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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网红老师

从前些年的复旦网红老师陈果、考研名

嘴张雪峰，到前文提到的我们身边的韩晓和

邓弋威，如今大量个性教师频频露面于各式

互联网平台上，“网红老师”这个群体，显得越

来越多元化。

同时，对于这个群体，舆论也并非没有争

议和质疑。那么，我们要不要网红教师？要

怎样的网红教师？又如何看待网红身份和教

育的结合？

““网红老师网红老师””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越来越火越来越火，，越来越多元化越来越多元化

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网红老师我们究竟需要怎样的网红老师

本报记者 郑琳

光会“皮”是靠不住的
得有真才实学加持才行

几天前，嵊州市黄泽镇黄泽中学开办了

一场教师读书会，一位稍年长的化学老师在

会上笑着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可以和他

们学校的语文老师韩晓一样，既能生活的快

乐，又能教书教的更快乐。

对于这个老拍短视频、总和学生打打闹

闹又看上去有些“不务正业”的韩老师，“网红

加持”的她并没有影响教学质量和社交生活

——有趣和认同，是几乎所有师生甚至家长，

对这名“80后”教师的一致印象。

另一边，浙江工商大学金融学院青年教

师邓弋威，也在网络上玩得热火朝天，完全没

有一丁点人们印象里，大学教授会显得一本

正经甚至略显刻板的模样——而且“皮”的外

表下，更有着干货加持。

邓弋威擅长用实际案例来分析理论，“其实

我一直坚持认为，书本上有的，网上随便能找到

的，自己很轻松能看懂的，不用我去教。我比较

重视两点：第一点是，这些知识在市场中是怎么

体现的。”邓弋威举例说，比如书上常讲的产

品、公式，在中国市场究竟适合不适合？如果不

适合是为什么？这样学生们就会觉得学得有意

思、有用，而不是为了期末考试死记硬背。

网 红 老 师 张

雪 峰 在 郑 州

高校讲考研，

听 讲 的 学 生

挤满了教室。

大多师生表示认同
互联网手段和学术结合起来

其实，像韩晓和邓弋威这样的“网红老

师”在这几年里越来越多，人们看待这个群体

的眼光和态度，也在随着网络时代化特色的

渗透而转变。

“我觉得老师的微信公众号与 B 站视频

非常棒。”听过邓弋威上课的浙商大学生吴春

波告诉钱报记者，有时在课堂上会有一些困

惑的地方，有了这么一个有趣的渠道，就可以

在课后进一步学习。

很多学生觉得，个性化教学上网的方

式，可以经常在网络上看到老师分享的一些

趣事，会比较容易拉近师生间的关系，很多

学生从不会主动去和老师聊天到可以跟老

师畅聊自己的一些想法，“对我们来说非常

有帮助。”

韩晓班级里的学生们，也有着类似的看

法。正是调整了这种原本会显得刻板固态的

师生关系。师生间会更多地引发各种共鸣，这

也成为两者情感交融的基础。黄泽中学的一

位副校长在接受采访时就曾表示，他们鼓励像

韩晓这样个性化教学的老师，同时也更期待学

校能够随着时代发展而变得更多元化。

浙江省教育评估院院长施建祥认为，时

下的“青椒（大学青年老师的昵称）”们“生在

电脑里，长在网络里”。相比老一辈老师，他

们网络技术玩得很溜，上课风格也更活泼，

有亲和力。但是信息技术毕竟只是手段，好

的老师还是要把学术思想传达给学生。不

仅有趣，更要有内容。“我个人认为互联网手

段和学术两者结合得很好的老师，目前是很

稀有的。”

施建祥肯定了邓弋威是学术内容和互联

网技术结合到位的典型，“他讲的是金融期货

的内容，学术性强，有难度，但是邓老师能用

通俗的语言把这些内容表达好。”

“教学方法的掌握和手段的运用，是一门

科学同时也是一门艺术。”施建祥说，“一个

教师，完成教学任务，把知识讲出去，从教学

的角度，只完成了任务的一半。教学效果和

教学质量，取决于学生的接收和掌握程度。

教师要把握好学术与通俗、严谨与趣味、讲课

与演讲的关系，学术不等于深奥，趣味不等于

随便，要用通俗的语言，把学术道理讲清楚，

让学生能够通过通俗的语言听明白一些深奥

的道理，这是非常重要的。

老一辈学者持保留态度
“两手都硬”才能消除顾虑

虽然受到了不少师生、家长的欢迎、认

可，但在教育这个相对特殊的行业，一些老一

辈学者，其实对“网红老师”群体的发展，还是

持有保留态度的。

复旦大学哲学教授张汝伦表示：“对学者

来说，最重要的是做出有分量、有水平的研

究。但如今不少青年老师忙着在各种公众媒

体或互联网平台上露脸，其根本原因是，他们

希望找到一条获得外界认可的捷径。”

在这位“50 后”教授看来，通过社交平台

传播学术的内容质量也堪忧，“学者通过媒体

平台传播知识、从事科普宣传，那肯定是好

事。但现在的问题是，有些老师不是在传播

知识，而是在简化知识。”

张汝伦的观点并非没有依据。事实上，

由于监管体系、平台形式和市场发展依旧存

在现实难题，很多“网红老师”的传播内容和

方式方法尚待商榷。

此外，个性化定制学习服务激发了市场

活力，但同时，一些机构培养的“网红老师”有

着较强的赢利属性，会对如今触网较早的青

少年带来深刻影响，因此“网红老师”群体只

有在法律和职业道德的框架下健康发展，才

能减少舆论的担忧。

所以，在绝大多数教育专家眼中，互联网

社交媒体的运用和严谨的学术研究，在当下

的时代应当“两手都硬”。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就告

诉钱报记者，自媒体时代是崇尚多元化表达

的，老师用业余时间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教学

经验是没问题的，应当鼓励老师平时多学习，

把思想分享出去，这是老师们的自由和权力，

“但是不能利用老师身份去线上培训机构任

职，这是违反国家相关规定的。同时网络自

媒体的运行也不能影响到教师的本职工作。

‘网红’本身是个虚的概念，没有精确的定义，

粉丝多就可以成为‘网红’，这个身份是可以

和教育者的身份统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