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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淑栋
本报通讯员 杨永杰 张浩

9月10日，由中宣部、教育部、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举办的“闪亮的名字2020寻找最美
教师”发布仪式在北京举行。在发布仪式
上，公布了10位最美教师、1个最美教师团队
的先进事迹。淄博市桓台县荆家镇中心中学
王菲是山东省唯一获此殊荣的教师。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作为教师，如
果我们把它仅仅当作一种职业，那么它只能
是我们养家糊口的工作；然而如果把教育当
作一种信仰，那么它终将成为我们为之奋斗
的事业。在乡村教育这片沃土上，我品尝着
成长的滋味，不断创新，拥抱未来，这就是
我们新时代乡村教师最美的样子。”这是王
菲老师在参加完最美教师颁奖典礼后写下的
一段话。

从教13年来，王菲一直扎根乡村教学。
2015年，王菲开始通过网络平台教学，并面
向四川、甘肃、新疆等地区的贫困小学生推
出公益网课。5年间，王菲共直播公益网课
500多课时，最多全国有600多个班级同时在线
观看，课堂辐射全国30余万名中小学生。

也曾几年“混日子”

9月15日上午9点半，桓台县荆家镇中心
中学传来琅琅读书声，一位穿着白衬衫和蓝
色牛仔裤的女老师向记者走来，阳光漂亮的
外表让人眼前一亮。她，就是王菲。在办公
室里，王菲谈起了她的从教之路。

到学校工作之前，王菲是一名瑜珈教
练，在县城开了两家瑜伽馆，从事着时尚的
工作，收入也不错。“当时因为家里人觉得
女孩子当个老师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又稳定
又体面。而且从小到大我也遇到了很多好老
师，对教师这个职业充满了向往，2007年便
考取了教师岗位。”王菲告诉记者，那时全
县统一招聘、统一分配，她没想到自己会被
分到桓台县最偏远最落后的荆家镇。

还记得新教师报到的那天，王菲坐着一辆
破旧的面包车来到荆家镇前高小学，拖着行李
走进了校园。“这里的教学楼、设施等还跟20多
年前我上学那会儿差不多。”王菲进入校长室，
看到的是用了十几年的陈设，全校最现代化的
设备就是一部电话。理象与现实的差距，给王
菲当头泼了一盆冷水，一直在县城长大的她面
对这里的一切，内心是抗拒的。

“从学校到县城坐车得半个多小时。那
时觉得这里的条件太苦了，和我想的真的不
一样，所以我想离开。当时就给家人打电
话，想让他们把我接回去。”王菲心里打起
了“退堂鼓”。

学校此前从来没有进过大学生，校长热情
地带王菲到教室里走了一圈。“我去二年级教
室的时候，班里有20个孩子，大家看到年轻的
老师来了，都坐得非常端正。看到孩子见到我
时的兴奋劲儿，就觉得我刚来就走不大好
吧。”就这样，王菲暂时打消了走的念头。

当时学校里一共有100个孩子，只有5位
老师，因为师资力量有限，通常一名老师要
兼任两三门课。“我学的是音乐专业，却需
要任教二年级整个班级的所有课程，外加
三、四、五年级的英语。”本来立志做音乐
老师的王菲既疲惫又苦恼。

最初的几年，王菲形容自己的状态就是
“混日子”。有时看着学校的老教师，就会
想到自己的未来，“就这么一年一年熬过
去，熬到退休吧。”。直到2009年，桓台县
组织教师优质课比赛，一路“散漫”的王菲
在比赛中排名倒数第二。而当初一起入职的
同龄人，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我在大学里担任过助理辅导员，年年
拿奖学金，还算是一个学霸级的人物，但是
那次比赛后真的发现，我在教师这个领域上
是一个弱者，感觉自己成了一个‘学渣’，
从那个时候起就特别自卑。”王菲说。

“我还不到30岁，混到什么时候是个头
啊？”一股巨大的挫败感笼罩着她，她开始觉得
是时候作出改变了。就这样，王菲开始积极寻
找机会外出学习，参加各种教学比赛。

真正的转变是在2012年，王菲与同校老
师一起报名参加全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
实践活动（NOC）大赛，不为得奖，就为了
出去开开眼界。“参加一个赛前说明会的时
候，我们第一次听到了像‘主题资源网站’
‘云’等等这样的字眼，这才发现自己有多
落后。很多东西我们老师都不懂，更谈何给
孩子们带来优质资源？”回程的路上，大家
沉默了一路。

通过这次机会，王菲逐渐接触到网络课
程。2013年，王菲与同事组成团队，再次报
名参加NOC大赛，这次因为准备充足，他们
在比赛中拿到了全国第二的好成绩，并结识
了上海沪江网首席教育官吴虹。

这时，王菲已进入荆家镇中心中学工
作，她意识到网络课堂或许能够弥补乡村教
育现存的不足，便开始利用沪江网教育平台
进行小范围的网课“试水”。

找到了方向的王菲，扎根乡村的心坚定
了。

音乐专业的语文教师

“依托沪江网教育资源，荆家镇的孩子
们第一次通过网络与北京、上海等学校的高

级教师实现了互动。我就在一旁做助教，调
节设备的同时引导孩子与线上老师交流。”
王菲说，

随着网课的开展，学生们的眼界越来越
开阔，孩子们的知识和内心都在慢慢发生改
变。2014年10月，王菲带着学生荆晴去上海参
加世界互联网创业者大会，这是荆晴第一次
去大城市。当看到地铁站川流不息的人群，
仰视着高楼大厦，之前只把考进县城高中作
为最高目标的她，在大会上大声说出了自己
新的理想：“互联网的学习让我把视野扩大
到全世界。我想通过努力，站到更大的舞台
上来绽放自己。”2015年4月，王菲又带着学
生孙家政去北京参加LIFE教育创新首届峰
会。面对台下众多听众，他能沉着冷静、条
理清晰地演示和分享自己的成长故事。

成长的不仅是学生，还有王菲。“我是
个音乐专业的语文教师，刚开始语文知识储
备实在是很匮乏，我很后悔在大学的时候没
有多读几本名著。”王菲坦言，自己教了13
年的语文，现在还要带九年级的毕业班。刚
工作时学校没有中文专业的语文老师，都是
美术、音乐老师，或是地理、历史老师代语
文课，还有体育老师代生物课。很多人说
“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这在乡村是很现
实的问题。

“但是通过互联网，越来越多的名师走
进我们的课堂，我也和学生们一起在学
习。”王菲说，作为一个助教，自己不仅仅
是一个课堂组织者，更要跟着名师学习他们
的教学方法和知识点，进而让自己提高，并
应用到我自己的线下教学过程中，带着孩子
们继续成长。

2015年8月，王菲迎来第一堂自己主讲的
网课，正式从助教变成讲师。学校缺乏硬件
设施，老师们就从亲戚朋友家七拼八凑借来
摄像头、笔记本电脑等设备。“一会儿网卡
了，一会儿麦又连不上……真的可以用‘手
忙脚乱’来形容。”说起自己第一堂网课的
情形，王菲到现在仍记忆犹新。

“我们的网课做得很早，算是新生事
物。那时全市也没有几个学校做，更别提本
就偏远落后的乡村学校了。”王菲告诉记
者，由于缺乏相关技能，接受培训的机会也
很少，她只能自己琢磨探索。“内容、排
版、背景设置等一点一点精心打磨，一页
PPT经常要做好几个小时，视频剪辑更是从
零学起。”

不只王菲，当时学校的其他4位老师也全
部参与进网课教学实践。“有两位老师把原
来的老年机换成了智能手机，每月还多买10
块钱流量。不同学科的老师一起备课，一个
人碰到难题，大家纷纷出谋划策，齐心协力
要把网课做好。”王菲说。

网课业务的增加必然带来了工作量的成
倍增长。王菲和同事们几乎每天都要忙到半
夜。“那时我孩子才1岁多，只能趁孩子和丈
夫睡着了才能偷偷地备课。”王菲笑着说，
“虽然很累，但大家都觉得特别充实，因为
我们在共同努力做一件特别美好的事。”

“我们学校的互联网教学实践已经有5年
多了，大致也形成了自己的模式。基本是
‘线上＋线下’相结合，网络名师课程和自

己的网络课程相结合。”王菲拿出一张网课课
程表，早晨7：40－8：00学生们会参加网络上的
彩虹花和阅晨读，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同学一起
在网络课堂中读诗，还会上麦展示朗读。“有老
师算过，一年下来我们相当于多学了80节课的
内容，学习了100多首诗词。”

拥有两个“课堂”

随着网络授课经验的不断丰富，王菲的
授课范围也不仅仅局限于荆家镇中心中学，
而开始面向全国更多的乡村学校。“我毕竟
是音乐专业的，我教的校外网络课程主要是
音乐课。”在网络上，王菲也找到了自己专
业的契合点。

在一次偶然的机会，王菲得知很多大山
里的孩子是没有上过音乐课、没有上过网课
的，作为老师，她很想尽自己的一份力
量——— 给山里的孩子上一节音乐课。“山里
的很多孩子，上学和放学要走一两个小时的
山路，他们学了唱歌，知道了什么是音乐，
那么音乐就可以陪伴他们走山路，在上学和
放学的路上他们就不再孤单。”王菲说。

“虫儿飞，
花儿睡，
一双又一对才美。
不怕天黑，
只怕心碎，
不管累不累，
也不管东南西北。”
镜头前，王菲给四川白云小学的10个孩子

边唱边表演了《虫儿飞》。2015年，她第一次为
贫困山区的孩子上了一堂音乐网课。她希望以
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感受到音乐的魅力，喜
欢上音乐，让音乐飞进他们的心田。

“全校两个一年级学生，8个四年级学
生，只有一个老师，孩子们从来没有上过音
乐课。”王菲说，她当时使用的还是单向摄
像头，无法跟孩子们互动，但是摄像头那一
端，10个小脑袋争先恐后地凑到镜头前，孩
子们渴望的眼神，他们脸上天真无邪的笑
容，让我感觉到作为一个老师特别满足和幸
福。”王菲说。

“乡村尤其是贫困乡村，更需要优质的
教育资源。我觉得现在我们缺少的资源、师
资通过网络都可以解决。”

如今，王菲拥有两个“课堂”：一个是
桓台县荆家镇中心中学，在这里，她是语文
与音乐老师；另一个课堂在网上，学生们来
自于四川、云南、甘肃等地的贫困乡村。她
与这些学生们距离很远，从未在现实中碰
面，但是他们之间又很“近”，电脑和互联
网让他们只有一屏之隔，音乐让他们相遇、
心心相印。

“记得有一次过年的时候，我在网课上
问孩子们的新年愿望是什么？几个孩子说是
希望能够来山东在现实中见到王老师。那时
的我特别感动，突然觉得一个老师的社会价
值得到了体现，原来当老师能够传道、授
业、解惑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

在另一个虚拟空间里，她把更多的精力
放在了那些偏远山区的孩子身上。5年的时间

里，王菲共网络授课500余节，辐射全国30多
万名乡村孩子。直播点击量最多时，有全国
600多个班级同时在线观看。

通过网络打开世界的窗

2020年2月1日，新冠肺炎疫情突袭，荆家
镇中心中学宣布停课，此时距离中考还有142
天，学生和家长心里都很没底。

停课不能停学，全国上下只能通过网络
教学。5年的网络教学让王菲积累了不少经
验，相对淡定从容。

“每天要直播、写教案，备课、批改作
业，还要不断和家长沟通，了解每一个孩子
的情况，几乎没在12点前睡过。”虽然对网
络教学驾轻就熟，但负责毕业班的王菲同样
倍感压力。

“课上，我们会有外教课，整本书共读
课等，有时还会组织参与全国的主题班会，
在拓展课堂知识的同时，也通过网络进行体
验式的德育活动；每个周五的夜晚，忙碌了
一周的王菲都会和学生们在网络课堂里猜字
谜、读名篇、练演讲、作分享……也吸引了
全国各地的许多学生加入其中。”王菲说，
每个周末的晚上在荆家镇中心中学线上课堂
里会有属于他们自己的特色课程。比如，学
生们自己来主持的最美朗读者，自己制作
PPT，搜集想要朗读的内容、主持、互动，
提高他们的网络素养和综合能力；毕业班的
老师利用休息时间在网络课堂上开设中考系
列课程，解决了中考时间紧、任务重的难
题，实现线上和线下的结合。

“我们这届毕业班从一进入初中就接受
了网络教学，用互联网学习了3年的这些农村
孩子已经能熟练地在网上学习、交流、分
享，线上备考很顺利。”王菲告诉记者，学
生们的成绩并没有下滑，今年中考，荆家镇
中心中学的高中上线率比往年提高了10％。
这让王菲更加坚信当初带着孩子们借助在线
教育来改变是非常正确的选择。

疫情暴发以来，除了完成自身的教学任
务，王菲还抽出时间，主动帮助第一次接触
网课的乡村教师，先后对8000多名乡村教师
进行了线上培训。

作为全国最美教师，王菲说：“疫情防
控期间的‘停课不停学’考验着我们所有的
老师，尤其对于乡村孩子的在线教育更是一
个大的考验。但随着国家大力扶持乡村教
育，我们的乡村孩子早已通过网络打开了通
往世界的那扇窗，坐在教室里我们可以通过
班班通链接全国的名师，拥有着来自全国各
地的网络学伴，实现着优质的教育资源共
享。”

新乡村教师

互联网学习让王菲实现了教师发展的弯
道超车，年纪轻轻的她已桃李满天下。然而
当王菲自己改变并受益时，她更希望越来越
多的乡村老师一起来改变。

“在直播的过程中要减少停顿，可以跟
学生聊聊天，引导现场的助教老师，让气氛
一直保持活跃”，“单次课程的容量可以再
缩小一些，让孩子学完后就可以有所展
示”……9月15日上午11点半，荆家镇中心中
学年轻的音乐老师窦静刚刚结束自己的第一
堂对外网课，来自河南、江西、云南等地的
241个班级共同聆听了她的课程。课后，王菲
与几位旁听老师一起总结此次网课，并提出
了自己的建议。

“今年荆家镇合班并校，我们的老师从
30多人增加到70多人，其中不乏年轻的骨干
教师，我希望越来越的老师能加入到网络教
学团队中。”王菲说，

在王菲投身于网络课堂的这几年里也有
来自县、市的学校前来“挖”她，但她都拒
绝了。

“有的老师离开乡村是因为他觉得在这
里除了条件艰苦之外，没有上升空间。而我
觉得通过互联网能够找到教师的成长之路。
其实不需要去县城发展，我在这儿、在网络
上就可以成长。”王菲说。如今，除了自己
在网上授课外，她还联合其他同行在网上开
始进行乡村教师培训，让更多偏远山区的教
师与学生能够通过网络课堂与外部世界接
轨，缩小差距。

2016年，王菲成为沪江网“互＋计划”
导师，跟随他们一起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上
万名乡村老师，让他们从理念开始改变。
2018年6月至今，王菲又积极参与到国家精准
扶贫项目中，和很多老师一起通过网络给新
疆的孩子们上国语课程，提升他们的普通话
水平。王菲已为6万余名乡村教师进行了“互
联网＋”培训。

“我一直努力的方向，就是希望大家在提
到乡村教师的时候，不再是贫穷落后的样子，
而是拥有着新理念、新技能，自信、阳光的新时
代的乡村教师形象！”王菲说。

2017年，王菲荣获“马云乡村教师奖”。今
年9月9日上午，淄博市庆祝第36个教师节大会
召开，王菲作为教师代表作了发言。

“作为300万乡村教师中的一员，我也可
以很自豪地说：新时代的乡村教师已经开始
具备新理念、新技能，我们会带着乡村孩子
们不断探索、创新，让他们成为更好的样
子，让乡村教育绽放新时代的光彩！”王菲
说。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到乡村小学报到的第一天，她也曾打过“退堂鼓”，也曾几年“混日子”。但是当她沉下心来，品尝着成长的滋味，把教教育当作了一种信仰。她体会到了
“当老师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她可以自豪地说，“我们会带着乡村孩子们不断探索、创新，让他们成为更好的样子子！”

乡村教师最美的样子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王菲进行网络直播授课。

□记者 杨淑栋 报道
王菲(左一)正在指导年轻教师进行网课教学。

9月27日，著名力学家和航空工程学家张阿舟
（上图中）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会暨力学学科发展
研讨会在江苏南京举行，包括12位院士在内的150余
名来自高校院所的领导专家、国内力学领域的知名学
者齐聚金陵，共同追忆我国“航空先驱”张阿舟，研
讨力学学科的发展大计与前沿问题。

在纪念会上，通过专题片和张阿舟弟子现场回
忆，展现了张阿舟“科学救国、航空报国”的理想追
求和“为国铸重器、育英才”的灿烂一生。张阿舟试
制了新中国第一架自制飞机，荣获“特等功臣”嘉
奖，是振动领域的泰斗，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飞机结
构强度和振动研究领域的优秀人才，其中包括三位院
士。

20世纪50年代，以张阿舟、范绪箕、杨岞生和戴
昌辉等著名学者为代表的力学教研群体，创建了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力学学科。60多年来，南航力学学科培
养了以陶宝祺院士、赵淳生院士、胡海岩院士、郭万
林院士、陆夕云院士、向锦武院士等为代表的一大批
优秀人才，在面向学科前沿的基础研究、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的应用基础研究等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
解决了我国航空航天科技发展中许多关键难题。虽然
已去世11年，但张阿舟依然宛如一束光，照亮着力学
研究的天空。

（光明日报）

“航空先驱”张阿舟：

他本身就是一所大学

“我其实最喜欢的地方还是球场，觉得在这里能
体现我的价值。”上世纪80到90年代，中国男排开创
了一个梦幻般的黄金年代，从1986年首夺亚运会男排
金牌起，他们在四届亚运会中收获三冠一亚。他们造
就了很多传奇，而“亚洲飞人”张翔是那一拨里让人
最难忘的时代记忆。

平时比较安静，场上比较疯，就靠着这“双重性
格”，张翔排球之路走得很顺：成年队、国青、国家
队。

1990年，12号张翔，背上了国字号的战袍。
打了几十年的排球，张翔说自己几乎没有偶像，

“可能我的性格是这样的，从我打球开始，我就觉得
要相信自己。反正我一上场，我就觉得老子天下第
一，哪怕你是世界冠军我也要争取咬你一口。”就是
这股“浑”劲儿，造就了独一无二的血性张翔，也造
就了那个时代很带感的男排精神。

（封面新闻）

张翔：

运动员就要不服输

历时三年多，由光线彩条屋、中传合道、可可豆
动画等5家制作公司共同打磨的神话系列作品第二弹
《姜子牙》（上图剧照），即将于大年初一与观众见
面。

继去年《哪吒之魔童降世》收获了前所未有的50
亿票房和高口碑之后，国产动画电影颠覆了此前受众
对其低龄化刻板印象。尽管同为描述3500年前神话的
电影，不同于影片《哪吒之魔童降世》中虚构的主
角，姜子牙和商纣王、妲己等人都是现实中的人物。

导演程腾介绍，以往传统的3D动画作品多半是
用写实的照片材质来表现，而《姜子牙》的不同之
处在于所有的材质基本上都是手绘的，包括打光、
角色的毛发还有服饰、化妆，都会用比较新的方法
去实现。由此，观众可以在享受3D动画立体感的同
时，捕捉到平面手绘的动人细节，让传统的中国风
元素扑面而来。

（文汇报）

《姜子牙》导演：

神话续集依旧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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