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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师触网课堂
“喊麦”

“ 同 学 们 ， 今 天 我 们 学 习
《树叶旅行记》 ⋯⋯”面对冷冰
冰的电脑，欧阳传芳声情并茂，
她化了淡妆，把自己调整到最佳
状态。

欧阳传芳上世纪 90 年代中
期从安徽芜湖迁居宁波，先后在
学 校 与 媒 体 工 作 了 将 近 20 年 。
2015 年，45 岁的欧阳传芳二次
创业，担任一名作文培训老师。
从 6 个学生开始带起，到如今的
几百名学生，靠着家长们“一传
十、十传百”的口碑效应，欧阳
传芳在宁波小学生作文培训界打
出了响亮的名声。

欧阳传芳的“铁搭档”罗光
奖，是中学高级教师，全国模范
教师。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罗光
奖 老 师 的 “ 中 学 语 文 教 学 法 ”

“中学作文教学法”在全国语文
教育界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还
主编了 《初中语文阅读训练设
计》《初中作文导引与示范》 等
语文教学用书并出版发行。退休
后的几年来，罗光奖老师致力于
小学作文教学研究，与欧阳传芳
老师共同创制了“小学作文实用
技法八十讲”。

“我们将线上远程教育与线
下小班化教学相结合。”罗光奖
说，他主要负责课程研发，欧阳
传芳老师主要负责授课，面向小
学二至六年级的学生，每个年级
安排了 16 个具有代表性的作文
题目，兼顾了记人、叙事、写
景、状物、抒情、感悟、想象、
童话等方面。“这两年，我们还
开设了高分速读、四大名著赏
析、小学古文阅读理解等课程。”

今年疫情暴发以来，两位老
师开始“触网”，把线下课程搬
上了网络平台。“起初，我们想
着为学生提供方便，后来人气愈
来愈旺，甚至省外的一些学生也
慕名上网听课。”欧阳传芳说，
她和罗光奖两个年纪加起来超过
百岁的人，不仅要玩转电脑、手
机、平板电脑等各种电子设备，

还要学习网络操作，解决网卡问
题，甚至在网络课堂上要像网红那
样“喊麦”，用聊天弹幕等多种方
式活跃在线教学气氛，从而突破不
能面对面交流的在线教学瓶颈。

通过网络引导孩子健
康成长

前不久，线上老师晒出工资单
刷了一波又一波。个别的时薪过
万元，甚至超过了网红，其实，光
鲜背后有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苦
楚。

“每周，从周五下午到周日晚
上，我和罗老师，忙得像个陀螺。
我 们 要 给 16 个 班 级 的 孩 子 们 上
课。每次课 2 个小时，有的线上教
学，有的线下教学，但无论是面对
着冷冰冰的电脑，还是鲜活的学
生，我们都必须保持最佳状态。”
欧阳传芳说。

在罗光奖看来，网络授课与传
统线下有很大不同。网上鱼龙混
杂，有人会为了利益而走偏。不
过，对于上网的初衷和如何开展网
络教学，他和欧阳传芳老师有着清
晰的目标。“对我们而言，赚钱不
是唯一目的，更希望让孩子们能真
正学到一些东西，看到他们的成长
和进步。”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
网络课程，从不追求人数多，反而
会控制人数，以保证教学质量。

“谢谢欧阳老师，孩子作文满
分，全班语文第一名！”“我们家孩
子的作文在报纸上发表了，太开心
了！”“谢谢罗老师，上了您的课
后，孩子更加热爱学习了！”⋯⋯
这样的网络留言，欧阳传芳和罗光
奖经常会收到。除了平日的教学，
其余时间他们要花大量时间备课、
录制网络课程、批改作文，还要将
一些优秀的学生作文对外投稿。5
年来，共有 400 多篇孩子们的作文
在报纸、杂志和网络上刊发。

刚刚过去的教师节，欧阳传芳
收到了一条网上私信。写信的是一
位母亲，说自己的孩子性格内向，
在班级里从来不说话。自从上了欧
阳老师的作文课后，开始愿意表达
了，话多了，笑容多了，人也慢慢
地变得自信了。这位母亲说，作为

妈妈，最渴望的不是孩子学习成绩
有多好，而是孩子快乐健康地成
长、越来越自信，这将会对孩子一
辈子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封信，欧阳传芳截图保留下
来了。在她看来，虽然在线教育老
师与学生相隔万里，但直播间的一
句鼓励、一句由衷的赞美，都会在
孩子成长路上给予帮助。“一千个
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同样的
一个问题，孩子们也各有看法。我
要做的，就是通过孩子们千奇百怪
的答案，发现他们内心所想，并及
时予以引导鼓励。”欧阳传芳说，
只要用心教课，用心体会，碰不着
面的网课也能达到面对面教学的效
果。

“讲得好”方能当好老师

近期，记者走访了多家线上线
下教育机构，也与多位家长进行了
攀谈。调查中，记者发现孩子们除
了在学校里上课，课余时间也被各
种培训课程挤得满满当当。最多的
孩 子 ， 一 个 周 末 要 学 习 10 门 课
程，午饭和晚饭都是在培训班里吃
的。这样的忙碌，鄞州区中和街道
居民秦玉权和儿子感触颇深。今
年，他决定让儿子上网学习，“有
些网课试听了一下，感觉不错，价
格比线下便宜一大半，最主要是节
约了时间。”

因为听到了很多像秦玉权这样
家长的吐槽，罗光奖和欧阳传芳也
坚定了上网授课的决心。“我有一
个慈溪的学生，从二年级开始，每
周六都要由家长起早开车近两个小
时赶过来上课，一直坚持到小学毕
业。如果那时候我开了网课，或许

能给这个孩子节省很多时间。”欧
阳传芳说。

在她和罗光奖老师看来，每个
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会成为家
长，都有面临操心孩子教育的那一
天。而在宝贵的时间里，如何让孩
子们在学习之余有一些玩耍放松的
时间，这是一门学问。“我们正在
努力，希望网课教育达到和线下教
学同样的效果。这样一来，孩子们
就可以把路上来回奔波的时间节约
下来，有更多时间去思考放松，去
休息玩耍，去亲近大自然⋯⋯”

“为了把网课上出效果，很多
在线教育老师付出了大量时间与精
力，有很多人甚至说不想当主播的
老师不是好老师 。” 在 罗 光 奖 看
来 ， 当 三 尺 讲 台 压 缩 成 一 方 屏
幕 ， 老 师 们 也 面 临 了 不 小 的 挑
战。在线授课并不是老师最费时
费力的部分，备课与批改作业才
是占据精力的“大头”。“虽然不
能和学生、家长面对面，在线授
课老师依然要为学生操心，兢兢
业 业 地 完 成 教 学 ， 维 持 教 学 秩
序，完成线上答疑，与家长进行
有效的沟通⋯⋯”

眼下，欧阳传芳与罗光奖老
师正试图成为网红。他们告诉记
者，从明年起，他们将逐步停止线
下教育，并将组建一个团队，用两
至三年时间，研究、开发一套小学
语文 （含阅读与写作） 线上教育系
统课程，力求“简明、适用、准
确、权威”，以让更多学生从中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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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 者 陈朝霞
通讯员 张昊桦 厉迪桑

秋高气爽，海曙区鄞江镇欢
田家庭农场负责人田海波沉浸在
丰收的喜悦中。今年 5 月投入的

109 亩“稻田-澳洲小青龙养殖示
范基地”如今迎来了收获季，这几
天纷至沓来的“回头客”让他很欣
慰。

令人诧异的是，田海波此前从
未涉足水产养殖。2007 年他大学

毕 业 后 ， 做 过 设 计 和 外 贸 工 作 。
2011 年，看到当时浙贝母市场行
情不错，他毅然回到鄞江镇老家当
农民，种起了贝母，这一种便是 8
年。

投身养殖业，源自去年海曙区
农业农村局和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
合作开办的培训班。“当时，我前
往嘉兴、湖州、丽水等地参观‘稻
渔共养’项目，对此产生了浓厚兴
趣。”田海波说，正巧海曙区农技
站将澳洲小青龙作为“稻渔共养”
主要推广品种，他又报名前往浙江
省淡水水产研究所综合试验基地考
察，深入学习澳洲小青龙的育苗、
养殖以及越冬培育等知识。

去年年底，田海波说干就干，
投 入 约 100 万 元 ， 开 垦 了 8 块 稻
田，为应对澳洲小青龙育苗对养殖
用水的较高要求，还新建了 8 个温
室大棚、1 个净水池，开始育苗。

让田海波没想到的是，今年 4
月，一场大风吹倒了农场内还未加
固完成的温室大棚，澳洲小青龙的
育苗基地近乎“全军覆没”，这让

他有了放弃的念头。“育苗基地受
损，不仅导致幼苗投放时间延后，
而 且 其 规 格 、 产 量 也 会 受 到 影
响。”田海波说，经过一个晚上的
思考，他安慰自己，创业开局不利
不能成为自己放弃的理由，“大不
了失败了，再回到老本行种田去。”

今年 5 月初，田海波往稻田里
投入 22 万尾澳洲小青龙，正式建
立 109 亩稻虾共生示范基地。“澳
洲 小 青 龙 口 感 Q 弹 爽 嫩 ， 要 养
好，关键在于水质控制。另外，饲
料 也 很 重 要 。” 田 海 波 主 动 请 教
省 、 市 专 家 ， 积 累 了 不 少 经 验 ，

“饲料方面，除了使用菜籽饼外，
我采纳了技术人员的建议，每三四
天投入新鲜带鱼、鲳鱼等动物性饲
料 ， 给 田 间 的 澳 洲 小 青 龙 ‘ 加
餐’；每个星期再喂食胡萝卜丝，
补充维生素等营养。”

功夫不负有心人。9 月底，田
海波农场的澳洲小青龙单只平均重
量达到 81 克，在海曙区 6 家示范基
地评比中位列第一。田海波介绍，

“纯天然绿色无公害”是澳洲小青

龙的一大亮点。稻田套养澳洲小青
龙后，一般用有机肥、菜籽饼等代
替普通化肥为水稻提供养分，同时
有机肥成为澳洲小青龙的饲料；而
澳洲小青龙的排泄物又能为水稻提
供养分，形成生态系统循环。在稻
田防虫害方面，所有试验田采用物
理防治方法，避免打农药影响虾
苗、水稻及水质。

“目前，我们澳洲小青龙的礼
盒装已销售了 1800 盒，顾客口碑
好，市场反响不错。”田海波算了
一笔账，“澳洲小青龙平均亩产约
75 公斤，每亩收入有 1 万元，过阵
子晚稻丰收，还将获得一笔收入。”

田海波表示，试验田的成功保
证了创收，同时也提升了周边种植
户对于稻虾共生养殖的兴趣。近
年来，随着农业种植劳动力、土
地租赁、物资成本的提高，单纯
种粮农户收益下降，而“稻渔共
养 ” 成 为 打 破 这 一 僵 局 的 尝 试 ，

“我会和周边农户一起优化技术，
让明年秋季的澳州小青龙产销再
上新台阶。”

田海波：让澳洲小青龙在稻田落户

记 者 沈孙晖
通讯员 应红鹃 王光旭

今年中秋前后，郑开元制作的宁
波老月饼订单如雪片般飞来，忙得他
一天要干十七八个小时。“老月饼销
售 量 有 10 万 个 左 右 ，销 售 额 40 万
元。”看到自己精心做的月饼备受大
家认可，这名 23 岁的小伙子累并快
乐着。

郑开元是象山西周镇隔溪张村
人，家族里三代都是厨师，自小便与
美食结缘。“我大学专业是烹调工艺
与营养，到迪拜一家米其林餐厅实习
过，之后获得了高级厨师、高级面点
师称号。”后来，郑开元在上海一家料
理店任职。

今 年 受 疫 情 影 响 ，餐 饮 业 不 景
气。郑开元索性辞去工作，回到老家。
这几年，隔溪张村开了很多民宿，左
邻右舍的阿姨向他讨教美食制作方
法：“开元，你手艺这么好，干脆在家
乡开店吧。”

乡亲的话语触动了郑开元。“我
何不挖掘家乡美食，并用专业知识去
传承创新呢！”于是，他在西周办了一
家糕饼店，并打造蒙溪食语品牌，意
为蒙山脚下，缘溪而作，以食为语。

宁波老月饼是郑开元选中的第
一个产品。“原以为凭自己所学可以
轻松搞定，没想到真正做起来没那么
容易。光月饼外的那层酥皮，就花了
一个月才找到个中秘诀。”他告诉记
者，常规的酥饼是用冷水打的面团，
而老月饼要用烫面团做，才能达到效
果，“我从做烧饼中得到启发，才找到
做月饼酥皮的方法，其间还试用了数
十种面粉，最终挑选出一种口感最佳
的粉来制作酥皮。”

对于学烹饪出身、对味道敏感的
郑 开 元 来 说 ，调 制 馅 料 似 乎 轻 而 易
举。没想到他精选十几种食材搭配调
成 馅 料 并 做 成 月 饼 后 ，次 日 馅 料 就
发 硬 了 。不 服 输 的 郑 开 元 翻 阅 了 很
多书籍，上网查资料，并询问了村中
许多老人，再反复试验，终于解决了
这个难题：即使过数日品尝，馅料仍
能保持酥松。

正 当 郑 开 元 沾 沾 自 喜 时 ，问 题
又来了。“妈妈说我做的月饼吃不出
她 小 时 候 的 味 道 ，找 不 到 任 何 有 回
忆的点。”这盆“当头冷水”，泼得他
透心凉。但郑开元冷静一想：食物不
仅要好吃，还要融入情感，可以引发
食客的情感共鸣。于是，他邀请妈妈
一起研究。

最 后 ，母 子 俩 一 致 认 为 问 题 出
在月饼馅中的桂花料上。“起初我用
的是桂花酱，单吃味道很好，但是调
进馅里，这股味道就消失了。”为此，
郑 开 元 和 妈 妈 走 街 串 巷 ，终 于 找 到
了 唤 醒 妈 妈 童 年 记 忆 的 糖 桂 花 ，将
之调入月饼馅中。

不 断 改 进 并 请 老 一 辈 人 试 吃
后 ，郑 开 元 最 终 做 出 了 让 大 家 叫 好
的老月饼。“我本来不爱吃月饼，但
你做的月饼我爱吃。”听到有村民如
此夸赞，他心中顿时涌起阵阵喜悦，
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

从开始研究到成品出炉，仅一个
月 饼 ，郑 开 元 就 整 整 花 了 5 个 月 时
间，他也从中获益良多。“我是科班出
身，之前一直在高档餐厅工作，往往
会忽视民间的东西。但是这段时间的
经历，让我懂得高手在民间，好的食
材也在民间。”郑开元明白，一种食品
能被大众喜爱并广泛流行，成为节日
的符号，绝非一朝一夕就能做到。“很
多美味不是教科书里写的，也不是在
高档餐厅能接触到的，需要亲身经历
实践，一点点寻找挖掘。”他颇有感触
地说。

中秋过后，郑开元打算再研究新
的产品，比如西周很出名的米馒头、
灰汁团等。“我希望以食为语，为家乡
传统美食‘代言’。”对于未来，他满怀
憧憬。

郑开元：

挖掘家乡“老”味道

记者手记

基层新群体

田海波养殖的稻田-澳洲小青龙迎来收获季。（张昊桦 陈朝霞 摄）

相比传统教育，在线教育通
过网络开展教学活动。借助网络
课件，学生可以随时随地进行学
习，真正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
制，对于工作忙、学习时间紧张的
职场人和广大学生而言，在线教
育可以节约时间，是最方便的学
习方式。

现阶段，北上广深等地越来
越多的名师名校入驻在线教育平
台。在突破时间空间限制、提升学
习效率的同时，也可以克服因地
域等方面造成的教育资源不平等
分配问题，使教育资源共享化，降
低了学习的门槛。

记者近期走访了多家在线教
育和传统线下教育机构。发现中
国在线教育的模式依然只是停留
在“一头热”阶段：单纯地把线下

学习模式下的课表、教材搬上互
联网，对所有的学习者进行毫无
差异性的单向填鸭式教学。不
过，很多像欧阳传芳、罗光奖这
样有教学经验和热忱的老师，也
在以直播方式进行教学，相比课
程录制，直播课程多了与学生的
互动，可以及时根据学生对课程
的反馈调整授课进度和知识的深
浅度。

与此同时，一些在线教育平
台也进行技术创新，以网络云会
议的模式开展在线直播教育，让
学生和老师面对面。

在线教育正以意想不到的方
式，改变传统教学模式，让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双方有了更多选择，
也让教育呈现了更加丰富多彩的
内容和形式。 （王博）

记者 王博

自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在线教育着实大火了
一把，受到越来越多家长和学生的青睐。

上周，记者跟随在线教育老师欧阳传芳、罗光
奖，体验了他们的日常工作，感受这份新兴职业受到
追捧背后的辛勤付出与职业奉献。

罗光奖老师在进行课程研究。 （王博 摄 .） 欧阳老师在上网课。 （王博 摄）

郑开元正在制作月饼。
（王惠玲 沈孙晖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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