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沧州的“爷爷奶奶”学生
本报记者 吴艳 摄影报道

110名沧州老年人注册成为首批国家老年大学的学员。他们每个人身上，
都有着精彩的人生故事——

宽敞的教室里，智慧黑板上
播放的是国家老年大学教师教
授的乐谱知识。讲台下，30多名
学生正在聚精会神地听讲。线上
授课结束，沧州开放大学的老师
开始针对刚刚播放的课程进行
线下辅导，学生们踊跃提问让课
堂气氛活跃了起来。

不同于以往的老年大学授
课模式，这些学生正在体验的是
线上+线下的新型授课方式，线
上为他们上课的都是国家老年
大学的专业教师，学生们也有了
新的身份——国家老年大学的
在册学生。

谈及久违的课堂，许多头发
已灰白或全白的学生很激动。银
发之下，是一段段精彩的人生故
事、一个个有趣的灵魂，展现了
活到老、学到老的热情和人生态
度。

上了 9 年大
学的“老小白”

今年 70岁的吕友是试点精
品班“歌唱与识谱”专业的学生，
风趣幽默的他自称是“老小白”。

“老”指的是年纪，“小白”是他刚
学的一个网络词汇，指“新手”

“菜鸟”。
“真没想到上了 9年老年大

学，竟然‘升’到了国家的学校
里。”说起自己退休后的求学经
历，吕友高兴得打开了话匣子。

退休一年后，单位给了吕友
一个沧州老年大学的名额。最
初，他还不想去，但碍于单位同
事的面子，就不太情愿地报了个
素描班。“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是吕友对自己最初上学时状态
的描述。

令他没想到的是，上着上
着，他竟然喜欢上了老年大学
的氛围。素描班毕业后，吕友又
先后报名了花鸟画和国画专
业。

画出点名堂后，吕友嫌自己
落款的字不漂亮，又报名了书法
班。

几年的时间，吕友从一个不
想去上学的人变成了一个上学

“有瘾”的好学生，学到知识的成
就感和与同学老师交往的愉悦
感都牢牢地吸引着他一次次走
进教室。

书法、绘画、剪纸、刻纸都学
了一遍后，2022年，爱学习的吕
友又报名了沧州开放大学老年
教育口琴班。

正是这次报名，让吕友有机
会进入国家老年大学的课堂。

今年 3月 3日，国家老年大
学正式挂牌成立。举办试点精品
班是国家老年大学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学习支持服务的一次探索和
尝试，首期面向国家开放大学5个
省分部定向招收老年学员。

沧州开放大学作为首批试
点单位之一承担部分课程试点
工作。试点精品班课程采用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在国家老年
大学云课堂进行线上学习，由沧
州开放大学聘请优秀专业教师
进行线下辅导，班主任随班进行
学习支持服务。

得知这个好消息后，吕友第

一时间就报名了“歌唱与识谱”
班。

“线上老师教授的知识很实
用，但我们年纪大了，接受能力
慢一些。线下老师紧接着就会给
予更细致的辅导，同样的内容，
两个老师讲两遍，就能记个差不
多。”吕友很喜欢这种新型授课
方式：“实在记不住的，回家后还
可以登录国家老年大学的网站，
看课程回放。”

打开了一扇
新的大门

59岁的陈金生是吕友的同
班同学。“真没想到，我能进入国
家老年大学的试点班学习，很荣
幸。”陈金生说，“每次登录国家
老年大学的网站，我都会从心里
生出一种自豪感。”

退休后，陈金生报名了沧州
开放大学老年教育的口琴班。

学习吹口琴，陈金生是零基
础。为了能更好地学习，他会到
图书馆借阅乐理方面的书籍参
考。

就在陈金生觉得乐理知识
生涩难懂的时候，国家老年大学
试点精品班招生的消息让他欣
喜不已，他果断地选择了“歌唱
与识谱”和“毛泽东诗词欣赏”两
个专业。

“老伴说‘这就叫瞌睡了有
人送枕头’，我正想学乐理呢，就
有老师来教，还是国家级的专业
老师。”4月初，开始上课后，陈
金生从没有缺过课。

重新坐进阔别几十年的教
室，他感触格外深：“现在做学生
真幸福，几十年的时间，连上学
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黑板
是可以推动的，还可以作为多媒
体播放教学视频，咱沧州的退休
老人可以上国家的老年大学，还
可以云听课。”

为此，陈金生格外珍惜这次
来之不易的机会，每次上课都聚
精会神地听讲，认真地做笔记。
课后，还会登录学习网站，复习
上课内容。

“可能是因为我比其他同学
年轻一些，我觉得我掌握得特别
快。”经过专业的学习，原来看不
懂的乐理书籍，陈金生也能看得

津津有味了。“做一个优秀学生
的感觉还不错。”

乐理知识的学习，仿佛为陈
金生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一次，老师给留了一个作
业：把《绿岛小夜曲》从C调换成
F调。陈金生在家憋了 3天终于
完成了乐曲曲调的转换。他兴奋
地用口琴去吹奏，当听到不同调
子却同样旋律的乐曲时，他很兴
奋：“那种感觉就像是工作中解
决了一道难题一样有成就感。”

“背上书包重
返校园”

每次去上学，60 岁的张泽
珍都会背上她专门购买的双肩
包，她觉得这样背着书包去才有
上学的样子。

55岁那年，张泽珍退休了，
和儿子一家在美国生活了两年
后，她和老伴回到了沧州。在美
国的经历让她有了好好学习中

国传统文化的迫切感，她想学好
后教给在美国的小孙女。于是，
她报名了沧州开放大学老年教
育的民族舞和书法专业。

今年 3月份，张泽珍又在试
点精品班里选择了诵读专业，她
想把自己的普通话练过关，再去
美国时，教给小孙女字正腔圆的
中国话。

“本来以为诵读就是说话，
是件很容易的事情，但真正学下
来，才知道发声也是有技巧的。”
张泽珍以前做不到气沉丹田，说
话、唱歌都觉得没有底气。自从
学习了如何用丹田发声后，她才
理解了什么是“声音的质感”。

“线下老师的指导起到了很
好的作用，我们线上没听懂的都
可以询问老师。面对面解决了学
生的疑惑，进步自然就快了。”张
泽珍学得很认真。

能熟练控制气息后，张泽珍
再和 4岁的孙女视频时教给她
用丹田发声的办法。没想到孩子
的模仿能力特别强，竟然学得有

模有样。孙女和张泽珍约定，以
后学了新知识，还要教给她，她
要去教给美国的好朋友。

从那之后，孙女敦促张泽
珍：“奶奶，作业完成了吗？好好
学习呦，学会了才能教给我。”

在诵读的课堂上，笑料不
断。一次，老师教绕口令时，说道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
边跑”，张泽珍和一些同学总是
把“标兵”念成“标本”。张泽珍笑
称自己是“舌头打结”。经过线下
老师的耐心指导，学生们用不求
快求准的方法先将字音读准，再
追求绕口令的速度，终于念对
了。

一次，张泽珍在观看国家老
年大学的课程回放时，发现茶艺
课程也是可以观看的。于是，一
直想学习茶文化的她又跟着线
上老师学起了茶艺。

“老师冲泡的茶，隔着手机
屏幕仿佛都有香味。”每周四上
午，张泽珍准时等在屏幕前上国
家老年大学的茶艺课。

红茶、绿茶、白茶、黑茶……
自从上了茶艺课，张泽珍家存茶
的种类丰富起来。

煮水、洁具、赏茶、投茶、洗
茶、泡茶……张泽珍享受着学习
带来的乐趣，连喝茶也变得特别
有仪式感。

“满汉全席”

68岁的刘志杰是试点精品
班中华韵健身操专业的学生。

55 岁退休后，刘志杰先是
照顾半身不遂的母亲，后又照顾
身体不好的公婆，一直到 62岁
时才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

多年照顾老人的经历让刘
志杰感到，人这一辈子身体健康
最重要。

为此，她报名老年大学时选
择的都是运动类的专业，太极、
舞蹈、瑜伽。

看到试点精品班中有健身
操专业，刘志杰毫不犹豫地报了
名。

刘志杰是个特别认真的学
生，上了几次线上课程后，她发
现，线上老师重复的讲解比较
多，不利于学生记忆动作，于是
向线下老师反映了这一问题。

很快，线下辅导老师就将线
上授课的动作要领剪辑出来，发
到班级微信群中。

看到自己提出的问题老师
很快就给解决了，刘志杰练健身
操的积极性更高了。

作为第一批国家老年大学
试点精品班的学生，刘志杰格外
珍惜这一机会，并充分利用了国
家老年大学的云课堂平台。

除了在校上课，她在家时，
也利用空闲时间把云课堂中的
服装设计、花卉、烹饪等课程一
一认真学习。

“云课堂的丰富课程有种满
汉全席的感觉，那么多‘好菜’在
眼前，我肯定都想尝尝。”为此，
刘志杰一次次婉拒了朋友出去
玩的邀请。当告诉朋友“得在家
上课时”，她心中也会生出无限
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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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河北省沧州市东光县东光经济开发区包装和装备制
造园B区索尔（沧州）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内厂房出租，适合工
业生产制造加工等行业，面积21000平方米，租金面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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