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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

本报记者 陈素萍本报记者 陈素萍

初夏，荷香清露坠，柳动好风生。随着新蝉的第一声鸣叫，钱江晚报联合各大高校，专为青

少年打造的学科启蒙视频课程《大教授小课堂》正式开讲。

我们的小课堂陆续邀请高校的大教授们，以活泼易懂的讲课方式，传授各领域的启蒙知

识，希望能为未来遨游知识海洋的孩子们，送上一叶帆。

随着每周三、周五的更新上线，相伴五周时光，目前，钱江晚报联合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学

院共同制作的视频公开课《我是图小灵》十讲课程已更新完毕，可以戳右边二维码观看哦。

《我是图小灵》视频公开课自上线以来，受到广泛好评，在浙江 24 小时 APP 上点击量

70 万。

“大教授小课堂”第一季结束，视频课总点击70万

看得不过瘾？浙工大“信奥三人组”周末线下授课

我是图小灵，周日见
关于信奥的问题，你现场问

浙江24小时APP

扫二维码，一

口 气 看 十 堂

课

浙江24小时APP

扫二维码，来

抢名额吧

一节15分钟的课
录制起码8小时

一张小桌子、一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平板

电脑，在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李曲的书

房，这三样东西是他录制视频课的全部设备。

“别看设备很简陋，从计划开这么一门

课，到真正把计划变成现实，完成每一次由浅

入深的视频课，靠的就是这三个法宝。”回顾

自己摄录的五节课程，李曲说，“感觉我平时

给研究生上课，都比这轻松。如何给零基础

的小朋友隔着屏幕讲清基本的概念？我之前

没有尝试过，颇费了一番功夫，每一讲最终呈

现出来的只有十五分钟左右，但所花的时间

至少在8小时以上。”

李曲告诉记者，教零基础的中小学生，要

把概念讲明白，必须站在学习者的角度，用动

画或者图示来形象化地表达科学概念，“所

以，我们每一节课都精心设计，基本设置了故

事来引入，通过类比，再讲到知识点。”

“在课程准备和录制的过程中，我们深切

体会到面向小学高年级到高中阶段孩子的编

程和信息教育的资源太少了。”另一位讲课老

师、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副

教授闵勇，带来了其他五讲视频课，“每一讲，

我们都花费大量时间去搜集和整理相关的资

源。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的资源都是面向

12 岁以下少儿编程或者是学前教育阶段的，

12 岁及以上这个年龄段，是一个空白和断

层。”

按照前期沟通，为了更精准地策划内容，

切实培养小朋友们的抽象思维能力，我们在

第一季《我是图小灵》设置时，就不能用抽象

对抽象，要用具体的实例讲解抽象的概念，达

到慢慢培养孩子们抽象思维能力的目标。“这

一系列视频公开课，主张在学习中以计算思

维和逻辑思维训练为核心，既不是单纯的编

程技术的灌输，也不是小儿科的模仿游戏，这

将为孩子在小学高年级、中学及以后所有科

目的学习打好能力基础。”闵勇说。

所以光是十讲的题目，我们就花了不少

心思，希望能吸引孩子和家长们的兴趣——

计算思维为何如此重要；亲手写出你的第一

个C++程序；搭乐高VS拆乐高：会分解的才

是高手；种植金币的技术——程序设计基本

流程和方式；梵高、巴赫与埃舍——模式的识

别；阿凡提的慈善之举——程序输入输出方

式；你真的会看地图吗；每天努力多一点——

累加器的概念；如何查询电话簿；乾坤大挪移

——两个变量的交换。

信息学受到追捧
读者纷纷私信请教

“每次看到读者们的在线回复，以及线下

咨询，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和满足感。”最后

一讲在上周五推送后，李曲给记者发来了很

多截屏，都是浙江24小时的读者对课程的鼓

励和表扬。

李曲的儿子是他的第一个受众，小李同

学还参与了其中一节课的视频录制，“很多录

制的知识，爸爸之前已经教过我一遍了，但是

通过录制，我发现能让别人听懂，才叫真的

懂，这让我对学习也更加积极了。”

和小李同学一样，不少小朋友和家长发

来留言：“课程浅显易懂，能帮助有兴趣的孩

子拥有初步认知”、“感谢你们做的这次公益

课，从小感知这些内容，对孩子很好”、“谢谢

老师们的讲授，内容真的很好，比市面上那么

贵的编程课都容易听懂，居然还免费”⋯⋯

“上线后，看着一节视频课最高 20 多万

的阅读量，我们也没有想到，现在青少年的编

程和信息教育，受到的关注程度如此之高。”

闵勇告诉记者，“每次课一上线，能受到这么

多观众的肯定，还有读者给课程提出意见、批

评，这些都鼓励我们不断改进课程。”

信息学教学是一个比较新的教育领域，

很多家长对此不是很了解，甚至存在一定的

误区。闵勇在与读者的互动中，感受到了一

些家长的焦虑和迷茫，“毕竟参加信奥拿奖只

是少数人，有人会问在中学阶段学习编程到

底有什么用，应该如何去平衡传统语数外与

编程学习之间的关系。作为教育者，我们感

觉有义务去思考和解决这个问题。这次视频

课程，也坚定了我们继续推进青少年信息教

育的决心。”

现如今，随着人工智能和大数据产业的

快速发展，随着学生升学各个环节中编程和

信息学内容不断增加，家长越来越关注信息

教育这个领域。

记者最新获悉，目前，闵勇老师和李曲老

师所在的实验室，正在策划编攥创新性信息

学教材和规划，内容将符合教育部人工智能

教育方向，并对中学阶段各学科学习能力有

全面提升作用，“希望通过具体的教学研究和

实践落实我们的创新举措。”

在这一段信息计算的奇幻之旅达到终点之时，不少人在

后台留言：这么快就没了，还没看够，继续坐等学习！

群众有呼声，我们必响应。钱江晚报与浙工大计算机学

院推出《我是图小灵》线下活动，特邀 50 位幸运读者，一起去

现场聆听大学教授的“私房课”。

本次线下活动分为三块内容：讲座、答疑和参观互动。整个

活动持续2~3个小时左右，暂定本周日13：30开始，在浙江工业

大学屏峰校区计算机学院举行。交通和餐食需自行解决。

届时，老师们不仅将讲解计算思维和编程技能的众多知

识，还将亲自带领读者参观和体验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ACM

竞赛的训练和比赛环境。

在参观环节，主要由浙江工业大学 ACM 代表队成员演

示日常训练和模拟比赛情况，并由指导教师介绍相关情况。

我们还设置了体验环节，将视频课中展现过的几个典型例题

制作成训练和比赛试题，由研究生指导，让读者亲身体验国际

竞赛的真实环境。

在讲座环节，教授们将详细讲解当前编程和信息学教育

的问题和解决方案，并现场回答家长和学生的提问。

本次线下活动中，面对面与读者们沟通交流的，是浙工大

计算机学院的“信奥三人组”——

闵勇，浙江大学博士、博士后，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

与技术学院副教授，加拿大魁北克大学客座访问学者；

李曲，浙江大学计算机专业博士；

韩姗姗，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浙工大程序设

计竞赛集训队主教练，带领学生闯入 ACM-ICPC（国际大学

生程序设计竞赛）世界总决赛。

此外，我们还邀请了浙江大学金小刚教授，讲解计算思维

和数理逻辑思维的学习和培养方法。

是不是有点心动？快来扫二维码，报名参加吧，50 个名

额，抢完即止。

《我是图小灵》推出线下课
本周日，邀你和浙工大“信奥三人组”面对面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