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QIANJIANG EVENING NEWSQIANJIANG EVENING NEWS

2020.3.6 星期五 责任编辑/版面设计：姜赟 电话：96068 11

教育·新闻

日前，杭州一位初中语文老师在朋友圈

里晒出的两张截图，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左

图是该校校长的照片，右图是当红明星肖战

的照片。看配文，语文老师是想借用这两位

不同领域的大咖让同学们认真做笔记，但使

用效果令人意外。

想出“校长 PK 肖战”这个实验的，是杭

州文晖中学初一语文老师张小青。这位教

龄三年的年轻老师说，放这两张图都是为了

让学生提高网络课堂兴趣。

除了给两个班上语文课，她还担任其中

一个班的班主任。“一开始上网课，我就担心

效果，所以从网课第一周起，我跟着学生一

起上，包括数学、英语、科学等各门课。”

结果她发现，英语老师明明在讲很重要

的词语，让学生做笔记，点赞那个标识处却

不停地有“赞”冲出来；科学网课板书的时

候，班里居然有个别同学在弹幕上聊起了

天。前几天，张老师偶然看到一条信息，有

学生说自己老师在网课上用了肖战的照片，

很有趣。这位年轻老师知道班上许多孩子

也很喜欢这个明星，于是就引用了这个办

法。

本周，第一节微课的课前导入，她用了

肖战的照片吸引学生注意力，希望他们可以

认真记录。班里的学生给照片点了 428 个

赞，可等到正式上课，部分学生的笔记挺敷

衍的，只是简单划划句子，不愿意学记批注。

看到偶像的效果不大，又换了个思路，

课前导入找来校长照片镇楼，结果，校长的

这张照片没有学生点赞，但课堂笔记情况却

改善了很多。更让她惊讶的是，“昨天学习

《土地的誓言》，我们班有些基础不是那么好

的孩子，在没有语文书的情况下，也认真做

了笔记。”

点赞数，肖战赢了。但学生的笔记效

果，校长优势很明显。

“偶像的魅力好像只能让他们在开头感

兴趣，反而静不下心做笔记，还一个劲儿点

赞。放上了有威信的师长的照片，对学生更

有督促力。”张老师分析道，在上网课的过程

中，许多老师并不希望学生在听讲过程中点

赞，他们认为这说明学生分心了。

这个实验，很快被校长姚琪翔知道了。

这位平时就很有幽默感的校长并不介意自

己的照片被老师拿来做教学实验。“我觉得

老师确实非常努力，用各种办法调整学生状

态，从手忙脚乱到熟练精进，我很感动。”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杭州初中老师做了个实验

校长和肖战
谁能让学生认真做笔记

为了上好网课

，老师们好

自拍杆取代了投影仪，表情包代替了粉

笔头，教室变成了直播间⋯⋯高质量推动在

线教学，对于高校老师来说，是一次“大考”。

眼下，各所高校网课也已经开了一周多，

学生们的在线学习也渐渐步入正轨。“云课

堂”背后，老师们作为新晋“主播”，使出十八

般武艺，究竟有多拼？你们自己看。

“直播神器”纷纷亮相
怎样在有限的条件下打造自己的直播

间？老师们的各路“直播神器”纷纷亮相。

浙大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翁恺老师的

直播“十大神器”：键盘；外接话筒；外接摄像

头；触摸板，相当于鼠标的作用；小屏直播，首

选具有手写功能的电脑、平板，直接在屏幕上

实现写板书；大屏工作，一些不想给学生看的

操作可以在这里完成；平板电脑，实时监测自

己播出去的画面和声音；闹钟，实时关注时

间，把控上课进度，提醒自己别拖堂或早退；

备用白板；备用灯光。

浙大城市学院信电分院信息系主任戚伟

则自制俯拍器，他运用 DroidCam 软件将手

机摄像头变为电脑摄像头，配上支架还能秒

变俯拍器，搭配白纸书写即可实现黑板板书

的效果。为了避免直播时突然没有声音的尴

尬，戚伟还在播时用另外一部手机或者 Pad

加入课堂，实时掌握直播状况。

杭州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的袁

庆曙老师也动手改造设备，自制了一套易于

操作的“手写”白板。而该校胡宝坤老师自费

买了“在线实践系统”——一个模拟度极高的

商业实训平台。

所有直播平台都试了一遍
“这个白板功能不错，有触摸屏的话可以

用来演示计算过程。”“这种视频播放接收不

同步的现象，应该是网络的问题。”“实时互动

的方式不错，可以给学生们提提神，避免开小

差。”浙江工商职院经济管理学院的邢伟老师

在上网课前挨个尝试使用超星学习通、职教

云、云班课和UMU等平台的功能。

而该校机电工程学院模具专业老师范国

良近期也先后接触了钉钉、腾讯课堂、职教

云、超星尔雅、爱课堂等不同类型的平台，还

“投其所好”，把学生们经常玩的斗鱼、虎牙直

播平台也都试了一番。

“对于我这样一位人过中年的‘大龄网

民’来说，实在是太难了。”虽然这么说，为了

做好线上教学工作，范国良在短时间内努力

熟悉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平台，并最终结合专业

特色选择了最优的授课平台，“根据学期整体

的教学计划确定当前在线教学的具体内容与

任务。教学内容力求少而精，要讲得明、练得

透，可以结合一些平台的功能，布置课后学习

内容和作业，加深和巩固学习。”通过一番思考

和探索，范国良总结出一套自己的教学心得。

浙江工商职院校长周志春说：“为了开好

‘空中课堂’，老师们付出了很多心血，也希望

同学们不负韶华，只争朝夕，努力学习，共同

迎接新学期的到来！”

“飞花令”签到
昨夜闲潭梦落花，可怜春半不还家。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如何让网上课堂变得更有趣味？杭师大

钱江学院古代文学授课老师张维昭出了新招，

她要求同学们以“飞花令”的形式进行打卡，即

每人说一句诗，让学生体验了一场云上的《中

国诗词大会》。

飞花令，原本是古人行酒令时的一个文

字游戏，行飞花令时可选用诗词曲中的句子，

但选择的句子一般不超过七个字。部分同学

调侃道：“没文化连签到都签不成。”

两个老师同时授课
在宁波财经学院《智能化设计》的网络直

播课上，艺术设计学院17工业设计专业的周

其明同学刚进直播间就发现，除了自己熟悉

的朱振强老师外，还多了一位来自数字技术

工程学院的丁嘉老师。这门课，朱振强主要

负责教授学生产品的外观设计和内部结构设

计，而丁嘉则负责让学生了解电子系统的基

本原理和工作流程。

简单的课程介绍后，朱振强开始了直播

课，“这是一把能够照明的智能雨伞，大家来判

断一下，这把伞制造出来以后有没有市场？”

讨论区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围绕智能雨

伞展开了讨论，针对学生的问题，两位老师给

出各自专业方面的解答。朱振强也在直播中

与讨论区的丁嘉互动，“丁老师刚才在讨论区

说这伞的功能从技术层面上来看是可以实现

的，问题是如何权衡？这个就是我们智能化

设计的合理性问题。”

下半节是丁嘉的直播课，PPT 的画风也

转变成满屏的电子元器件。朱振强则在讨论

区一会当学生一会当助教。

“零时差”跨国授课
3月3日，德国汉堡时间早晨8点，北京时

间下午3点，德国品牌应用科学大学的Hen-

drik Moeller 老师准时在钉钉上线，今天他

要为远的中国的浙江万里学院中德设计与传

播学院的学生讲授《品牌设计基础》课程。

考虑到中德两国有 7 小时时差，中德设

计与传播学院教务调整了教学时间，实现外

教与中国学生零时差“云相聚”。

而宁波诺丁汉大学建筑与建筑环境系的

建筑设计实践这门课，从北京时间早上 9 点

半一直上到了晚上7点半。这门课由四位老

师轮番上课，一位在中国，另外三位身处欧洲

的不同国家。四位老师经过多次的视频开

会，制定了最大化利用各自时间的课程方案，

在互相之间都有时差的情况下，最终做到了

课堂上的无缝衔接。 本报记者 陈素萍

高校老师使出各种杀手锏

自制直播神器，打造专属直播间

拼拼

张老师的朋友圈截图

戚伟老师的“直播神器”戚伟老师的“直播神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