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4月9日  本版编辑／刘立稳  美编／熊晓丽
E－mail：liulw@fengone.com08 新闻·面孔

疫情期“最红网课”背后

湖南网络大课堂总班主任为啥被称“女神”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张秋盈

熟悉郭晓芳的领导和同事

都知道，她是 妥 妥的大 美 女，

用一句耳熟能详的网络语言概

括，就是完全可以靠颜值吃饭

的她偏偏要靠才华。多才多艺，

精通书法、绘画、音乐、诗词、

主持……这些都是郭晓芳身上

的标签。

早在 7 年前，郭晓芳就已

经涉足网络教学，对于如何利

用网络实现乡村和城市的教育

均衡，她很有见解。这大概也

是她最终与湖南省网络大课堂

结下不解之缘的根本原因之一，

而她与时俱进的职业素养也在

这堂闻名全省的网红课里得到

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2019 年冬，新冠肺炎疫情

爆发前，网络大课堂“我是接

班人”已播出第一课《我和我

的祖国》与第二课《追逐梦想 

向阳而生》。按计划，接下来播

出的鼠年第一课应该是《劳动

最光荣》。

小年 夜，为了备课，郭晓

芳火速吃下了一碗方便面。刚

刚把课备完，疫情新闻就铺天

盖地而来。“《劳动最光荣》肯

定不能上了，省级大课堂，在

这样的时候要有所担当。”郭晓

芳说。接下来的整个春节，她

都在琢磨，非常时期，新年第

一课的主题应该是什么？

2 月 10 日，这个原 本湖南

中 小 学 生 开 学 的日 子，1500

万中小 学生 通 过 多 家电视 媒

体、网页直播、手机直播的方

式，迎来了特殊的“开学第一

课”——《在战“疫”中成长》。

“‘战疫’原就是最生动的

教科书，孩子们从一线医护人

员、志愿者身上，从每一个普

通人身上，可以学会感恩他人、

感恩生活、热爱祖国。”虽然

不是专业媒体人，但郭晓芳的

新闻敏感似乎与生俱来。《在

战“疫”中成长》播出后，获

得了同时段电视收视率全省第

一，手机点播 15 万余次。郭

晓芳走在路上，不时有人拉住

她问：“你就是那个大课堂里

的郭老师？”

开学时间一再延迟，郭晓

芳建议，不妨把当前的网课做

成一个系列，分别为“致敬科学”

“致敬英雄”“致敬未来”“归来”

等。选取疫情中的若干个切入

点，整合成一个主题篇章，挖

掘疫情中最真实的人性善意和

生活感悟。

“比如我们讲‘英雄’，除了

医生、科学家，我们也会把镜

头对准环卫工人、社区民警等

等，这些人物离孩子很近，很

真实，也很亲切。”郭晓芳的想

法很有互联网思维：网络课堂

并不仅仅是给孩子看的。实际

上，大多数孩子都是和家长一

起上网课，所以课堂内容也必

须增加一些成人视角。在郭晓

芳看来，每一堂主题课，其实

就是讲故事，能生动地把故事

讲完，教育也就春风化雨。

在致敬英雄的篇章里，有

一个含蓄的镜头。背景是郭晓

芳的口述 ：“英雄，在今天，也

在明天”，画面是一群学生正

在奔跑。郭晓芳看到，有孩子

的弹幕弹出来 ：“我们就是明天

的英雄”。

“ 虽然隔 着 千山万水， 但

他能理解这样的镜头和教学语

言，我觉得这便是一种教育的

抵达。”郭晓芳说。

谈起教学成果，年轻的郭

晓芳多得数不胜数：国家级教

育奖项 2 次，省级教育奖项 4

次，各类市、区奖励 60 多次

……同时，她还是“长沙市卓

越教师”“长沙市魅力教师”“长

沙市芙蓉区首席名师”。

早在多年前长沙市开通网

络联校时，郭晓芳就坚持每周

义务为宁乡偏远山区山林、苏

家、白沙三所学校的学生上美

术课。韶山、怀化、湘西等偏

远山区的孩子也都共享过她的

美术网络大课堂。

郭 晓 芳 记 得， 她 第 一 次

给 山 区 孩 子 上 课， 课 堂 设 在

一 个 空 荡 的 教 室 里， 她 一 人

面对着一块屏幕，屏幕那边，

三四十个不同年纪的孩子正

看着她。“我看着他们，好像

看见小时候的自己。”郭晓芳

说， 孩 子 穿 着 厚 厚 的 棉 服，

扬着灰扑扑的脸趴在老旧的

桌 椅 上， 这 样 的 场 景 自 己 太

熟 悉 了。 她 出 生 于 邵 阳 市 隆

回县农村，父母是乡村教师，

从 小 她 就 住 在 村 中 学 校， 感

同身受的体验坚定了她要上

好远程网课的决心。

在乡村教育中，素质教育

资 源 相 对 匮 乏。 大 多 数 农 村

娃一心苦读“语数外”，而音

乐、美术、体育类课程几乎少

有体验。与之相对的是，城市

学生却又生活在“教学资源过

剩”的环境里。“但其实农村

的孩子，更要让他们接受到艺

术，因为艺术更能抚慰人心。”

有一次，郭晓芳在网课上问孩

子：“你们儿童节最想要什么

礼物？”当时她以为孩子们一

定会提到某款新流行的玩具，

但那些举手回答的孩子，想要

的都是“见到爸爸妈妈”。

“这样的答案，我想人们

听了都会想流泪。”郭晓芳说，

留守儿童对父母的情感需求得

不到满足，她希望通过网络教

学，让他们去感受艺术，通过

艺术教育去温暖他们的心。

“网络课堂就是实现教育均

衡的一个最好途径。”郭晓芳

说，无论是全省的网络大课堂，

还是长沙市网络联校，都能在

一定程度上实现教育均衡。

女神老师的
“魔鬼训练”

因为外美内秀的缘故，一

些家长和孩子称郭晓芳为“女

神老师”。但“女神”在进入

大学之前，连专业的画笔甚

至毛笔都没见过。她从小喜

欢唱歌、画画，旁听了一次

县城青少年宫的艺术课，从

此就忘不了。村小学里有一

把手风琴，她自己捣鼓了几

个 月， 竟 然 能 弹 出 曲 子 来。

进入师范学校，算是圆了郭

晓芳的艺术梦和教师梦。

“真正走上讲台后，我发

现做老师不能把功夫仅仅停

留在教学技法上，而应该花

时间去提高自己的修养。当

一个老师浑身上下散发魅力

的时候，她的教学效果会事

半功倍。”此后，她在多个维

度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写作、

普通话、画画，个人的形象

气质，最核心的是“书法”。

每天早上 6 时 30 分，郭

晓芳会准时起床，进行发声

练 习， 接 着 便 开 始 练 楷 书。

寒暑假的练习时间是每天 7

小时，教学期间，她也会每

天灵活抽取 3 到 4 小时用于

练字。“练习小楷，我整整坚

持了 7 年。”让郭晓芳骄傲地

是，她的书法近年来频频在

国内获奖，引起了湖南书坛

的广泛关注。

为了省下时间练习才艺，

她极少逛街、看电影，闺蜜

们能去做瑜伽，而她为了保

持 体 型 只 能 边 刷 牙 边 压 腿，

边开车边练声。“我很相信一

万小时定理，只要设立了目

标，就一点点朝它靠近。”郭

晓芳说。

她把针对自己的这种“魔

鬼 训 练 ” 告 诉 孩 子 们，“ 虽

然有些技能、知识一开始我

们不会，但我们可以通过不

断重复练习来掌握它，相反，

有 些 技 能 虽 然 我 们 掌 握 了，

但是不去练习，那么这项技

能最终只会变成一项模糊记

忆”。

最近，因准备湖南省网络

大课堂的郭晓芳，已许久没

有拿起过毛笔。4 月 2 日，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刚刚采访

完，她就操起毛笔开始练字，

“两个月没写了，再不写就生

疏了”。当写完第一个字，她

又惊喜地跟记者说：“这一笔

一画，提按顿挫，已经植入

记忆深处，提笔就像回到故

乡的感觉，熟悉得无以复加，

这就是 7 年沉淀的结果。”

让孩子们在战疫中成长

通过网课实现农村和城市的教育均衡

“今天是周一，欢迎大家准时参与‘我是接班人’湖南省网络大课堂。”屏幕上，
郭晓芳笑容可掬，这是最近几个月，湖南省中小学生们熟悉的场景。在全国人
民抗击新冠肺炎期间，“网课”成了孩子们学习的主战场，而“我是接班人”湖
南省网络大课堂则是期间覆盖率最广、最受欢迎的网课之一，最高点击量达 3
亿多次，被《人民日报》称为“近段时间以来湖南最红网课”。

“我是接班人”湖南省网络大课堂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指导、湖南省教育
厅主办，每周一在 6 家电视、6 家网站、6 个手机客户端同步播出，全省中小
学生统一收看。授课团队均为全省名师，每周准时出现在屏幕上的主持人郭晓
芳无疑成了孩子们最熟悉的面孔。但孩子们不知道的是，除了主持人，她还有
一个更具体的头衔——“我是接班人”湖南省网络大课堂总班主任。更不为人
知的是，尽管出现在电视屏幕上的郭晓芳举手投足俨然一名专业主持，但事实上，
她的真正身份是长沙市育英小学的一名美术老师。

那么，这个汇聚全省名师且红极一时的“大课堂”，它的总班主任为什么会
是她呢？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在采访完这位被家长孩子称为“女神老师”的主
持人之后，给你的回答只有两个字——优秀！

郭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