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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今天我们和北京的老师、同

学一起学习一元二次方程的第三种解法。”

这是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中学的一节数

学课。课堂上，屏幕另外一端，是几千公里

之外的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课堂。

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台阁牧中心校的学

生们也在同时收看授课视频，有学生举手

提问，老师就会立即进行讲解。

“双师教学”是这两所学校正在广泛应

用的教学方式——每个实验班有两名教

师，在两个课堂同时开展教学，其中资源输

出校教师在“第一课堂”负责网络远程主

讲、共享学习资料、提供教师培训。资源输

入即项目学校教师在“第二课堂”，负责整

合课程资源、选择合适的模式教学，复讲复

练、释疑解惑。

为了推动优质教育资源辐射、助力教

育 公 平 ，2005 年 ，人 大 附 中 、教 育 部 科 技

司、清华大学等共同发起成立“国家基础教

育资源共建共享联盟”，基于联盟的探索实

践，2013 年启动了网络远程扶贫项目“双

师教学”。根据近日举行的国家基础教育

网络扶贫扶智暨大规模推广“双师教学”调

研会，截至目前，“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共建

共享联盟”和“双师教学”项目已辐射到 31
个省份的 5949 所学校，免费使用平台资源

的教师和学生达到 111 万余人，共享优质

中小学教育资源 6 万余课时。

一块屏幕，点亮孩子
的梦想与希望

去年，广西上林县三里中学学生欧丽

蓉一直通过手机看人大附中的网络课程视

频。一段时间后，她的成绩提高不少。

“‘双师教学’带来的改变是巨大的。”

三里中学老师覃家勋回忆道，有一次人大

附中的刘蓓老师在课上提出问题，几分钟

后，三里中学的学生就给出了正确解答。

“不知不觉间，学生的解题正确率和速度都

提高了。‘双师教学’用一块屏幕拓展了孩

子的眼界，用一个平台放飞了孩子的梦想，

让山里娃心中的诗与远方不再遥远。”覃家

勋说。

“‘双师教学’由两地教师共同主导，可

以根据学生情况对教学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进行延伸或调整。”“双师教学”发起人之

一、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刘彭芝介绍，这样

可以有效缓解传统远程教学无法顾及学生

差异性的问题，让贫困地区的孩子更好享

受优质教育。

四川省康定中学的师生们在与成都七

中的“双师教学”实践中也获益良多。2002
年起，成都七中启动全日制远程直播教学，

康定中学开设了直播班，与成都七中同时

备课、上课、作业、考试。“以前每年考上本

科的学生不足 50 人，现在有几百人，很多

都进了名校。”康定中学校长陈军说。

变化的不只是成绩。“‘双师教学’让我

有了更高的目标，激励我奋发向上。”“我会

凭借自己的努力，走出大山，考上重点大

学”……许多学生感受很深。人大附中校

长刘小惠说：“一块屏幕，拉近的是距离，点

亮的是梦想与希望。课堂的生命力在于对

学生个体的关注和对个性的尊重，教育不

是简单的知识传授，更要服务于人的全面

发展。”

一个平台，改变教师
的教学方法和理念

“李老师，真是感谢您！”“张老师，你们

最辛苦！”河南安阳市第六十三中学教学副

主任张立界与人大附中分校数学教师李晨

光在调研会上再次相遇，连声互道感谢。

“上次我去安阳，同学们围过来喊着

‘小李老师’，特别感动。”李晨光说：“最辛

苦的是第二课堂的老师们，他们课前要反

复看视频，再根据学生的情况进行调整，以

最适合当地学生的方式来设计课堂。”

张立界在“双师教学”中也收获良多。

他说，起初也有老师心里犯嘀咕：有了远程

课堂，自己的课堂如何备课？学生看视频

上课，还需要线下的课堂互动吗？慢慢地，

老师们摸索到方法，“教师不仅通过观摩提

升教学方法和课程设计，还有机会参加优

质校的教学研讨会，对于教育教学的理解

更深入了。”张立界说。

四川省泸定中学英语教师张瑜也有同

感。17 年前，她曾是听成都七中网课的一

名中学生，如今已是参与“双师教育”的一

名青年英语教师，“网课影响了曾是学生的

我，也帮助了后来成为老师的我。”

“调研中发现，‘双师教学’让乡村教师

受益更大。”“双师教学”发起人之一、国务

院参事汤敏说，“双师教学”也是一种“课课

示范”，通过参与备课、调整课程、辅导学

生，很多乡村教师已成长为当地优秀教师。

第三方评估显示，参与“双师教学”的

项目学校教师在教学理念、课堂教法、重难

点突破、知识点衔接和知识点巩固练习等方

面获得提升，学校的教研和备课活动也有

改观。人大附中联合总校常务副校长周建

华说：“‘双师教学’不仅扶智，还能扶志，既

点亮了学生的梦想，也照亮了老师进步的

方向。”

一根网线，融合线上
线下优质教育资源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中学物理教

研组组长刘彬学坦言，“双师教学”开展之初

也曾遇到过困惑：有些学生上课开小差，课

堂参与度不高；学生基础不同，有的还没想

好，屏幕那头的学生已经“抢答”了；跟着优

质校的进度走，有的老师感觉力不从心……

“‘远端’教师要成为课堂的组织者、指

导者、帮助者、促进者和管理者，更多参与

到课堂组织、师生对话中去；要引导学生做

好预习，明确教学重难点，帮助架构系统的

学科知识体系；课后辅导、心理辅导也得做

好……”调研会上，刘彬学分享了思考。

“教育教学离不开师生面对面的情感

交流与思维碰撞，线上教学不是课堂教学

的简单复制，技术的发展不能取代教师的

作用。”刘小惠说，未来要更好地利用线上

资源和平台，创新线上线下相融合的教学

模式，因地制宜地推行网络教育。

刘彭芝觉得，做好基础教育领域的互

联网远程帮扶，应注重线上线下互联互通，

“线上是画龙，线下是点睛。示范学校是主

体，社会组织是纽带，也需要政府部门和权

威机构有效引导和整合，科学布局，优势互

补，实现高质量发展。”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认为，

“双师教学”探索了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线

上教学有效实践的路径。要发挥优质学校

的作用，完善教学组织方式，扩大受益群体

范围，让更多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构建‘互联网+’基础教育公共服务

平台和体系”“鼓励中老年教师发挥优势”

“用适合孩子们的方式教学”“要让更多边

远地区的孩子们受益”……调研会上，与会

专家建议，在巩固拓展网络教育扶贫成果

上持续发力，进一步推进国家基础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实现教育现代化。

一根网线，两地教师，推进基础教育网络扶贫扶智

有“线”课堂 无限可能
本报记者 赵婀娜 吴 月

每个班有两名教师，
在两个课堂同时开展教
学，网络远程扶贫项目

“双师教学”通过共享优
质教育资源，拓展学生的
眼界，促进教师教学水平
的提升。

一块屏幕，不仅拉近
学习交流的距离，更点亮
孩子们求知、成才的梦
想。目前，该项目已辐射
到全国 5949 所学校，将
持续探索促进教育均衡
发展，助力教育公平。

核心阅读

亲手制作民族服饰，

是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

区观音桥街道苗族群众

的传统。近年来，当地出

台支持政策培训苗族群

众，鼓励能人创办民族服

饰加工厂，民族服饰加工

走上了产业化发展道路，

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

的主要渠道。

图为 1 月 4 日，在七

星关区观音桥办事处一

家服饰加工车间，苗族群

众正在制作民族服饰。

王纯亮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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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88 年 被 媒 体 报 道 以 前 ，很 少 有

人知道于敏是谁，更少有人了解他在做什

么，连 他 的 妻 子 孙 玉 芹 都 说 ：“ 没 想 到 老

于搞这么高级的秘密工作。”

于敏从事的“高级的秘密工作”是研

究氢弹和核武器。

于敏的科研生涯始于著名物理学家

钱三强任所长的近代物理所。在原子核

理论研究领域钻研多年后，1961 年，钱三

强找他谈话，将氢弹理论探索的任务交给

了 他 。 从 那 时 起 ，于 敏 转 向 研 究 氢 弹 原

理，开始了隐姓埋名的 28 年。

当时的核大国对氢弹研究绝对保密，造

氢弹，我国完全从一张白纸起步。

由于大型计算机机时非常紧张，为了

加快研究，于敏和团队几乎时刻沉浸在堆

积如山的数据计算中。1965 年 9 月，上海

的“百日会战”最终打破僵局：于敏以超乎

寻常的直觉，从大量密密麻麻、杂乱无章

的数据中理出头绪，抽丝剥茧，带领团队

形成了基本完整的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然而，设计方案还需经过核试验的检

验。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地处青海高原，

在那里，科研人员吃的是夹杂沙子的馒头，喝的是苦碱水，茫茫戈壁飞

沙走石，大风如刀削一般，冬天气温低至零下 30 摄氏度，道路冻得像搓

板。于敏的高原反应非常强烈，食无味、觉无眠，从宿舍到办公室只有

百米路，有时要歇好几次、吐好几次。即便如此，他仍坚持解决完问题

才离开基地。

1967 年 6 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投爆炸试验成功，中国成为世界上

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

功，美国用了 7 年多，中国仅仅用了两年零八个月。

1969 年，于敏带领团队来到了四川绵阳的深山里，研究核武器。

他判断，“核武器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如果丧失威慑能力，我们就要

重新受到核讹诈。”

他不敢停止脚步。但长期在艰苦环境里工作，他的身体变得越来

越虚弱，曾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1969 年初，在首次地下核试验和大型空爆热试验时，于敏上台阶

都要用手抬着腿才能慢慢上去，同事都劝他休息，他坚持要到小山冈上

观测火球。由于操劳过度，在工作现场，他几近休克。1971 年 10 月的

一天深夜，于敏再次因为过度劳累休克……

2015 年 1 月，89 岁的于敏荣获 2014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他

坐在轮椅上，华发稀疏，满脸谦逊祥和。上一次像这般“抛头露面”，还

是 1999 年，在表彰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大会

上，他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代表 23 位获奖科学家发言。对

于敏而言，他并不习惯这样的场合，在隐姓埋名的那些年里，默默耕耘

的他“沉”在深处很自在。2019 年 1 月 16 日，于敏溘然长逝，享年 93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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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R

本报北京 1月 5日电 （记者谷业凯）5 日，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在京发布“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十四大趋

势（2021）”，围绕电子信息领域年度科技发展情况，阐述国内外重要突

破及标志性成果，为我国科技人员准确把握发展趋势提供参考。

此次发布的“十四大趋势”涵盖了计算机系统与软件、网络与通信、

集成电路等传统领域。在计算机系统与软件方面，量子计算、类脑计算

等新概念计算模式等趋势受到关注；6G、天地一体化网络等，将给网络

与通信领域带来改变；内生安全、智能预测、主动防御等正在网络安全

领域加速落地；三维晶体管结构技术发展和晶元级集成技术等，也将持

续推动集成电路领域创新。“十四大趋势”还分析了测试计量与仪器、区

块链、电磁场与电磁环境效应等新技术应用方向。

据介绍，中国信息与电子工程科技发展战略研究中心由中国工程

院、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电子科技集团于 2015 年联合成

立。2018 年以来完成包括 13 个领域的《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研

究》综合报告等在内的系列研究成果。

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十四大趋势发布
阐述国内外重要突破及标志性成果

第 一 次 遇 见 木 叶 盏 ，屠 金 歌 被 震 撼

了。釉色莹黑，胎质坚致，天然的树叶非画

非印，经过高温灼烧，不仅没有灰飞烟灭，

反而完整无缺地进入釉中，妙不可言。

那是 2016 年，她还在南开大学旅游与

服务学院旅游管理专业读硕士研究生。一

个 90 后大学生，就这样与千年非遗结缘。

木叶盏是中国古代名窑吉州窑独创的

一种传统制瓷种类，已有 1200 多年历史。

如今，这一吉州窑瓷器烧制技术已被纳入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也是在这一年，屠金歌和好友于慧慧

专程到江西省吉安县永和镇的古吉州窑遗

址，她们想了解更多木叶盏的故事。一个

偶然的机会，她们遇见 80 后匠人文丘。聊

起木叶盏，话匣子就关不上了。她们发现，

木叶盏产量质量不稳定，销售渠道稀少，宋

朝时就一盏难得的木叶盏，如今发展前景

不佳。这么美的作品、这么精巧的技艺，应

该被更多人看到。屠金歌萌生了帮木叶盏

突围的愿望。

非遗与人们的“距离感”，主要还是因

为产品设计脱离市场。“我们想先突破设计

瓶颈，再通过电商销售。”于慧慧说。

两人就这么干了起来。文丘擅长釉色

研制，她们就鼓励他研发新品种，一起甄选

颜料，最终设计出一款冰蓝木叶盏，颜料由

天然青金石研磨而成，安全环保，永不褪

色。为了更好推广，她们还给产品写文案，

并专门学习了拍摄技术。惊喜的是，这款

不太一样的木叶盏在电商平台发布一周就

卖出 20 万只，超过文丘过去销售 3 年的收

入，也吸引了更多匠人合作。

创新，没有止境。千百年来，木叶盏一

直都以桑叶烧制为主。屠金歌和于慧慧发

现当地还有一种菩提叶盏，颇有意境。但

是，木叶盏烧成率本就不高，菩提叶片厚，

烧制难度更大，而且当地不产菩提叶，匠人

们很有顾虑。

但屠金歌坚持了下来。她们四处寻找

菩提叶进行烧制，经过观察，最终发现福建

漳州的菩提叶最为合适。烧制过程中遇到

了技术难题，她们就联系母校南开大学的

专家帮忙。历经数月，炉门开启，菩提叶盏

烧制成功，指尖触摸，还能感受到叶梗细微

的纹理。

“盏内木叶茎脉清晰，形态各异，栩栩

如生……”为了让产品走得更远，屠金歌选

择了直播。“有时直播间没什么人，也要热

情满满地对着镜头反复讲，因为我们坚信

木叶盏的魅力。”屠金歌记得，曾有个顾客

在 直 播 间 问 了 很 多 问 题 ，后 来 买 了 100
多盏。

造型美观的木叶盏承载着灿烂的庐陵

文化和茶道艺术。“我们带领当地匠人和产

品走出山村，参加古陶瓷非遗高峰论坛等

活动，就是想把吉州窑的品牌做大做响。”

于慧慧说。在母校南开大学建校 100 周年

之际，他们设计了一款使用南开大学的银

杏叶烧制的木叶盏，开启了木叶盏的定制化

市场。

3 年来，她们组织直播 800 余场，销量

超过 350 万元，与 18 位非遗传承人合作，让

木叶盏从原来的一种叶子、一个色彩的单

一产品，扩展到现在有 8 种叶子、16 种色

彩、27 种器型、上千个款式。自从与非遗

相遇，屠金歌和伙伴们心心念念都是创新。

2019 年毕业后，屠金歌和于慧慧选择

继续从事非遗事业。去年，她们在第六届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总决赛中获得银奖。“非遗的市场很大，未

来有无限可能。”屠金歌说。

90后年轻人突破设计瓶颈，拉近木叶盏与市场的距离

自从与非遗相遇，心心念念都是创新
本报记者 朱 虹

本版责编：杨 暄 管璇悦 曹雪盟

本报北京 1月 5日电 （记者王珏）第四届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

艺术成就展 5 日在中国文艺家之家展览馆开幕。展览以“崇德尚艺 潜

心耕耘”为主题，共展出 321 幅历史图片和画面、211 件代表性实物以及

4 部专题宣传片，在为参观者提供艺术享受和审美体验的同时，从不同

角度梳理回顾田华、邵大箴、傅庚辰 3 位老艺术家在各自领域的艺术生

涯及取得的成就。

田华、邵大箴、傅庚辰 3 位老艺术家作为新中国文艺实践的参与

者、经历者、传承者，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作出了贡献。田华

是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中国电影家协会顾

问。1950 年因主演《白毛女》而被观众熟知，主演过 20 余部电影作品，

成功塑造了“喜儿”“李玉梅”等深入人心的经典人物形象。邵大箴是中

央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研究》主编，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

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名誉主任。他长期从事西方美术史

和中国现代美术的研究，力促中国美术形态从传统走向现代。傅庚辰

是中国文联第十届荣誉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国家一级作曲

家。他的音乐作品把生活、历史与艺术融合交织在一起，创作的《地道

战》《红星照我去战斗》《红星歌》《映山红》等作品，历经近半个世纪依然

散发着独特魅力。展览承办方表示，展览既是向老艺术家的致敬，也是

为青年文艺工作者汇聚追梦力量。

中国文联知名老艺术家艺术成就展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