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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班级的不同，成都华西中学高二（1）班的
孩子们已经习惯了。

教室前门上方附近悬挂着一个显示屏，播放着丹
巴高中“成华班”学生上课的实时画面。

某种意义上，他们算同班同学。尽管车程相距
360多公里，需要6小时的时间穿过重山峻岭和幽深
峡谷。但他们却“共享”着相同的班主任和任课老师。

他们已经共同上课一年多了。
借由一套技术设备，让两个班级语

音、画面进行强交互，三块屏幕全面实
时呈现成都老师讲课的画面和板书，前
端和远端的师生之间可以随时沟通，这
是不同于一般网络直播课的“网络直
播+互动”，在成都成华区对口帮扶丹巴
县“精准扶贫”背景下产生，目的是在教
育上进行“造血式”援助。

这种试验性质的教学方式能否改
变丹巴高中教育现状，让更多深山孩子
实现他们的大学梦想，可能要到两年以
后的高考才能给出答案。但人们相信，
星星之火最终是会燎原的。

三块屏的“诞生”

甘孜州丹巴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
边缘，四面峰峦叠嶂，峡谷幽深，与成都
车程相距360多公里，却像在另一片天
地中。

这里唯一的高中——丹巴高中，新
校区位于当地被称为“神山”的墨尔多
山脚下，小金川河从校外奔流而过，风景
如画。但让人忧虑的是，该校高考录取
率，过“一本”分数线的学生少之又少。

2019年8月底，杨欢和其他5名任
课老师来到这里，探访他们的对口援建
班级——丹巴高中“成华班”。未来三
年，他们是丹巴高中“成华班”的老师，
只不过绝大多数时候，出现在教室的三
块屏幕里面。

这个特别的教室里没有黑板，只有
三块电子屏幕。从左至右，一直延伸到
门口。墙面是黄色的隔音材料，前后都
有摄像头，看上去很“高端”。

“我们给这种教育方式起了个名

字，叫‘双师制’。”成华区教育局相关负

责人说。丹巴高中“成华班”对应着华

西中学杨欢担任班主任的这个班级，丹

巴成华班的孩子，每个科目拥有两名老

师，比起一般网络直播课里远端模糊的

学生面孔，“成华班”可谓量身打造。

他们希望可以改变丹巴高中教育

面临的现状。

2019 年中考，县里 600 分以上有

90多名学生，但唯一的高中没能留下一

人。孩子们选择康定高中、泸定高中、甘

孜州中学，甚至到成都附近就读。没有

优质的生源，就难有好的高考分数，也难
有优秀的师资，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最初我们讨论让华西中学的老师
过来支教三年，又提过让丹巴一个班的
孩子直接去华西中学。思来想去，最终
确定了这种形式的网络课程。”成华区
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说。

“成华班”的到来，顺理成章地在家
长和学生心中燃起了新的期望。

一年多实践之路

在未成为“成华班”老师之前，华西
中学的老师们在课堂上只有40名学生，

现在面临的学生数量却几乎翻倍了。而
且，即便丹巴高中“成华班”学生的成绩
已经是全校最好的了，但和华西中学的
孩子们相比，差距还是很大。

“可能需要一两个月时间的磨合，
才能找到双方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曾
经，他们这样以为，但实际面临的情况
要复杂得多。

“比如，突然停电。不管是他们那
里突然停电，还是我们这边突然停电。
课程就必须得停下来了。然后需要双
方老师立刻沟通接下去怎么讲。”杨欢
说。

除了停电这种突发事件，还有偶发
性自然灾害。2020年6月，丹巴县半扇
门镇梅龙沟发生泥石流，阻断小金川

河，形成堰塞湖，对下游区域形成威
胁。丹巴高中 800 多名高中师生连夜
转移，直播课程停了很长时间。

每天，任课老师们随时都在一对一
地对接班上的情况，交流的内容涉及作
业布置、学情分析、考试会议等方方面
面。在这个班级，上课时老师们也不会
将手机铃声调至静音模式，因为在课堂
上可能会有突发情况，当直播课被迫中
断时，需要和另一端的老师马上沟通调
整授课方式来完成教学。

老师们有紧急事情，也很难请假或
者换课。“正常情况下，一位老师需要请
假，就会请其他老师来代课，但是由于其
他老师不熟悉直播课这样的教学系统，
上课会不太适应。如果老师需要换课，

就涉及到丹巴中学对应的老师也得换
课，但难免他的课程安排与需要的换课
时间有冲突。”杨欢说。作为一名班主
任，他确实很感激任课老师的付出。

新模式破浪前行

两个班级学生成绩的巨大差距，最
初让杨欢觉得不可思议。

“以我教的物理为例，班级平均分
只有20到30分，前几次考试从来没有一
位同学及格。”这位在华西中学任教6年
的老师甚至一度怀疑自己的教学能力。

摸着石头过河，那就从最基本的开
始教起。一年多来，一点一点地，在分
数上还是有了变化。“渐渐地有人开始
考及格了，越来越多的人能上到高分
线。”从排名来看，丹巴高中成华班的第
一名学生分数，按照华西中学的学生成
绩来看，从最开始的年级三百多名，现
在能到年级两百名左右了。

“网络直播+互动”的教学新模式确
实带来了改变。

“它肯定不是万能的，但以前我们
如果想给丹巴的学生答疑，几乎无法做
到实时沟通，而现在可以了。他能每天
看到我，听到我说话，有问题可以来问
我。”杨欢说。

这种新模式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
改变当地教育现状，可能要等到高考以
后答案才会揭晓。

但无论如何，一扇通向更广阔世界
的大门已经打开了，它为山区的孩子们
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更多的可能性。

“我以后想去浙江看看，我看书里
说西湖很美。”17岁的少女叶姆初是丹
巴县中路乡唯一考入“成华班”的孩子，
她家所在的地方，能看到山脚下的学
校，从草丛里抄近路，半小时脚程。门
前种着玉米、辣椒、小麦，父母靠此营
生，供她和哥哥读书。

事实上，她连省会城市成都都没有
去过。

在丹巴，很多孩子都没去过成都。
好的师资意味着他们可以接受更好的
教育，拥有更多选择，实现与父辈不一
样的人生。“成华班”的开设，为梦想的
实现投下了一束光。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谢燃岸摄影 雷远东 柴枫桔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清）家风
正则民风淳，家风正则政风清，家风正
则党风端……4月14日，成都高新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党员干部、入党积
极分子 30 余人前往位于成都龙泉驿
区洛带镇的四川客家家风馆，开展“好
风传家，廉洁你我”党风廉政文化教育
活动。

家风馆围绕客家家风核心内涵以
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炼出志高行
远、耕读传家、尊祖敬宗、崇德尚义、兴
家报国五大主题，通过运用艺术场景创
作、幻影成像、多媒体互动等方式，以寓
教于乐的方式，把抽象的家风变得可
见、可听、可感。

在参观过程中，讲解员着重介绍了

一大批廉洁做官、勤政为民、清白做
人、干净做事的客家名人。大家切身感
受到了客家人在迁徙与发展融合中形
成的巍巍家风，营造了风清气正的良好
氛围。

“通过这些文物史料、影像资料以
及讲解员的讲述，我深刻地理解了好家
风、家训的重要意义，不虚此行。”一位

党员干部说。
树立好家规、培育好家风，时刻绷

紧廉洁自律之弦，筑牢拒腐防变的思
想防线，自觉抵制不正之风。党员干
部们承诺，要从个人做起，从家庭做
起，以家风建设助力作风涵养，以家庭
和睦促进社会和谐，做到廉洁修身、廉
洁齐家。

好风传家廉洁你我 成都高新区市场监管局开展党风廉政文化教育活动

成都华西中学高二（1）班班主任杨欢正在上课。

丹巴中学“成华班”的学生正在上课。

跨越360公里的

直播课

成都华西中学- 丹巴高中“成华班”
三块屏实时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