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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教育数字化的推进，“云支教”成为一种广受欢迎的支

教形式。支教志愿者通过线上云教学平台授课，学生通过多媒

体设备参与课堂学习——这种非面对面的支教志愿服务模式，

让偏远地区的学生们可以更便捷地接触到丰富的教育资源，为

乡村教育振兴提供了新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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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贵阳电（记者陈隽逸） 贵
州省遵义市汇川区积极打造“智慧农
家书屋”，引入智能“云管理”系统，
实现远程一键开关门，解决书屋上
班时间外“借书难、看书难”问题。同
时，将农家书屋资源同步上传至云
端，利用微信小程序，为群众提供
免费掌上阅读服务。

汇川区打破过去将农家书屋主
要放在村委会的模式，将书屋调整
到农村人口密集的集市及村便民服
务代办点，着力解决农民群众“用不
到”的问题。截至目前，该区 98 个

行政村已全部打造农家书屋，实现
全覆盖。

在图书购置方面，汇川区通过
走村入户下发调查问卷、微信群发
等方式问需于民，确保所购图书符
合群众所需。

此外，汇川区还利用农家书屋
平台广泛开展征文比赛、知识讲
座、读书沙龙、演讲比赛等活动，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截至目前，农
家书屋已举办活动 100 余场，为该
区1000余名少年儿童提供课业、绘
画、剪纸和阅读辅导服务。

下功夫琢磨教学方法

“云支教”突破了地域限制，让知识能够
“飞”得更远。

2020 年 5 月，由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部分研究生组建的线上助学团队“华教学堂”
与西藏自治区山南市东辉中学对接，开展线
上支教。

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2020级研究生周
湘玲是志愿团队中的一员。经过一系列试讲
培训，她成为学生平措桑珠的线上志愿教
师，为其进行英语课程辅导。

虽然这对师生相隔3000多公里，但在线
上教学过程中，他们的心越贴越近。为了让
平措桑珠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周湘玲下了不
少功夫去琢磨教学方法。有时，周湘玲会故
意质疑平措桑珠的答案，来考验他是否把知
识点学扎实了。一开始，平措桑珠常会摇摆
不定，但在一次次的训练与反馈中，平措桑
珠渐渐摆脱了对英语学习的畏惧心理，成绩

也慢慢提高了。周湘玲说，在线上支教过程
中，看到学生变得越来越自信，让她很有成
就感。

“云支教”既为青年志愿者搭建了实践锻
炼的平台，也为偏远地区孩子们的未来发展
提供了更多可能性。2022年，平措桑珠考上
湖南第一师范学院城南书院，他说，自己将
来也想跟周湘玲一样教书育人。

据了解，截至 2022 年底，“华教学堂”已
有 540 多名研究生志愿者参与支教活动，累
计帮扶近 600 名学生，提供课时 5000 余节，
将爱心和知识播撒到西藏、新疆、广西、甘
肃、宁夏、河南、内蒙古、山西等地。

精彩课程受到学生欢迎

“云支教”拓展了课堂模式，为孩子们打
开了新视野。

“同学们，你们知道怎么用未成年人保
护法来保护自己吗？”在一间教室里，岭南师
范学院学生文睿璇正讲授普法课，她的面前

没有坐着学生，而是摆着两架打光灯、一台
摄像机。原来，这是一堂为广东省湛江经济
技术开发区第二小学学生们开设的“云普法”
课程。

据悉，岭南师范学院遴选优秀大学生志愿
者，开展“四点半云课堂”公益服务活动，每周
在固定时间为结对学校的学生进行“云支教”。

在一些师资力量相对薄弱、素质教育存

在短板的乡村小学，此类知识性与趣味性并
存的“云课堂”让孩子们拓宽眼界，助力乡村
教育。

“我开设的这门课主要介绍粮食生产，希
望孩子们能从中真切感受到粮食来之不易，
要珍惜粮食。”来自岭南师范学院食品工程学
院的志愿者李石娇，结合自身专业设计“云支
教”课程，讲述水稻专家袁隆平的“禾下乘凉
梦”，受到学生们的欢迎。此外，法律常识、
党史知识、安全健康、劳动实践等，也是“四
点半云课堂”涉及的教学内容。

近两年多，岭南师范学院已累计组织志
愿者6000余人次，为5800多名乡村青少年提
供了线上支教公益服务。

数字化设备提档升级

“云支教”凝聚起多方合力，共同推动教
育现代化。如今，全国中小学数字化基础设
施日趋完备，为“云支教”蓬勃发展打下良好
基础。教育部数据显示，全国中小学（含教
学点）互联网接入率达到 100%；超过 3/4 的
学校实现无线网络覆盖，99.5%的学校拥有
多媒体教室，多媒体教室总数超过 400 万
间，学校配备的师生终端数量超过 2800 万
台。数字化教学条件的全面提档升级，让来
自山野乡村的孩子也能随时享受“云学习”的
乐趣。

记者了解到，多地高校、共青团积极组
织开展“云支教”活动。去年 8 月，湛江共青
团启动了 2022 年“青年云支教”行动，计划
在为期一年的时间里，通过“云支教”平台，
让 4000 多名大学生志愿者与广东省湛江市
乡村小学、边远地区青少年、贫困家庭子女
结成“云支教”对子，推动优质教育资源涌向
乡村和基层薄弱地区。今年 1 月，由西安交
通大学新闻与新媒体学院牵头成立的“微光”
支教团队启动了第 5 期线上支教活动，通过
线上“一对一答疑”和开设公共课程的形式，
进行为期 15 天的“云支教”。据悉，该活动
此前已成功举办 4 期，支教范围遍及全国近
20个省份。

社会力量也参与进来，为“云支教”提供
支持。据悉，平安集团开展的线上支教项
目，在全国 105 所乡村学校开设起“空中课
堂”。过去一年，通过远程教育的方式，平安
支教团队已为 1 万多名乡村孩子带去了 3000
多节支教课程。

手绘微信使用说明书

“闺女，能跟着做健身操的视频，在哪里调
出来？”“这串号码我想存下来打电话，你能教我
复 制 吗 ？”“ 在 微 信 里 怎 么 给 别 人 推 荐 名
片？”……这个寒假，大学生张雨每天都会收到
类似的提问。

女儿在家，父母遇到手机上不会处理的情
况，都要找她求助。“小时候是我问爸爸妈妈各种
问题，现在我成了老师，他们却成了数字时代的

‘小学生’。”张雨打趣说，她成了家里新晋的“百
事通”。

张雨还发现，以看电视为例，老年人要分清
直播频道、数字电视、视频网站会员内容等并不
容易，遥控器至少有 2 个，弄不明白的情况下，
老年人在家只能“打开是啥就看啥”。还有许多具
有联网功能的智慧家居产品，家里老人不会用，
有再多便捷功能也发挥不出来。

互联网技术飞速发展，一道“数字鸿沟”横
亘在许多中老年人和数字生活之间，使得年轻
人教老年人使用互联网的行为广泛流行。此
前，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山东男孩为父母手绘微
信使用说明书，网友纷纷为其孝心点赞，留言

“满满都是爱”。
据悉，不少人教过父母、祖辈或其他老年人

使用电子产品，常在过年返乡或放假回家时教老
年人，远程语音、视频指导、制作引导图的情况
也时有发生。

“拍视频找点新爱好”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0 次 《中
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示，截至
2022 年 6 月，中国 50 岁及以上网民群体占比为
25.8%。在 3.62 亿非网民中，60 岁及以上老年人
是主要群体。使用技能缺乏、文化程度限制、

年龄因素和设备不足，是非网民不上网的主要
原因。

事实上，很多老年人内心深处渴望被认可、
被接纳，他们有较强的学习、适应网络和智能化
服务的动力。中国社科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发
布的互联网适老化研究报告提倡各界共同努力，
打破老年人刻板负面的数字形象，尊重老年人的
话语权和主体性，让他们跨越数字鸿沟，重返公
共生活。

深圳大学教授周裕琼多年从事老年数字鸿
沟课题研究，她发现，在弥合老年数字鸿沟方
式上，家庭内的信息共享和代际互动是缩小数
字鸿沟的重要渠道，这种解决方式比较现实、
效果很好。

“许多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的初衷，就是为
了更好地与儿孙们交流，了解最新的社会动
态，听懂年轻人口中的流行语等，因此，由孩
子们来进行‘数字教学’很有必要。”张雨认为，
年轻一辈在教老年人使用互联网和智能设备
时，应该更有热情、更有耐心，帮助他们克服
对新技术的陌生感。

在年轻人的带动下，一些老年人也开始使用
社交网络、拍摄短视频等，记录和分享生活，融
入数字时代的大潮。“要是没有我们这些美食博
主，削下的水果皮不都浪费了吗？”一口东北话的
老大爷，一会儿炒一会儿烤，把百香果皮做成了
一盘糖，逗得网友们在弹幕里打出一排排的“哈
哈哈”，这有趣场景源于博主“结巴老爹”在视频网
站上的一件作品。

据悉，“结巴老爹”是辽宁省大连市一名退休
工人，做视频博主源自他儿子张晓明的建议。“几
年前，父亲刚退休时很不适应，觉得生活突然空
落落的。看他闷闷不乐，我就建议他出镜拍视
频，找点新爱好。”张晓明说。没想到，60多岁的
老大爷一边唠嗑一边做家常菜的视频，在以年轻
用户为主的视频平台火了。

学会“避坑”防被骗

需要注意的是，许多老年人缺乏必要的数字
参与能力，网络信息辨别力较差，容易上当受骗。

每当母亲拿着手机上的推送广告来问，湖北
咸宁的郭先生都感到哭笑不得。“妈，这些都是没
用的信息，有的网址点进去甚至是诈骗网站，尤
其是需要输入验证码、绑定银行卡号的，您可千
万别信！”

郭先生认为，老年人使用智能手机后，接触
到的信息非常复杂，一些明显是谣言或者诈骗的
内容，老年人却深信不疑，因此他经常叮嘱家中
老年人：天上不会掉馅饼，更没有免费的午餐，
遇到拿不准的事情多和子女聊一聊。郭先生还帮
父母在手机上安装了国家反诈中心软件，有效识
别和拦截诈骗电话短信。

在许多地方，社区、养老院和一些志愿者机
构等也行动起来，在教会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与亲
人联系或进行休闲娱乐之外，还传授“避坑”经
验，帮助老年人提升网络素养、识别各种“套
路”，从而安全地网上“冲浪”。

帮助拓宽眼界，享受学习乐趣

“云支教”，让知识“飞”进山村
本报记者 李 贞

“智慧农家书屋”助力掌上阅读

玩转智能手机，网上快乐“冲浪”

帮老年人一起拥抱数字生活
本报记者 叶 子

由于不会使用网络和智能手

机，不熟悉各种软件操作，许多老

年人在生活中遭遇过扫码难、挂

号难、打车难、办事难等问题，只

能“望机兴叹”。渐渐地，现在，越

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教老年人使

用互联网。这种方式帮助老年人

更好地融入数字时代，享受数字

生活。

近日，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镇的钱币藏珍馆正式
对外开放。这是当地首个沉浸式数字钱币馆，通过实物展陈、
场景复原、虚拟交互 360 度环绕等技术，展示江南地区著名钱
币、中华文明起源和货币发展的历史脉络。图为市民在钱币藏
珍馆拍照留念。 王树成摄 （人民图片）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安东小学的学生在“云支教”课堂进行学习。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摄

广西壮族自治区都安瑶族自治县安东小学的学生在“云支教”课堂进行学习。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摄

江
苏
省
扬
州
市
邗
江
区
竹
西
街
道
竹
西
社
区
的
党
员
志
愿
者

在
指
导
老
年
人
使
用
智
能
手
机
。

孟
德
龙
摄
（
人
民
视
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