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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新闻教育·新闻

小时新闻APP

扫二维码，参

加“少年奇葩

说”吧。

本报讯 你是思辨少年吗？你喜欢逻辑

推理吗？你喜欢与小伙伴争论吗？

那就来参加我们的“少年奇葩说”吧！

今天开始，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联手杭州

育才外国语学校、京都天长小学、杭州上海世

界外国语小学、湖滨小学等20所中小学校推

出“少年圆桌网络辩论交流赛”。

大家对辩论并不陌生，《奇葩说》已经是

家喻户晓的节目，詹青云等一众辩手也收获

了大量的粉丝。辩论赛能给孩子自由表达的

舞台，培养他们的逻辑思维能力，同时让他们

在辩论中学会独立思考，不至于被这个时代

爆炸的信息流带走，

这次，我们将面对面的辩论赛搬到了网上。

只要有电脑，只要有网络，孩子在家就可

以登上擂台与辩友一决高下。比赛采用3对

3 模式，队伍以学校为单位组成，每个学校可

以派出 1 支战队出战。我们将选出 12 支学

校战队进入最后的决赛圈，前三名与最佳辩

手将瓜分千元奖金。这次比赛突出的是团队

概念，所以欢迎同学们组队报名，我们将优先

考虑已经组成的战队。

至于辩题，选取的都是孩子们感兴趣的、

家长和学校关心的热点问题，比如：听话的学

生，等不等于好学生；换上“机器鼻子”就可以

防御病毒吗，你愿意吗；学生适不适合追星；

在家里用劳动换钱好不好；如果可以决定自

己的命运，你愿不愿意接受；学生应不应该上

补习班⋯⋯

参赛的都是学生，这些辩题以孩子为中

心，避免了过于空洞的理论式的讨论，家长也

可以通过辩论赛听听孩子们真实的想法。评

委将由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浙江卫视

知名主持人、国内资深教育专家组成。

整个赛季中，我们还将组织专业老师对

学生进行培训，在线上开讲思辨性课程和逻

辑专题讲座。

参与方式：

扫右边二维码，下载小时新闻，报名参加。

选手要求：

1.5~7年级

2.有较强的语言表达能力

3.关注身边的事，有自己的见解

比赛时间：

报名：3月10日起

初赛：3月21日19：30，线上直播，全国小

朋友都将看到你的表现。 本报记者 郭闻

小时新闻联手杭州20所中小学，推出少年圆桌网络辩论交流赛

少年奇葩说开赛，你会是下一个詹青云吗

线上教学，对实践类课程来说有点困难。

浙江大学线上课程一间直播间内，与清

一色电脑投屏不同，画面正中摆放着的是一

幅还未完工的江南小镇水彩画。

水彩画架旁坐着一位老师，正在用画笔

蘸取颜料，接着在画作上涂抹勾勒——这个

姿势一直保持到大约两个小时的绘画技法教

学结束。

直播中的这位老师便是浙江大学建筑工

程学院美术与环境艺术研究室主任傅东黎，

这 门 课 是 建 筑 系 大 二 学 生 必 修 的《美 术

IV》。在屏幕的另外一边，20 多名浙大建筑

系学生也在安安静静地学习作画。

把美术课搬到阳台上
建筑学专业一个美术班约20人，平时在

学校上课的时候，傅东黎常常带着学生们东

奔西跑，在紫金港校区内外各处寻找合适的

建筑物作画。

相较于其他课程，建筑系美术课更加注

重观察与实践。为了提升学生们的空间透

视、视觉感受等能力，除了在画室、多媒体教

室进行临摹和技法教学，室外写生也是重要

一环，“可到了线上，就行不通了。”

学生们被“禁足”在家，无法到室外采

景。室外写生场地变成家里的书房或者阳

台，描摹的建筑也从线下转向图片。

开课前十天，傅东黎就提前通知同学，早

些准备好上课需要的水彩颜料和画笔，“班上

有两位同学网上订购的画具第二周才到，第

一周就多观察观察，总结其他同学绘画的优

缺点，到时候再补上。”

正式开始上课，傅东黎采用了直播和视

频会议结合的方式。他将自己的画架搬到了

自家庭院的落地窗旁，直播镜头正对着画板

及四周一片翠绿，同学们在直播中先学习绘

画的技法。

“傅老师家窗外像是一片园林，室内家具

的摆放和植物都透露着古典的气息。”建筑工

程学院1902班翁冯韬觉得，这也是网课一种

独有的审美体验。

每节美术课学生们都要上交前一堂课上

及课后两张作品，他们需要在家里选取卧室、阁

楼等大空间尺度的房间，因为没有办法现场临

摹，只能先把场景拍下来，然后对着照片画。

“选好光线、拍好照，然后就在桌子上画，

画一幅素描作品一般需要四个小时。”翁冯韬

说。

建筑工程学院 1801 班傅优优说：“我们

的色彩课在下午，家里室内自然光也挺好

的。我一般在书桌上作画，因为平时课后美

术作业也在教室内的桌子上完成的，所以线

上线下的作画环境对我来说差别不大。”

视频会议进行一对一点评
不能面对面指导，也是线上教学不方便

的地方之一。傅东黎充分利用起了线上平台

的视频会议模式，分三步走：“随访抽查、及时

互动、课后修正”。

建筑系学生要在大学前两年内学完素描

速写及色彩运用，每位学生基础又有明显差

异，“对于大一同学，基本功要练扎实，老师得

每个步骤跟上，避免他们画技错误，后面‘楼

层’才砌得稳。”

开学第一课，傅东黎请大一同学们先评

估了自己的基础水平，比如在物体造型上存

在问题的同学在直播间内发“111”，在技法

上不够熟练的同学则发“222”。

接着他将1、2、3类学生归属到不同的突

破阶段，每节课分类点评3次左右，下课前每

位同学至少会被点评一次。

在他直播绘画结束后，大家会一起进行

视频会议。翁冯韬说：“点评环节时，被点评

到的那位同学需要打开摄像头，把摄像头对

着作品。”

傅东黎可以通过摄像头查看每一位学生

的进展，在需要时放大个别同学的画面指出

不足，比如建筑哪里型不准、哪里光感把握不

够或哪些地方需要借鉴其他同学。“我得让大

家明白自己的不足具体出在哪个步骤，造型

不扎实就主攻观察，塑造不行就主攻技法，艺

术性不强就主攻个性化处理。”

线上直播前，傅东黎做足了课前准备。

他把所有的材料集中放在一起方便课上取

用，之前画好的示范作品也被收集起放在身

边，并根据讲课单元或视频内容随时插入讲

解。为了不影响同学们的观看效果，傅东黎

在直播间侧着身子作画，以保证画板完整地

呈现在学生面前。他说：“一天下来脖子和后

背都快抽筋了。”

接近花甲之年的傅东黎，教学二十年来

多是以“师傅带徒弟”的线下面对面方式指导

学生们作画，之前也不太熟悉电脑等电子设

备。如今要从纯手工活转向“手工+直播”，

“示范时，要让学生们看清画板细节需要来回

捣腾，放到屏幕前让大家观察后，又得回到原

点再继续画。”

为了同学们更好地完成课后作业，傅东

黎把之前录制的网上教学视频发到班级群里

供大家参考作画细节手法，学生们可以根据

自身绘画步骤的时间播放或暂停。

本报记者 王湛

本报通讯员 黄子洋 邱伊娜 柯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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