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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级教师传道授业
“当老师，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但

扎根农村教育，把不起眼的小事做好，就
是一件不简单的事。 ”宜章县岩泉镇学校
的教室里，坐着一群刚入职的年轻教师。
窗外，4 月的春光正盛，台上，全国优秀教
师、“银龄讲学” 教师谢作塘的一番话有
如春风拂面，暖到了他们的心里。

今年是谢作塘退休后的第 4 年，也
是他走上农村学校讲台的第 43 个年头，
虽然年过花甲、两鬓斑白，但从他精神矍
铄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疲惫。 从 2018 年秋
季学期开始， 谢作塘和几位退休教师义
务组建了一支“银龄讲学团”，在宜章县
的农村中小学为年轻老师、 特别是刚入
职的新老师指点迷津。短短半年多，使该
县近 30 所农村学校的年轻教师的教学
质量得到提升。

“年轻人有热情、有知识，但面对农村
的学生、农村的课堂，他们往往无从下手，
劲没有地方使。”谢作塘说，自己一直在农
村学校工作， 和农村孩子打了几十年交
道，如何和他们交流，怎样走进他们心里，
这些经验正是年轻教师最迫切需要的。

记 者 从 湖 南 省 教 育 厅 公 示 的

2018—2019 学年“中央银龄讲学教师”基
本情况表中发现，我省首批“银龄讲学”
教师之中， 超过九成是中小学一级教师
或高级教师，绝大多数为小学教师，将他
们吸引到“银龄讲学”的队伍之中，不仅
为农村义务教育提供了丰富教学经验，
也为年轻的农村教师树立了学习的榜
样，坚定了他们扎根农村的信念。

他们从城市来到农村
天气好的时候，51 岁的朱加强会把

美术课堂搬到户外， 让孩子们在大自然
里发现美，用画笔记录美。 前些年，朱家
强还在慈利县第一中学的教学岗位上，
带领中学生冲刺高考。 没想到转身一变，
退休后的她， 在该县零阳镇北岗中心完
小找到了“教师”的另外一种打开方式。

北岗中心完小有 300 多个孩子，因
为位置有些偏僻，年轻老师招不来、留不
住，学校特别缺老师，得知“银龄讲学计
划”后，朱加强第一时间报了名，主动请
缨来到这里。

在北岗中心完小， 原本教数学的朱
加强除了干自己的老本行， 还教起了美
术等课程。“因为怕教不好，提前做了许多
工作，把自己当成学生，主动向其他老师

请教。”朱加强笑着说，“活到老学到老，才
能给学生带来源源不断的新知识。 ”

小学生们虽然有些调皮， 但朱加强
却很享受这份快乐，“看到孩子们无忧无
虑地长大， 就觉得自己的付出有了回
报。 ”朱加强说，也许是每天都想和学生
在一起， 从学校到家 15 公里的路程，她
并不觉得远。

和朱加强一样，在“银龄讲学计划”
的号召下，不少老师从城市来到农村：常
德一中数学高级教师熊梅初， 远赴石门
县夹山镇中心学校任教； 麻阳一中高级
教师郑阳书， 现在是麻阳苗族自治县吕
家坪镇铜矿学校的一名物理教师。 他们
在农村学校挑大梁、担重任，为农村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撑。

“只要学校需要，我们随叫随到”
每天清晨，62 岁的姚胜书微微佝偻

的身影， 总会准时出现在平江县伍市镇
普义小学的校园里，他来得很早，打扫干
净落叶、准备好上课要用的教具之后，姚
胜书站在了校门口，等着孩子们上学。

普义小学很小， 一共 70 来个孩子，
姚胜书任教的一年级只有 21 个学生，为
了摸清孩子们的家庭情况， 姚胜书有个

坚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每个学生家里都
要去做家访，每个学困生都要上门辅导。
他常常骑着一辆老旧的摩托车， 在伍市
镇的山道上奔驰，有一次，因为下雨路面
湿滑， 他连车带人摔倒在地， 磕破了膝
盖，可第二天照常上课，他怕同事和学生
担心，谎称是在家里不小心摔伤的。“姚老
师就像我的爷爷一样关心我，但他比我爷
爷更厉害，他还能教我知识。”学生小帅悄
悄告诉记者，自己最喜欢姚老师了。

退休之前， 姚胜书已经在乡村讲台
上耕耘了 46 个年头，虽然辛苦，但他乐
在其中。“原本以为老伴退休了可以种种
菜、 带带孙， 没想到他一听到能回去教
书，就立马答应了，他太喜欢讲台了，快
50 年了都是这样。 ”说起这件事，妻子姚
满娥有些埋怨，但更多的是理解。

记者调查发现， 参加“银龄讲学计
划”的老师最大的已经有 65 岁，在颐养
天年的年纪，他们却选择重返课堂，也许
正如 64 岁的谢作塘所言，与其说乡村教
育需要一群愿意发挥余热的老教师，他
们更需要这样一个继续奋斗的舞台，来
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只要学校需要，
身体允许，我们随叫随到。 ”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欧志强 赵光 宋锦辉

乡村要振兴，教育当先行。 2018 年 7 月，教育部等部门印发《银龄讲学计划实施方案》，提出将在 2018
年至 2020 年，面向社会公开招募 1 万名优秀退休教师到农村义务教育学校讲学。

紧跟中央部署，2018—2019 学年，湖南省“银龄讲学计划”共为 51 个贫困县招募了 250 余名 65 岁以下
的退休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高级教师。 他们下基层、赴农村、来到山里娃娃的身边，让乡村教育走在了
希望的田野上。

这一次，记者走进“银龄”教师之中，听他们聊一聊银发老师和黑发孩童之间的动人故事。

不懂编程 如何面对这个世界？
本报记者 杨雨晴

近几年来，“编程热”正逐渐取代“英
语热”，成为越来越多家长培养孩子竞争
力的首选。似乎一夜之间，各种少儿编程
培训机构遍地开花。“孩子不懂编程，如
何与智能社会沟通”“学会编程， 你就是
下一个乔布斯” 等诸如此类的广告语轮
番轰炸，撩拨着公众的心弦。

3 月 12 日，教育部公布的《2019 年
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透露，
今年将启动中小学生信息素养测评，并
推动在中小学阶段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
程， 逐步推广编程教育； 同时推动大数
据、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教育
教学中深入应用。

少儿编程到底是什么？ 学习编程后
孩子有哪些改变？ 花高价学习编程到底
值不值？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进了编程
市场，寻找答案。

不懂编程 怎么和智能社会沟通？
在长沙某繁华地段的商场一楼，5 岁

的颜颜在父亲的陪伴下上了一节少儿编
程试听课，栩栩如生的动画演示，让深奥
的编程概念变得浅显易懂。 另一角落，7
岁的欣欣显然已经掌握了图形化编程。
她熟练地点击鼠标，不一会儿，王之涣的
《登鹳雀楼》被她制作成了动画片，每句
诗都好似一幅山水画。

“一般只要上 5 节课，孩子就能独立

完成一个作品，比如一个小动画、一张小
贺卡。 ”培训机构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
有着多年教学经验， 专注 5—18 岁少儿
编程教育， 提供乐高启蒙、 人工智能编
程、智能机器人编程等课程体系。

付女士的儿子今年 12 岁，学习编程
2 年。见证了时代变迁的她感触颇深：“现
在的小孩人手一部智能手机， 不少家庭
都送小孩去学 APP 编程、 网页编程、游
戏制作，不懂编程，怎么和这个智能社会
沟通？ ”

“学了编程后，孩子思维变得严谨了。
因为编程里没有‘差不多’，只有‘准确’，
一步错，步步错。 ”陈先生告诉记者。

大到时代所需，小到训练思维，是家
长们对编程培训趋之若鹜的原因。 据记
者调查， 现在市面上的少儿编程培训课
程，大都是参照国外知名大学计算机专业
打造的教学体系， 课程设计循序渐进，由
浅入深，每阶段一般 50 课时，每节课 100
元左右，整套体系学下来至少 3万元。

少儿编程不仅仅是“好玩”
记者从不少学生和家长口中得知，

少儿编程课“好玩”又“有趣”。 为此，记者
特意上了一节体验课。 在名为“星空大
战” 的图形编程课中， 学生需要制作出
“飞机在星空中飞行并发射炮弹”的动画
效果。电脑屏幕上，蓝色、黄色、红色三种

颜色的积木分别代表“事件”“控制”“动
作”，不同颜色积木的组合代表不同的指
令。 老师介绍，这个编程利用了相对运动
原理，当背景向下运动时，静止的飞机看
起来会有一个向上的运动效果。

没有一行行复杂难懂的源码， 也没
有枯燥乏味的算法， 指令变成了一块块
五颜六色的积木，知识点深入浅出。“就
像诗人写诗、画家作画、建筑师建楼，充
满了乐趣与挑战。 ”培训机构的老师说。

某大型培训机构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我们教编程， 不单单是教孩子编程
知识，还有计算机原理，以及所涉及到的
数学、物理和英文知识，学生更能用其中
的逻辑指导学习生活，成为有思维条理、
有独立判断、有探索能力的创作者。 ”

不少家长反馈，学了编程后，孩子的
英语、数学成绩提高了，不再沉迷于游
戏，时间规划也增强了。 除此之外，团
队协作能力、解决问题能力等都有很大
提升。

试一试吧 切莫功利化
记者采访发现， 不少培训机构还提

供“信息课奥赛课程”，高喊为孩子升学
助力。

据了解， 全国青少年信息学奥林匹
克竞赛（NOI）是国内包括港澳等地区在
内的省级代表队最高水平大赛， 每年举

办一次。NOI 从正式选手中选拔前 50 名
的优秀学生进入中国国家集训队， 队员
们将获得清华北大的保送资格。 未能进
入前 50 名的学生也将被国内一线高校
争相抢夺。记者看到，2018 年的五大学科
竞赛中，信息学课保送生占比 27%，超过
了数理化。

也许正因为如此， 才催生了诸多企
图走竞赛升学的家长们。 小欢今年 16
岁，在某培训机构学习机器人编程。 记者
看到， 该培训机构信息学奥赛课程针对
高考编程学科设计，根据《普通高等学校
招生全国统一考试大纲》 以及历年高校
自主招生政策， 对高校自主招生专项竞
赛进行针对训练。

像小欢这样的学生有不少， 他们的
共同特点是，全科成绩不拔尖，靠高考成
绩进入名校比较困难。 为此，中国教育部
考试中心特聘研究员杨志明持有不同看
法。在他看来，教育切莫功利化。“从一辈
子的角度看，人要多尝试，编程是时代趋
势，开发智力，训练思维，给小孩报班无
可厚非， 如果小孩未来想从事 AI 行业，
那就得从小培养， 有精神回报和经济回
报都行。 如果纯粹为了升学，那就一点意
思也没有，万一哪一天政策有变呢？ ”

“银龄”教师闪耀在乡村课堂
“银龄讲学计划”调查报道·上篇

谢作塘（右二）和年轻教师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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