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早上7点不到，怒江中
学门口就会出现一位女老师，
个头不高，一张圆圆的娃娃脸，
大大的眼睛很精神。她就是尤
佳，也是学生喜爱的“柚子老
师”。

尤佳是一名数学老师，性
格活泼开朗的她，在学生们眼里
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大姐姐”，她
跟学生的关系很融洽，会跟他们
一起笑、一起玩、甚至一起哭。
而让人想象不到的是，尤佳在大
学里学的专业和授课内容沾不
上边。

“我大学里学的专业是保
险精算，所以当年我一本正经
告诉爸妈我要去做老师时，他
们全都惊呆了。”一边是年薪上
百万元的精算师，一边是又累
钱又少的“教书匠”，父母开始
苦劝尤佳：“囡囡，你要考虑清
楚，做老师就是‘孩子王’呀，老
辛苦额，责任心也老强的！”但
决心已定的尤佳坚持要圆自己
的教师梦，最终，父母也只能顺
从了她的心意。

2011年，尤佳进入怒江中
学，成为一名数学老师。2013
年，怒江中学加入了华东师范
大学的“慕课联盟”，开始了翻
转课堂的教学实践研究。作
为一名青年党员教师，尤佳承
担起了翻转课堂的实践研究
重任。

“传统的课堂上课方式是
老师讲，学生听。而翻转课堂
是，学生先在家通过教学微视

频对新知识进行预学习，然后
第二天上课时对预学习的知识
进行讨论和交流。”尤佳说，这
一课堂模式的改变，使得学生
在课堂上可以有更多时间交
流、表达自己的观点，而老师也
可以通过讨论发现学生的困难
点和阻滞点，进而找到每个学
生的节奏。

不过，教学微视频要怎么
录？作为“门外汉”的尤佳一窍
不通。“我一直说我是张华老师
的学生，因为当时就是他手把
手教我们怎么用录视频软件、
怎么做手绘图形。”尤佳介绍
说，这些技术性的问题解决了，
怎么讲、讲什么则是要老师自
己慢慢钻研摸索。而她也通过
不断努力，熟练掌握了教学微
视频制作的技能，总共制作了
将近200个微视频。

“翻转课堂最大的特点就

是，课堂上由老师说转变为学
生说，因为学生之间的语言图
谱更接近、更顺畅，所以学生
之间的交流讨论也比老师向
他们灌输的效果更好。”尤佳
说，当时每到数学课，学生们
都很嗨，说课时你说完了我
说，有很强的擂台效应。而大
量采用“学生说课”的一个实
验班，最终的效果也出人意
料：“这个班后来被誉为‘班长
班’，因为这个班的学生进入
高中后很多人都担任了班长，
他们有很强的表达能力。另
外，这个班的学生有很多都想
当老师。”

2014年，尤佳参加了普陀
区“J课堂”教育云平台的研究
团队，并成为核心成员之一。
而如今，翻转课堂的实践也已
经从数学学科推广到了初高中
所有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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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孩子拿回糟糕的成绩单
和试卷怎么办？如何进行小学
与中学的过渡与衔接？青春期
的孩子不愿意和家长沟通，怎
么办？喜欢听阿基米德FM《名
师E课》的不少家长和老师，都
在电波中听过这些课程，而讲
这些课的，是同济二附中英语
高级教师李岩。

2006年，已是英语高级教
师的李岩参加了市里一个班主
任工作研究实训活动，从此走上
了研究家庭教育指导的道路。

“因为平时我除了教英语，也是
班主任，我发现班主任的日常管
理工作中，有一些难题和困惑其
实都源于家庭教育，而家长又缺
乏这方面的指导，于是我就开始
做这方面的研究。”

李岩说，家庭教育过程中
如果方法不对，会引发很大的
问题。比如，现在很多孩子喜
欢玩手机、玩网络，而家长在教
育时方式方法不对，就会导致
亲子矛盾激烈。而如果家庭教
育不融洽，亲子沟通不畅，孩子
在学校就会表现出合作意识不
强、沟通差等各种问题。

“作为老师，我们面对的不
仅仅是学生，还有背后的家长，
如果把家长引导好了，那么也
就多了一份教育学生的助力。”
李岩说，前几天一对家长就哭
着来寻求帮助，反映青春期的
孩子实在太叛逆，没法管束，

“我就让他们父母和孩子坐下
来，孩子谈谈希望爸爸妈妈怎
么样，父母谈谈希望孩子怎么
样。有时候父母和孩子之间就
是缺少了一个沟通的桥梁，这
个时候我们就是那个桥梁。”而
在日常教学过程中，李岩也注
意对学生进行一些家庭教育方
面的指导，比如指导他们制作
家庭教育微视频，通过角色扮
演，引导学生换位思考。

李岩说，除了家长，其实有
些年轻的老师也缺乏家庭教育
方面的专业指导，“有些老师遇
到问题也会来咨询，比如怎么和
学生沟通之类的，而通过指导，
现在已慢慢产生了这样的效应，
就是大家愿意就某个问题坐下
来进行讨论，这对家校共育也是
好事情。”

经过多年的研究，如今，李

岩不但是同济二附中的首席班
主任，而且是上海市和普陀区
班主任带头人工作室领衔人，
可谓是“班主任的班主任”。

作为上海市家庭教育优秀
指导者，一直有外省市请李岩
去交流讲课，而她也连续7年在
暑期到偏远地区支教，指导当
地老师。“越分享交流，就越发
现，这方面的指导需求很大。”
如何让更多的家长和老师得到
专业指导？2018年 5月，李岩
在知名音频分享平台喜马拉雅
分享了一堂课，这让她觉得在

网络上讲课受众面更广，可以
让更多家长受益。随后，李岩
在阿基米德FM与普陀区合作的
《名师E课》上，讲了4堂家庭教
育方面的课程，“网上播课不但
受众面更广，而且讲课过程中
可以随时和家长们互动，是一
种很好的方式。”

目前，李岩的家庭教育指
导采用线下线上结合的方式，
既有线下的家长沙龙、对家长
进行辅导，也有线上的课程指
导，“网上的课程也会一直下
去。”

“飞”出三尺讲台，云课堂 给“宝藏”老师插上了翅膀

在初中生学生圈里，有一
个微信公众号挺有名——“跟
着老张玩数学”，关注后，就能
收到一段很欢脱的话：“你好，
谢谢关注我，我就是传说中的
老张，中学高级教师，有着20
多年的教学经验，那么就让老
张带你飞吧。”

创立和运营这个公众号
的，是普陀区洛川学校的数
学老师张华。谈起创立这个
公众号的初衷，张华说很简
单，就是想为学生提供一些
解题方法。

“现在的学生，使用手机
的概率很高，家长也管不住，
正好2015年的时候微信公众
号挺热的，我就想着能不能弄
一个公众号，把一些解题的方
法和我总结的经验放在上面，
一方面学生可以接触一点更
高阶的知识，另一方面学数学
总比玩别的好。”张华说。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2015
年 4 月 5 日，“跟着老张玩数
学”第一期“开播”。张华给公
众号设置了三个栏目：趣味数
学、初中数学、数学竞赛，第一

期就给“读者”留了两道趣味
数学题。

在张华的预期里，微信
公众号开出后应该“涨粉”很
快，但第一期发出后，并没有

“引来”多少关注，这让他一
度有些失望，“刚开始做的时
候，对阅读量还挺在意的，每
发一篇就会看看有多少人
看了。”不过，很快张华就不
再纠结阅读量，并把微信文
章的内容慢慢偏重为解析
压轴题，“这一块是学生比较
薄弱的。”

张华说，他对于每篇文
章写什么还是比较随性的，
有时看到某个题目有好的解
题方法，就会总结弄成一篇
公众号文章。虽然写微信公
众号文章不像上课那样要写
教案，但也是要适当“备课”，

“因为（文章）还是要有点吸
引力。”

怎样才能让文章更有吸
引力？张华的做法是——少
用文字多用图形！“平时讲题
老师们用的文字都比较多，
但是文字多了，一些数学基

础不是太好的同学就会畏
难、害怕，如果能多用图形，
让他们一看就能懂而且重点
突出，他们就会更有兴趣学。”
张华说，很多同学数学学不
好 ，其 实 就 是 因 为 缺 乏 兴
趣。所以，他给微信公众号
文章的定位就是多用图形，
并想尽办法让大多数同学都
能一看就懂。

在张华一点一点经营下，
“跟着老张玩数学”逐渐受到
一些学生、家长、老师的关注，
两年左右，公众号的“粉丝”数
量已经破万。现在，张华每篇
文章的阅读量都有数百甚至
上千，“我觉得我上课的教室
变大了！”

而在写微信公众号文章
的同时，张华还通过网络进行
公益“压轴题视频直播”。“当
时是在QQ群里，通过视频直播
讲解，每期1小时到1个半小
时。”张华说，网络视频直播是
利用假期做的，一星期讲一
课，一共讲了5讲，“这个和上
课一样，要系统备课，因为要
把知识完整地讲好。”

目前，“跟着老张玩数学”
已有1.3万多个“活粉”，因为
分众明确粉丝活跃，不少广告
也找上门来。不用自己写，只
要贴一篇软文，就能有四位数
的收入，积少成多也不是一笔
小数目。不过，对于外人看来
无可厚非的“插片广告”，张华
全部拒绝了：“我不想在公众
号里出现太多广告，还是想让
它成为一个纯粹的数学天
地。”

在对广告“说不”的同时，
张华的公众号却对其他志同
道合的老师张开了“双臂”。
在“跟着老张玩数学”公众号
里，不时就能看到一个叫“跟
着小吴玩证明”的栏目，而这
个栏目的文章就是宝山区淞
谊中学的吴琼老师和沈东辰
老师合作呈现的。

张华说，这个栏目是专门
解析几何证明的，发表的时间
也不固定，“他们这个文章也
蛮有特色的，会对一些方法进
行梳理，反馈也挺好的。”张华
说，之所以让其他老师在自己
的公众号上发文章，一方面是

想丰富文章的类型，因为不同
老师有不同的特色，另一方面
也是想让关注公众号的同学
更多受益，“我们志同道合，也
会一直合作。”

而谈及在“跟着老张玩数
学”公众号上发文章，同样有
20多年数学教学经验的沈东
辰老师说，他一直想找一个平
台将自己研究的东西无偿推
送给更多的学生，而微信公众
号这样的平台就是不错的数
字化手段。不过，由于一直带
初三，沈东辰平时的教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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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忙，不可能再去运营、孵
化一个新的公众号。“张老师
的这个平台已经比较成熟了，
所以我们就决定把文章发在
他的公众号上。”

也正是由于微信公众号
的效果很好，即便吴琼老师
后来调到上海教育学校宝
山实验学校任教，不再和沈
东辰在一个学校，但二人仍
未停止“跟着小吴玩证明”
的合作。“我们会在张老师
的公众号上一直推下去！”
沈东辰说道。

在人们的印象里，
老师的“天地”是在课堂上，

三尺讲台就是他们的舞台。而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老师们
上课的“教室”已悄然变大，微信公众
号、视频、广播都成了他们传授知识
的渠道。有这样一些老师，为了给
学生和家长传道授业解惑使出

了浑身解数。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洛川学校数学老师张华

宝山区淞谊中学数学老师吴琼 和沈东辰 同济二附中英语高级教师李岩

怒江中学数学老师尤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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