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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春和煦的阳光透过窗台，把眼前这条近8米长的阳台照得暖洋洋的，堆满各

类电工书的写字台、摆满各型工具的小立柜、装满各种电子器件的塑料桶，和阳台

西侧一块写满粉笔字的小黑板，似乎都在无声地告诉参观者，他们的主人不简单

——在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22年度人物颁奖盛典中，由两院院士、大学教授和

中小学老教师组成的“银发知播”群体入选年度名单，在这份13人的名单里，来自济

宁高新区的退休电工教师王广杰名列其中。

“惭愧惭愧，一块获奖的都是大学者、大专家，跟人家比起来，我的工作太微小

了，受之有愧。”收到得奖的消息，这位82岁的老人觉得肩上的责任又重了几分，“国

家给我这个奖，就是要倡导正能量，鼓励更多老年人传播知识、发挥余热，并不是说

我有多大的贡献。”王广杰很快给自己下了这样的定义。

每晚7点半，王广杰的“阳台直播间”准时开播，如今他的直播间早已成为全国

电工爱好者的交流学习平台，观众里既有电工爱好者、从业人员，也有来自国内知

名高校的专家学者。“我现在是越干越有劲，找回了在学校讲课时的激情。”王广杰

说，他还要把知识传播给更多人，要对得起身上这份沉甸甸的荣誉。

一位82岁的退休物理教师，开直播间，讲电工学，不仅维系着几千人的铁粉 ，还连麦着全国各地的电工专家

“银发知播”王广杰和他的“网络人生”

对手机和平板电脑的熟练操作，让王广杰看起
来不像是一个已经82岁的老人，而对各种网络用语
的幽默运用，更是让人感觉“潮流”：“我这辈子有两
件法宝，一是勤俭节约，一是终身学习。”

从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到人民教师再到如今
火爆网络的“网红”，他的人生经历可谓丰富。1996
年，从教近30年的王广杰从济宁市原第三职业中学
退休。当时正值职业教育热潮，他又被聘在技工学
校代课，直到2016年，老伴身体不好需要人照顾，75
岁的王广杰才放下教鞭。

本以为可以闲下来了，但王广杰心中那种对教
育事业和电学的热爱一直没有消失。一个偶然的机
会，他接触到短视频这个新生事物。

“当时，我和老伴就在抖音上刷视频，我们关注
的主播，多是娱乐、美食和三农等主题。后来，我骑
车出去遛弯的时候，也拍点风景之类的，记录生活
嘛。有朋友看到我拍视频，说我挺潮流，还说我当年
上课学生都爱听，可以试着在网上讲讲课。”朋友的
话启发了王广杰，“社会发展得这么快，咱老年人也
要跟上节奏。”他从书橱里翻出专业电工书，开始学

着录制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我录制的电学课
程，最初只在‘今日头条’这一个平台上传播，通过慢
慢摸索，后来，一条视频可以发往抖音、百家号、好看
视频等9个平台。”王广杰激动地说。

粉丝越来越多，去年5月，有网友们提议：“您可
以开直播授课呀！”这个提议又被王广杰记在心里。
他又摸索着为开直播课做准备，几天后，他终于在抖
音平台直播了90分钟的电学课。“一开始也不会，学
嘛，不懂的就问问年轻人，不能有畏难情绪，咱也得
紧跟社会发展不是？”第一次做直播，王广杰有些紧
张，来“房间”听课的人很少，甚至有人在直播间里问

“您在讲什么”，面对颇尴尬的局面，王广杰没有退
缩，他坚持每天直播。没想到的是，直播到第三天，
观看人数就达到上千人，一周后，直播间流量竟瞬时
达到1万人，最高单场直播观看人数有时超过40
万。“我觉得比上课更带劲，一是人多，一是互动交流
方便。”王广杰告诉记者，直播间的“弹幕”留言功能
让他能和观众们实时沟通，这种分享知识、共同学习
的感觉特别好。“有的是猎奇的‘走粉’，有的是真正
热爱电学这门功课。时间久了，直播间观看人数维

系在千人左右，这都是真正热爱电工的铁粉。比着
几十万的流量，一千人的观看量是不多。但放在线
下学校，一个班级按50人算，也有20个班级之多。
这份责任不轻啊，咱要担起这份重任！”这种边讲课
边与网友互动的模式，再次让王广杰找回了站在讲
台上传授知识的那种快乐和满足感。

■

单场人数超40万 老教师玩起“网络直播”

“之前，家里阳台很空旷。看，把它改造成直播
间后，一下子变得拥挤了。”两间屋的连通阳台，一
张旧书桌居于窗边，各色的粉笔、几摞书籍等置于
其上，一块大黑板，一根竹制简易小教棒，一个自己
用水泥浇灌了底座的手机支架和一部手机，这就是
王广杰直播间，每周一至周五的晚上7点半到9点，
他准时开讲。

直播间西墙上挂着几张黑板，最上方的一块黑
板上是上一次直播的板书。“电学课有很强的逻辑
性，把知识点分解，由浅到深、循序渐进地讲解，都
是环环相扣的。所以，上一次直播的板书暂不能擦
掉，下一次直播时有网友需要，就可以立刻拿出来
供大家观看，也能起到复习的作用。”王广杰介绍
说。只是一米多宽的黑板，王广杰家就有四五张，
都是他从市场上一张一张地淘来的。

听得懂，用得着，不落后，是王广杰直播的三个
准则。“电学抽象，但用对方法，理解了就不难。我

用‘土方法’给大家打比喻，把电流比作水流，河里
河沙石子影响流速，那就是电阻。方便理解了，学
习也就轻松了。”数十年的教学与实践，电学知识已
深深印刻在王广杰脑海里，平实的语言、形象的比
喻、漂亮的板书，让他的直播课深受大家喜爱，被网
友们亲切地称为“电工爷爷”。

“每次讲完课后都会有粉丝提问，这时，会有
20多位老电工师傅在线上解答。现在，已不是我
一个人在讲课，通过直播连麦的实时沟通，我的
直播间已演变成专家、学者、爱好者们的电学讨
论平台。”王广杰说，此前，一位网友提出的故障
电学问题让他犯了难。“故障电学超出了我的教
学范畴，但确实是这位网友遇到的难题。”临近下
播，王广杰还专门呼吁，希望高手们开动脑筋共
同解决。果然，在第二天的直播课上，一位网友
把问题解决了，并通过连麦给大家讲了解答过
程。另一位擅长情景模拟的网友则根据解决过

程，对问题进行了验算。“全国各地的共同爱好者
们，汇聚在我的直播间里，共同研讨，那种思维的
碰撞和智慧的交融，可谓是人生中一大享受。”王
广杰感慨地说。

随着“电工爷爷”走红，王广杰每天都会收到许
多私信，有鼓励，有感谢，也有质疑：“你一个老人
家，能跟得上时代吗？”王广杰说，发电机的原理、变
压器的原理等，是永远不会过时的。电阻、电流、欧
姆定律，这都是电学的基础，也都烂熟于心了。为
能跟上时代，他除了去书店购买最新教材，他还会
到网上搜索，向有经验的专家学习。

“前些天，我的电动四轮车坏了。我决意自己
要把它修好，并把它当作一堂备课，若是网友或朋
友遇到相似的问题，也能提供一种参考。”说干就
干，王广杰把电机拆开，用万用表一点点排查。但
线路复杂，几经搜索，也没有搜到线路图和有用的
解答。“我又想办法找到电动四轮车生产厂家的电
话，可技术人员手里只有一个接线图。我一边看接
线图，一边用万用表测试，才一点一点地把原理图
画了出来。最后，终于找到问题所在，原来是转换

器坏了。”王广杰说，电学的实用性很广，电动车修
理就是一堂实战课。

在王广杰的课堂上，他不仅传递给人知识，更
传递一份热爱与执着。直播时，有些网友说自己学
历低，担心学不会。“不要怕！在电物理领域，从伏
特到奥斯特，再到安培、法拉第、爱迪生，这些科学
家，无一不是家境贫寒，有的还中途辍学，但他们通
过努力奋斗，最终成为电学鼻祖。大家要坚信，世
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王广杰鼓励着大家。

“如今荣誉加身，肩上的责任重了，传播知识
的动力也更足了！”王广杰说，对他而言，传播知识
是一件有益自己身心的事，他从未感觉到累。他
希望，通过他的网络课堂，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喜欢
物理。他也呼吁更多的老师、专家、学者加入到线
上传播知识的队伍中来，营造良好学习氛围的同
时，为广大渴求知识的网友创造高质量的学习平

台。“我不会放下学习的步伐，与时俱进，发挥余
热，只要有人愿意听，我就一直‘播’下去。”王广杰
信心满满。

共同学习进步 他把直播间办成学术平台

想要带动更多人 他把学习进行到底

■本报记者 梁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