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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奶奶们是怎样上网课的……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叔叔阿姨们能不能听懂？听懂的摁1，不太明白的摁5……”受疫情影响，
沧州市老年大学开启线上教学，3000多名老人开始了人生第一次网课——

每周三上午8点半，59岁的
张立强都会早早地做好上网课
的准备。他上的是柔力球班，上
课时要随着老师的教学做动作，
手机需要放到一个和眼睛平视
的位置。没有专业支架怎么办，
这可难不倒这位“老学生”。

茶几上放一个小板凳，小板
凳上再摞几本书，手机就放在书
上。检查手机电量，换好运动服，
张立强准备开始上课了。

人生第一次网课

59岁的张立强是柔力球班
唯一的一名男士。

去年沧州市老年大学招生
时，他抢报了一个智能手机班、
一个柔力球班。张立强报名的最
初目的是动静结合，柔力球锻炼
身体，智能手机锻炼脑子。那时，
他对柔力球没有概念，以为是像
足球、篮球一样的球类项目。

没想到柔力球班第一天上
课时，张立强就吃了一惊，全班
20个学生只有他一个男士。于是，
在选班长时，张立强光荣当选。

老年大学的学习为张立强
的晚年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每
周去两次学校成了他生活的一
部分。

由于疫情原因，今年寒假
后，老年大学一直没有开学。张
立强觉得生活好像少了点趣味，
只能一遍遍地拿着柔力球练习，
复习以前学过的动作。

5 月 12 日，看到班级微信
群中发布的要开展线上教学
的消息后，张立强兴奋地告诉
老伴儿：“以后我也要上网课
了！”

“体育类的网课怎么上呢？”
老伴儿疑惑地问。

“怎么上都行，老师会有办
法的。我只负责学，以后咱们家
可不光我孙女上网课了，我这个
爷爷也要上网课了！”张立强乐
呵呵地说。

网课是通过微信群直播小
程序进行的。两个小时的网课信
息量很大，老师教授的动作都需
要记下，但线上教学互动性没有
线下强，没有老师的现场指导，
也没有同学之间的互相纠正，张
立强觉得接受起来有点难。

上了一节课后，张立强没有
一开始那么乐观了。同学们私下
里也说起了初上网课的不适：虽
然课后老师都会在微信群里发
动作分解，但同学们接受度还是
没有那么高。

遇到困难就得克服困难，张
立强想到了在智能手机班学过
的录屏技术，既然课程无法回
放，那就把它录下来。

第二次上课时，张立强看到
老师讲到新动作要领时就开始
录屏。下课后，他将录屏视频分
享到班级微信群中。

看到同学们感谢班长的留
言，张立强心里美滋滋的。后来，
张立强又将在手机班上学到的
剪辑视频、慢动作等知识用到了
柔力球班的录屏视频编辑上，上
起网课来越来越游刃有余了。

66岁的“大聪”

66岁的刘树凤是老年大学
英语班的学生，刚听到要上网课
的消息时，她心里“咯噔”一下：
网课怎么上呀？这么大年纪了，
长时间盯着屏幕眼睛受得了吗？

一位同学对刘树凤说：“刘
姐，咱们这岁数上网课能行吗？”

虽然心里也同样忐忑，但刘
树凤却安慰着同学：“小娃娃们
都能上，咱们为什么不行呀！你
不会就让孩子们教你呗！”

第一节英语课是在微信群
直播里上的，手机里英语老师在
认真讲课，但刘树凤总感觉跟不
上老师的进度。

后来，她才反应过来：原来
是因为没有板书。

课后，刘树凤和同学们私下
讨论，大家也都意识到了这个问
题。他们将板书问题反映给了老
师。

英语班老师吴会兰也是一
所中学的在职老师，接到同学们
的反馈后，积极想办法解决问
题。

最后，她想到了以前上网课
时曾经使用过腾讯会议的白板
共享屏幕功能，只要使用腾讯会
议授课就可以解决板书问题。

吴会兰拍摄了一段视频，教
给大家如何使用腾讯会议功能
听课。

刘树凤没看懂视频，又单独
询问了老师。

吴会兰将下载、注册、登录
腾讯视频的分解步骤一一截图
发给她。

当刘树凤终于成功进入课
堂后，吴会兰发过来一个“大聪”
的微信表情。

看到老师的点赞，刘树凤很
有成就感。

网课有了板书后，同学们适
应起来就容易了。渐渐地，大家
还发现了网课的好处：线下上课

需要擦黑板，线上不用，且可以
永久保留老师的板书。

在网课上，刘树凤还学会了
静音听课、截屏笔记、与老师连
麦回答问题等新技能。

对此，刘树凤很开心。她将
自己的开心分享给在北京工作
的儿子。儿子给了一个惊讶的表
情，并配文：现在老太太们好高
级呀!我们搞 IT的也是用腾讯会
议开会、培训，老妈真牛！

听懂的摁1

如今，沧州市老年大学的网
课已经开设了一个多月了，学生
们渐渐适应了网课的节奏，很多
学生也慢慢喜欢上了上网课的
感觉。

行书班的张德全说：“写书
法需要静心，在家上网课虽然不
如课堂上直观，但胜在安静。同
时，也省去了往返学校的时间，
学习的效率更高。”

75 岁摄影班学员韩杏改
说：“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上网课

算是头一遭了，这两年来，常听
说中小学生上网课，没想到我也
赶上了。上网课的感觉很新鲜，
老师们教得很认真，和线下上课
一样。”

和同学们一样，部分老师也
是第一次上网课，他们也经历了
一个适应的过程。

茶艺班老师李楠说，第一次
上网课时，感觉自己是在唱独角
戏，独自对着手机讲两个小时的
课，看不到学生的表现，没有师
生互动，感觉气氛很尴尬。

为了更好地调动课堂氛围，
李楠想到了一些简单实用的小
方法。每次讲完一个知识点后，她
会问：“叔叔阿姨们能不能听懂？
听懂的摁1，不太明白的摁5。”看
到屏幕上快速出现的数字，李楠
就仿佛看到了屏幕后认真听讲的
学生，“独角戏”的感觉逐渐淡去，
课上的氛围也越来越好。

在茶艺实操课上，当李楠端
出一杯冲泡好的茶水，介绍茶汤
颜色、气味时，屏幕上学生们纷
纷打出字幕：“李老师，我也想
喝！”“老师光馋我们！”“李老师，
我想你了，想回学校上课，喝你

泡的茶。”看到同学们的留言和
发过来的表情包，李楠很是感
动。

李楠说：“中国人表达感情
的方式都比较含蓄，平时线下上
课时，我很难听到类似的话语。
在网络上，大家都是网名，反而
更放得开。叔叔阿姨们的留言很
真诚，也很热烈。”

71岁的健身舞班老师孟淑
玲最初听说要上网课时，也有
畏难情绪：从来没接触过直播，
能上好课吗？班主任连忙给孟
淑玲做工作：“您负责上课，我
给您调试手机直播。”上了几次
课后，孟淑玲也学会了微信群直
播。她高兴地说：“真是‘活到老，
学到老’，在上网课的这段时间，
我既是老师，又是学生。”

为了更好地与学员互动，柔
力球班的老师于凤芹还用起了
电视投屏功能。用手机直播上
网课，同时利用投屏查看学生
留言，及时反馈。于凤芹说：“上
网课后，我的工作量增加了一
倍。不光要正常上课，还要录正
面视频、背面视频、分解动作，
为了让学生们更好接受，我还
将部分视频进行了剪辑，放慢动
作。看到学员们进步很大，我也
很开心。”

小儿推拿班的老师刘彩云
说：“上好网课是一件很费精力
的事情，我看不到学生的表情，
无法获知他们对知识的掌握情
况，只有尽可能讲得细致一些。
叔叔阿姨们虽然学得慢，但真的
很用心。有一位阿姨还用录像机
将我的课录下来，反复观看。”

活到老，学到老

据沧州市老年大学副校长
杨华介绍，为了保障学员的安全
和健康，满足老年学员的学习需
求，做到上课防疫两不误，老年
大学自 5月 12日起全面启动了
线上教学。

为了保证上课效果，校方重
新铺设了网络线路，并购进了直
播支架等设备。

同时，各班班主任化身助
教，担任“直播助手”，协助老师
们顺利进行直播教学。

考虑到学员们的手机使用
水平参差不齐，为了让老人们能
正常进行网上学习，校方还专门
准备了一个“线上教学操作指
南”，详细介绍手机端教程和电
脑端教程的方法。

班主任周琳说：“新的上课方
式带来了新气象，学员们从一开
始的不适，到后来的逐渐适应，现
在已经能积极和老师线上互动，
大胆展示自己。课后作业的完成
度也比初上网课时高出很多倍。
经过任课老师对作业的点评，学
生能更好地巩固所学知识。一些
学员还向我们反馈，上网课还有
意外收获，比如很多老人学会了
群直播留言、微信群接龙、手机录
屏等手机新功能。”

采访中，老人们也纷纷表
示，活到老，学到老，只要下定决
心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网上授课网上授课

认真上网课认真上网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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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出售
沧州市运河区恒大城附近武装部

小区6楼（顶楼）124.4平方米，带地下
室，价格面议。电话：13082178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