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韧性十足、潜力无

限、后劲充沛的中国，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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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老师做得再好，也只是学生人生当中的匆匆一课，只能陪伴他们几年的时

光。老师们需要去寻找一种助手，唤醒对教育学习真实的理解，唤醒对最新技术的认知

□ 佘 颖

河北省承德市双桥区万

树园社区的石氏剪纸艺术

馆，是中国剪纸德艺双馨奖

获得者石俊凤传承满族剪纸

的一个固定的场所。该馆以

原创剪纸为主，收集、展示剪

纸实物3000多种，创出了“俊

凤剪纸”品牌。

石俊凤的满族剪纸作品

大致可分为风光、花鸟、动

物、人物、民俗五大类。这些

作品大多取材于民间风俗和

传说。2004年，石俊凤受国家

旅游局指定，设计“十二生

肖”和“中华传统体育”剪纸

挂历和台历，分别被送往4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成为雅

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赠品。

史力业 陈琦嘉图/文

当人类开始仰望星空，梦想就已启程。
那么，你的梦想是什么？在孩童时期，

估计大多数人都被问过这样的问题。那些曾
经立下的志向，让梦想的种子生根发芽，在
今天的中国开出了最繁盛的花。而奋斗，就
是你我梦想落地背后的“奋力一掌”。

无奋斗，不青春。一个伟大的民族，必
有其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时空转换中，奋
斗始终是中华民族不变的精神底色。每一代
人的青春都不会一帆风顺，在向前走的路
上，时不时冒出的小情绪、小困难都是成长
的“必答题”。唯有保持健全的心智、平和
的心态，学会正确面对焦虑、战胜挫折，才
能赢过自己，让青春的翅膀更加坚强。

当代青年，生逢中华民族发展的最好时
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代，拥
有国家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时代红利，在种
种困难面前，这就是奋斗出彩的优势。当代
青年，也处于自己人生中的最好阶段和关键
阶段。抓住优势乘势而上，创造新的业绩，
这就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奋斗的青春不迷茫！在现实社会中，青
年确实面对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在竞争愈加
激烈的环境下，“青春烦恼”也确实是成长
的常态。奋斗才是纾解焦虑、摆脱失落的法
宝；青春不是用来挥霍虚度的，闯关夺隘才
是热血青春的意义所在。无论任何时候，无
论发展到什么阶段，无论什么样的青春场
景，奋斗实干都是青年创造出彩人生的根本
途径。只要有一颗奋发进取之心，惜取人生
黄金时光，求真学问、练真本领，做到眼中
有远方、心中有阳光、脚下有力量，青年们
总会书写无悔的人生，收获充实而美好的青
春记忆。

中国青年历来懂得这个道理，他们没有
止于“坐而论道”，他们“起而行之”、始终
脚踏实地追逐着小小的个人梦、圆满着大大
的中国梦。改革开放以来，一批全球瞩目的
中国互联网公司，与青年创业奋斗的励志故
事相伴而生。中国名片“复兴号”研发人员
平均不过30多岁、“天宫”研发团队平均年
龄30岁、长征五号科研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3岁；中国青年首次创业年龄平均为24.67
岁，20到26岁创业活跃度最高……一桩桩
一件件，依然离不开敢于创新、勇于奋斗的
中国青年。

“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
之国家，青春之民族”。最具活力、最富激
情、最具创意的青年们，在当前的时间与
空间交叉节点上，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黄金
时代；韧性十足、潜力无限、后劲充沛的
中国，需要这群青年的胆识与担当，携手
在时代风雨中经受磨练，为更美好的生活
砥砺前行。

当苹果发明iPad、iPhone的时候，恐怕
没有想过，这些方寸大小的玩意儿将会冲击
教师这个有着数千年历史的职业。现在的
老师要跟手机竞争抬头率，跟在线慕课比拼
趣味性，还要学会使用各种辅助APP，最近
又多了一项任务——跟网络斗争孩子的近
视率。

iPad会淘汰老师吗？老师们又该如何
教从小就会玩iPad的学生？

教师这个职业不会
消亡，但某个老师会被时
代淘汰

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的数学老师汪燕
铭没有想过，教了20多年高中数学，有一天
自己会被学生“逼”上网络。

“我布置了几道题，发现学生在用小猿
搜题和作业帮，一拍照、一扫描答案就有
了。”汪燕铭很气恼，“以前我留的作业，他们
不会就打电话抄一下，现在竟然用手机、
iPad就解决了，有些孩子甚至把这当成一种
快速解决作业的方法。有时候，APP给出的
答案还是错的，学生被误导后更难纠正。”

从这一刻起，汪燕铭感受到了科技带来
的挑战。“科技走在教育前面了，学生拿网络
一搜，作业答案就有了，老师已经不再是知
识上的权威了。”她困惑的是，以前学生不知
道答案，老师只不过比学生早知道一点，就
会让老师显得很睿智，学生上课就会认真听
分析。但现在学生通过互联网也已经知道

答案，老师再讲，也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内容，
“你说怎么办？”

“互联网带来的挑战之一就是老师的权
威不再理所当然。”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认为，在过去的教学里，老师有
绝对的话语权。但现在，孩子懂得可能更
多。见多识广的学生和家长不仅会质疑老
师的教学水平，对现有的教育管理和评价体
系也有各种争议。

总之，老师还想用“固定搭配”“就是这
样”来应对学生，已经行不通了。

储朝晖记得前段时间一所美国大学做
了一个调查，叫作未来有哪些职业将会消
亡，其中最不可能消亡的职业之一就是教
师。但他提醒大家不要被数据麻痹了，“教
师这个职业不会消亡，但不是说某个教师不
会被淘汰。当老师跟不上时代、跟不上信息
技术的时候，就会被淘汰”。

实际工作中，储朝晖发现我国教师知识
老化得很厉害，“80%的老师从大学毕业以
后可能就不再学习了。这种老师，怎么跟得
上日新月异的时代变化”。

大名鼎鼎的可汗学
院慕课，也需要老师线下
互动

“我们做作业只是为了答案吗？”汪燕
铭思考的结果是，“当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
答案的时候，我的睿智在于懂得推导出这
个答案的思维方式。这是网络无法传递给

学生的”。
她面临的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信息化

的时代，把自己的思维方式更好地传递给学
生，把技术变成自己的助力，而不是阻力。

汪燕铭最先发现的是一款叫作“一起中
学”的APP可以帮助老师出题。“很多人不
知道，数学题其实每年都在更新、变化。10
年前的题目现在肯定没法用了，5年前的也
过时了。”汪燕鸣过去经常在出题时卡壳，明
明记得有道题的题型特别好，想拿来让学生
练习，但就是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

但有了一起中学 APP 之后，她只需要
按照教学进度选择题目，在题库里一道一道
把看中的题目加入试卷，就像网上商城里把
商品加入购物车一样简单。全国各地每年
有几十种高考试卷，三五年下来，就有上百
套卷子，题型、数量还在持续更新，比她自己
去搜集题目快得多。

“慕课出现的时候，有人说以后就不需
要老师了，学生在线学习就可以了。”然而汪
燕铭发现，慕课作为开放的共享资源，的确
所有人都可以学，但事实上能够坚持下来的
极少，即使大名鼎鼎的可汗学院也有线下老
师的互动辅导。“数学科目更是如此，学生的
学习成长需要坚持，而坚持的背后是老师的
引领。”

哈尔滨 141 中学英语教师李爱华也认
为，技术不是灵丹妙药，只能是锦上添花。

“在使用一起中学 APP 的时候，我在线下
也做了大量工作。如要求学生每天阅读查
字典时，不允许用手机查，一定要回归到纸
质字典。所以我们班级每个孩子都有一本

字典和一本语法书。练习题也是这样，我
在课上出一部分题，课下再用一起中学
APP选10道题，把线下和线上练习结合起
来。”她总结说：“现在是信息时代，我们的
教育应该多样化。学习不仅来自于书本，
手机也不是引人误入歧途的魔鬼，老师要
学会引导孩子。”

站在更宏观的角度，中央电化教育馆
研究部助理研究员蒋宇更熟悉大数据给教
育带来的改变。“原来的评价体系里，一个
学生听不听课、爱不爱学，只是老师的感
觉。”蒋宇说，有了数据之后，就能看到学
生是不是在学、学了什么、有什么问题，
老师教学行为、学生的提问、老师跟学生
的交互行为，都可以记录下来，用于分析
教学环节。单个学生的数据，又可以用于
更好的个性化学习。

互联网和大数据其实给老师和学生提
供了个性化教学工具。当意识到这一点时，
无论老师还是学生，对待新技术的态度就会
坦然得多。

新问题：游戏、学习
和近视眼

近几年，我国大力推广教育信息化，主
要是想通过互联网部分解决教育公平、促进
教育均衡。但是教育公平不会随着互联网
的开通而自然实现。即使100%覆盖了，所
有教学资源都共享了，对老师的要求也是只
多不少。

“每个地区学生的特点、水平是不一
样的，比如北师大二中的课程资源非常
好，但能否适合我们班上每个孩子的认知
水平和学习能力，还需要调整。”作为乡村
学校教师，李爱华很早就明白，在应用互
联网工具教学时，老师的信息加工能力，
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能力会更加重
要，“可能老师们自身的教学素养还要进
一步提高才行”。

互联网的普及还带来了一个谁也没有
想到的新问题——青少年近视。今年8 月
30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综合防控儿童
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严禁学生将个
人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课堂，带
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学校教育本着
按需的原则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教学和布置
作业不依赖电子产品，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
学时长原则上不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
原则上采用纸质作业。

这条规定让老师们有点疑惑，电子产品
的使用已经是常态，对学生成绩的提高也有
显著效果，是不是要“一刀切”，他们也拿不
准。汪燕铭和李爱华根据自己的使用经验，
建议如果只是作为辅助工具，教学类软件还
是有必要的。

蒋宇认为需要探讨的不是教学APP工
具本身，而是工具里的游戏化倾向。“现在有
很多教育系统、平台希望借鉴游戏的一些元
素、机制，激励学生及时反馈、设置检验目
标，期望达到一种快乐学习的状态。这就像
原来我们的教材当中有一些插图，目的是为
了调节，这是可以的。”蒋宇认为，相比之下，
关键是要提高学生的信息素养，教会他们控
制使用时间。一个老师做得再好，也只是学
生人生当中的匆匆一课，只能陪伴他们几年
的时光。老师们需要去寻找一种助手，唤醒
对教育学习真实的理解，唤醒对最新技术的
认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