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２０２０年３月３日 星期二责任编辑/张琳 E-mail:zgjxjfjb@163.com 中国军校

教学改革进行时 学员心语

一课联南北

悠长的军号响起，直播间里，学员
们的表现让韩韬有些不适应。在“信号
与系统”课上，讲完一个知识点，他问大
家：“这部分大家觉得怎么样？能听懂
吗？”回应他的不再是学员们肯定的眼
神和点头答应，而是弹幕上飘过的一串
串“666”“奥利给”，这让一直觉得自己
还算年轻的韩韬不禁一阵目瞪口呆。
不过没过几堂课，他就逼着自己进入到
“新晋主播”的状态：“刚才这道题，选 A
的同学来扣个1。”

同样“硬核”的，还有该校智能科学
学院教授肖定邦。为了准备“微机电系
统与纳米技术”课程，他在家里的阳台
上开辟了“VIP专区”，不大的桌子上，放
置了两台笔记本电脑、一台平板电脑和
一部手机，光从设备就能看出这位“主
播”的专业程度。“阳台上网络信号更
好，两台电脑一台放 PPT，一台用来点
名和作为其他教学平台备用，平板电脑
可以及时看微信群里学员提交的作业，
手机用来打电话处理教学中遇到的紧
急事情。”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在这个
特殊的日子里，一张无形的网络，将天
南地北的师生紧紧地联在一起。仅开
课第一天，国防科技大学就有 95门非涉
密课、134个非涉密网络教学班通过多
个教学平台展开教学，4000余名学生参
与上课。

对于教员而言，上课，是师者的责
任。为了这份责任，教员们使出浑身解
数，在办公室、书房、阳台、餐桌等不像
课堂的地方开堂授课，搭建起一个个直
播平台。这些“新晋主播”们，也许架设
的网络教学环境不一定专业，但授课态
度绝对端正、课程标准绝对一流。

对于学员们来说，上网课，似乎是
一件“很潮”的事情。8点上课，家住黑
龙江黑河市的学员沈鹏 7点不到就盘坐
在火炕上打开电脑，早早地候在了直播
间，他想要提前看个新鲜。湖北疫区的
王卓之刚进直播间，老师和同学们的私
信就一个接着一个地向他“砸”来：“怎
么样？”“可别出门啊！”不断滚动的信息
让他眼眶发热。而对于“00后”学员庞
博来说，上课时他尚且还能“hold”住一
些，一边认真听讲一边做着笔记，时不
时按照教员的要求在弹幕里进行课程
反馈；一旦到了课间，立马就“飘”了：
“来刷波大火箭”“弹幕附体”“前方高
能”，屏幕上飘过的一条条弹幕仿佛在
表明，没有了教员近在咫尺的“威压
感”，网上的他感觉“人生已经到达了巅
峰”。

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表达。对
此，肖定邦有着别样的理解：“发弹幕，
是年轻人特有的表达方式，这样既能得
到课间的放松，也有利于疫情之下的心
理调适，只要不影响学习质量，我们不
会过多干涉。”为了尽快“吸粉引流”，上
完课后的他在朋友圈发了两张网课的

截图，还不忘“自黑”一波：“做个主播不
容易，把电脑垫高了 10厘米，也没拍到
发际线。”

一群夜猫子

2 月 17 日凌晨 2:50，离正式开课还
有 5个多小时，该校电子对抗学院教务
参谋高颀伟在网络教学运行群里发了
一条消息：“各位教员，我已经尽量将看
见的问题调整完毕，请大家早上再次核
对一下自己的班级是否有问题。”

本以为要等到第二天早上才能得
到反馈，不承想，群里的消息一条接着
一条地蹦了出来。冷不丁，有人冒出一
句：“都是夜猫子！”

一堂网课，看似轻松。课堂两端，
仿佛只有教员和学员，但为了“如期开
课”这 4个字，学校的教职员工已紧张地
忙碌了半个寒假。

这种紧张感，从该校教务处处长雍
成纲办公桌上的一份工作清单中就能
感知一二：大年初三，制定学校网络教
学应急方案；开课前半个月，学校常委
会专题研究；开课前一周，完成数据导
入和教学设备配发；开课前三天，完成
所有网络课程的试讲验收……

一边是严峻的疫情，一边是不断倒
逼的开课时间，所有人都像上紧的发
条，不约而同地开足了马力。

深夜的台灯下，高颀伟转了转脖
子，望着后台近 8000条数据，长吁了一
口气。不到两天的时间里，他和教学平
台上演了无数次崩溃调整、再崩溃再调
整的“相爱相杀”，最终将所有的教员、
课程、教学班和学员信息相互关联。“我
快要被平台搞疯了，我估计，平台也快
被我搞疯了。”

一台电脑、一块白板、一本教材。

镜头前，电子对抗学院副教授杨国正拿
着教材进行讲解，像极了“只要 998，立
马拿回家”的电视导购。

为了给大家“打个样”，杨国正主动
请缨上一堂示范课，领导和专家督导组
成员轮番上阵，他们尽最大的努力，做最
坏的打算，硬是把网课中可能遇到的各
种问题过了一遍。教员牛朝阳也几乎
找遍了所有能用的教学平台，一个个地
试用，一个个地筛选，最后确定的方案为
后来团队的教学实施提供了最优解。
“为了上好网课，全校上下都动了

起来。”雍成纲说，从教学平台的扩容协
调到教学设备的保障配备，从网上教学
的业务培训到各门课程的试讲验收，从
课程内容的保密审查到课程质量的听
课督导，从各类信息的系统录入到各门
课表的分发通知……开课前的每一项
工作，都像是一场硬仗。“欣慰的是，在
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从开课的情况来
看，我们的答卷还算不错。”

一切在变好

“上个学期末，我们还到学员队了
解大家喜欢什么学习平台，本来是想为

课程建设做准备，没想到这下正巧赶上
了。”韩韬告诉记者，早在 2016年，他所
在的教学团队，就开始着手准备信息化
教学建设。三年多来，这门“信号与系
统”已经实现教材、视频、仿真、测试、管
理等各个环节的整体网络化，并获得国
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这次网络教学
对我们不太像是考验，更像是对平日工
作的一次检验。”

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对不期而
至的网络教学，无论是教学平台建设方
还是教学管理者，包括教学一线的教员
和学员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准备得那么
充分。

一说到教学平台，每个教学管理工
作者都有一肚子苦水。“每次上线都有
‘惊喜’，在用户量猛增的情况下，平台
服务器响应速度明显下降，数据维护工
作显得尤为艰难，一会儿这里数据丢
失，一会儿那里更新不成功。”电子科学
学院教学助理邵恒已记不清自己究竟
熬了多少夜、抓狂了多少次。

第一次上课，牛朝阳就赶上了平台
的大面积堵车。“平台被迫实施了限流，
很难登上去。幸好我们提前准备了预
案，及时地转移了平台，才把课上了下
去。”

接受一件新鲜的事物，大都需要磨

合，阵痛总是难免的。但新事物也总会
在磨合中顺畅，在阵痛中生长。

随着教学的不断推进，教员们逐渐
熟悉了各类平台的特点，也习惯在A计
划之外，再备份 B计划、C计划，甚至 D
计划。不知不觉间，网课的优势也在一
点点显现。

在学员的强烈要求下，韩韬最终选
择了在 B站备份直播，上午的课程刚一
结束，他就将视频分段剪辑，赶在下午
上传网络。“那些在湖北疫区的学员，哪
怕因为直播时网络太卡影响了听课质
量，下午也能在网站上看到录播的视
频，这样就不会影响下一次课的进度
了。”
“虽然跟平时授课相比，少了一些

眼神和肢体上的互动，但通过网上教
学，每个学员发言的机会反而更多了，
教员对课堂的掌控其实比以前更量化、
更全面。”几堂课下来，肖定邦感觉到自
己的脑袋里仿佛又被打开了一扇“天
窗”，“以后学生返校后，我们还是会配
合采取这种教学模式的。”

下午 4:10，肖定邦结束了一天的授
课，初春的暖阳透过阳台洒在他的“主
播机位”上。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肖定邦合上

电脑，望向窗外。

特殊的“开学”第一课
■宗山水 纳晨祺 本报特约记者 王微粒

早上 7:30，湖南长沙，朝阳照耀星城。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
副教授韩韬关上书房门，等候在电脑前，开机、进入教学系统、调试设
备，然后看着直播间里的学员头像一个个点亮。

与此同时的千里之外，新疆阿克苏，这里离日出还有两个半小时。
学员马振江早早就从床上爬起，半个小时后，他要和队里的同学一道，

共同进入网络教室，迎接教员的网上点名。
2月 17日，是国防科技大学新学期网上开课的第一天，多个这样的

场景在网络两端、屏幕内外上演。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受疫情
影响，这个初春师生们没能像往常一样在校园的教室见面，却以一种特
殊的方式共赴课堂之约。

如果要给今年春节提炼一个最令人
感动的词汇，你会选择什么？

我想，我会选择“逆行”这个词。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江城武汉

成了战场也成了“考场”。其中，在“逆行
者”队伍里，一身身闪耀的“迷彩”总是那
样引人注目。

时间转回到春节前夕，当人们忙碌
地准备过年时，我的父亲却收拾行装，随
舰出海护航，与战友们在茫茫大海之中
乘风破浪。

不同方向的“逆行”，却饱含了对祖
国母亲同样的情感与责任。

军人这个职业注定要与风险为伍、与
困难同在。每逢国家危难、人民需要时，
军人的身影便一次次出现，一次次做出勇
敢而坚定的“逆行”。地震发生，灾民们被
送往安全地带，他们却在向着余震不断的
震源继续前行；洪流来临，人们纷纷远离
河岸，他们却迎着洪峰而上，誓与大堤共
存亡；疫情肆虐，人们隔离家中，他们却奋
战在疫情一线，不降疫魔誓不还。

在抗疫战斗中有两个小故事让我久
久难以忘怀：原本在家休假的中部战区
总医院护士舒纯、王欢，一路辗转火速归
队，为的是加入抗击疫情第一线；武汉火
神山医院重症医学二科护士吴亚玲，毅
然告别家人随队支援武汉，体弱的母亲
突发心脏病过世，她面向家的方向三鞠
躬后坚持回到岗位。

这些故事让我想起了父亲给我描述
的场景：除夕夜的茫茫大海上，官兵们朝
着祖国的方向眺望，在心底为祖国守
岁。这也让我想起了军校里的师兄师
姐，他们中有不少人毕业后毅然选择去
边关海岛，去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这不
也正是对“逆行者”最好的诠释吗？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总有人在默默
替你负重前行，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军
人的前进方向。哪里有困难，哪里就是
军人的战场；哪里有需要，哪里就是军人
勇敢逆行的方向；哪里有召唤，哪里就是
军人需要奔赴的地方。

作为一名刚入军校不久的新学员来
说，眼前的抗疫战场就是最好的课堂，我
们要向奋战在一线的战友们学习，努力
练硬本领、练硬“翅膀”，在祖国需要的时
候，才能挺身而出，成为守卫国家安全、
守护人民群众的“逆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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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军校师生共同迎来了网上开学第一课。与往常相

比，这个开课之春被赋予了更多的含义。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这10个字承诺虽短，分量

却很重。

在抗日战争的硝烟中，抗大的师生们把一个个窑洞作为

教室，课堂上传递的不仅是知识，更是民族解放的信念；抗击

疫情的日子里，军校师生用一块块屏幕组成课堂，网络两端

的对话中，交互的不仅是课程内容，更有冬天终将过去、春天

定会来临的乐观。

这堂特殊的网课，教给大家责任：无论时空如何变换，

无论战火还是疫情，老师的责任就是上课，学生的天职就

是学习。这堂特殊的网课，教给大家信心：纵使千难万难，

书声中总有一种希望，让人热泪盈眶。这堂特殊的网课，

教给大家创新：学生在哪里，老师就去哪里，课堂可以在线

下，可以在网上，可以在学生能够吸取知识的每一个地

方。时代在变，教学方式在变，一切都在改变，唯有创新求

变永恒不变。

采访手记

近期由于新冠肺炎影响，军校延期开

学，为了平稳安全地度过这段特殊的假期，

学员们需要注意哪些卫生安全问题呢？请

看本期校园漫画秀为大家准备的“小贴士”。

本 期 话 题 ：这 场 突 如 其 来 的 疫
情，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产生了
影响。延期开学的军校学子们，在为
武汉加油、为“逆行者”点赞的同时，
也忍不住畅想疫情结束后的生活。
疫情结束后，你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海军工程大学的学员们在网上热烈
地讨论起来。

★下学期就要接触专业课了，在家
通过课本、网课等方式学习，虽然也有很

多收获，但我更加渴望能早日回到课堂

上听老师那孜孜不倦的教诲，想念在学

校与同学们一起交流探讨的日子。

@Aboat

★马上就是计算机等级和英语四六
级的考试了。我现在居家自学各种电脑

技术提升技能，希望能成为一个优秀的

“斜杠”青年。这样一来等回到学校开始

上课的时候我就不会手忙脚乱。想疫情

快点结束，能在主楼听课。

@大太阳下的小帅哥

★快毕业了，但是在家写论文缺很
多资料，想赶紧回到学校，把论文写完。

现在才发现，在学校有一个庞大的军校

资源库当后盾是多么好。@OY1998

★疫情结束后最想去学校看看护
校的兄弟，一起分享最爱的热干面。从

认识到现在，我们一起学习、一起训练，

一起去湛江当兵锻炼，一起随舰航海实

习，一起经历木兰湖的酷暑。这次是我

们分开最久的一次。兄弟，我想你了！

@一缕阳光

★我现在在给外训学员做教学

App，想通过远程教学完成对他们的在

线学习、考核打分、教学管理等。疫情结

束后想尽快恢复教学进度，把外训的实

验教学内容实施起来。

@sweetybox

★毕业联考在不远的地方等着我。
现在我每天在家里锻炼身体。等疫情结

束后，我想和兄弟们一起跑步，想穿上装

具，全副武装，再来一个五公里！在操场

上撒欢跑！

@至尊宝

★作为一名学员记者，我在家依然
奋战在岗位上，做了一个为武汉加油的

MV。但是素材太少，又是单打独斗，制

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原本一天的

工作量，现在需要两三天才能完成。我

想念学校的新闻中心，还有那群并肩作

战的小伙伴。

@正如一条

★便装穿久了，总是惦记内务柜
里的那身军装，穿上它，“一道杠”既是

一个身份，也是一种情怀。想在春暖

花开时，穿着军装与兄弟们一起走队

列喊口号。期待我们在海工大相聚！

@Destino

★毕业4年，一直记挂着母校。母
校啊，我已经快4年没有见你了！今年

10月，一定要带着我的那个“她”去武

汉，去海工大，带她看看那些年我学习战

斗过的地方。 @张 浩

（曹翰文整理）

我的军校在武汉……
热点话题

“ 新 晋 主

播”不好当。特

殊的“开学”第

一课背后，是教

员们连续数日

的精心准备和

快速“转身”。

王宗怡、牛

雨丞摄

高子淇、曲隽仪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