台账。

将植物向全校同学开放个人认领或团队认领，两个
年级同学累计认领250+株植物。项目组设计了领养
挂牌，随心愿瓶一起悬挂在认领植物上。

同时，同学们联系了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志愿服务
团开展合作，林业专业的大学生将为400+株植物按
类归属，制作植物养护手册。手册发放给领养人，
开展为期一年的植物养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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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学校 正安二中

行动组成员 11

项目影响人次 500+



防暴少年团
/19

同学们注意到校园欺凌越来越具有隐蔽性，能暴露在
公众之下的仅是少数，并且具有一定滞后性，一旦显
露便意味着严重伤害。同时语言、排挤之类的冷暴力
并不直接造成显性伤害，这使得对欺凌的界定更为困
难，难有明确标准，甚至有些遭受这些软暴力的被欺
凌者反而会产生自责心理，造成自我怀疑、责难的次
生伤害。

少年们不能完全杜绝校园欺凌的发生，但是他们想发
声让同学们意识到欺凌和软暴力的存在，消除“受害
者有罪论”“完美受害人要求”等二次伤害，也使得
被欺凌者能更勇敢的站出来，采取有效方式保护自
己。

基于此，防暴少年团通过剧本杀、共创剧本和试戏的
方式让同学们进行换位思考和角色扮演，间接体会校
园欺凌及其伤害性，并开展关于校园欺凌是否应该站
出来的辩论会，探讨剧本的合理性。

行动学校 城步一中
行动组成员 8
项目影响人次 100+



女性安全故事收集
同学们关注到网络上铺天盖地的女性被伤害事件，争论声
不绝于耳。而伤害事件能够引起恐惧的原因之一在于它让
我们觉得每个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因而同学们希望从身
边出发，关注高中女生成长过程中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的恐
惧，希望女生们能够更好地应对潜在伤害。

基于此，同学们进行了与女性安全相关的共学，开展校园
女性安全故事的收集活动。共学从真实故事出发，引申至
女性该怎么办，最终导向我们希望传递的内容是什么，是
一种态度、具体的防范方法、还是关怀和情感支持等等。

通过共学，女孩们发现女性困境似乎不是女性能做什么、
不能做什么，“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更多是对女性的捆
绑，受害者本就无罪，应当约束和教育的是施暴者。这就
使得女孩们陷入不知道能做什么的困境，导致行动受阻。
组员们不能够确定他们想要传达的是什么，项目停滞在
“该怎么办”阶段。

行动学校 城步一中
行动组成员 4
项目影响人次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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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选择苗文化保育相关议题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她
们都是苗族，而从审美角度出发是组员们迸发出的妙
思。人们看到苗文化产物，像苗服、银饰之类，第一反
应是好看。可是好看在哪里，每个人感受到的美又有何
不同，以及苗元素的独特之美是什么？这些都是组员想
要挖掘的。而通过审美，让人们更明确认识到苗文化之
美、识别苗文化的独到之处，这也更有利于苗文化的传
播和保育。

基于此，同学们通过展板展示苗族服饰和银饰，对来访
同学进行苗文化的介绍，并让同学们投票选出最美苗
饰，最后根据投票结果进行心理相关方面的分析（行动
组组员都是学校心理社团的成员）。

行动学校 城步一中
行动组成员 4
项目影响人次 50+

苗文化中的审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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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绪之船
团队中的高三同学从希望减轻大家备考压力的角度出发，和其他同
学一拍即合，希望在学校四栋教学楼的一层楼梯间各设立一个“情
绪色彩角”，通过调配情绪颜料等小活动疏解负面情绪，缓解学习
压力。

为了测试“情绪色彩角”中活动的效果与可行性，小组同学在空间
组织策划了为期一天的“情绪漂流瓶”活动。活动前小组同学提前
准备好水彩颜料水；活动中，参与活动的同学们可以使用不同的颜
料水调配出能够描述自己当下心情的颜色，并在标签上为其取名或
写下自己的心情故事。制作好的情绪漂流瓶有两个去处，坏心情丢
进大海全部消失，好心情抛入空中送给所有人。在安静舒缓的氛围
中，同学们可以安全地具像化自己或负面或正面的情绪，找到一个
情绪出口，用艺术的方式实现心理疗愈。活动参与人数超出预期，
非常火爆；情绪漂流瓶将作为空间装饰物继续留在空间展出。

此外，小组同学们也向心理中心提交了自己详细写作的楼梯间改造
方案策划书及设计草图，目前仍在等待校方回应。

行动学校 桑植一中
行动组成员        4
项目影响人次     100+



守护校园流浪猫

学校中一直存在着很多可爱的流浪猫，它们居无定所，生活缺少
照料，同时也有生态环境的潜在危险。小组同学们因同样的关切
聚在一起，以减少野外流浪猫数量、保护动物生命为原则，帮助
校园内师生建立基本的动物保护知识，希望能够为学校内的流浪
小动物营造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保护学校的自然生态。

小组成员用一个月的时间观察总结了校园内对流浪猫的数量与活
动地点，并根据这些观察结果在学校内定位了流浪猫经常出没的
地点。此后，小组同学在空间自制了三个防水防潮的流浪猫窝，
并将其投放在相应位置。此外，小组成员在阅读了一系列动物保
护组织宣传手册后，制作了保护流浪猫的知识宣传手册。

行动学校        桑植一中
行动组成员                              7
项目影响人次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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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书签艺术创作

同学们希望通过艺术创造的形式，让大家关注到校园
内的植物。他们针对不同植物的特点进行了拟人化的
创作，包括绘画、诗歌、书签等。并在校园内开展了
校园生物多样性的主题展览。

行动学校        沅陵一中
行动组成员                              7
项目影响人次             500+



让我们一起推动

生长在县镇土壤中的可持续行动

合作垂询：
contact@peerchina.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