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11 月 25 日，在武汉体育学院第七届青
年教师基本功大赛上，来自新闻传播学院的教师郝
斌以人工智能和 AI 主播为切入点，突出播音主持中
情感交流的核心作用，为同学们上了一节生动有趣
的播音创作课，最终以 90.93 的高分获得了学科组冠
军。

学科的特点是有很多抽象的概念，因此郝斌尽
量把课件做的通俗易懂，方便学生更好地理解。比赛
中，郝斌把任务带入到课堂当中，给学生设定一个职
业角色，让他们真正参与到堂课教学，将学到的知识
运用其中，积极参与到课堂互动，引导学生思考探
究。

从聚光灯下的主持人到站上讲台的人民教师，
郝斌一直在追梦的路上不断前行。在他看来，三尺讲
台就是育人的舞台，方寸之间擎着爱与责任，能够在
这里收获学生的成长进步是最有获得感的事情。

“他的课堂非常生动有趣，大家的‘抬头率’挺高
的。很少有学生低头做别的事情，或者玩手机。”李家
浩这样介绍郝斌的课堂。通过举身边例子、找最新案
例素材来帮助学生理解枯燥的理论知识是郝斌老师
在课堂上一直坚持做的。例如《播音主持艺术概论》
课程都是基础理论知识，他会把抽象的概念带入一
个个具体的实例引伸到专业知识。

每次上课前，郝斌都会搜集新近发生的各种新
鲜事，将这些事例与知识点结合，使课堂变得的生动
有趣，引人入胜。他曾和同学们讨论《创造 101》这个
节目，并且带领大家分析选手杨超越能不能留到最
后，用当下最热的案例给大家讲解，让大家用专业的
眼光分析节目，从看热闹变成看门道。

2018 年 11 月，AI 主播横空出世，郝斌在上课时
就和学生聊这个话题，他列举了机器写作、AI 天气预
报员“小冰”的例子，用具体的事例告诉学生 AI 的由
来，并用专业知识向他们解释 AI 主持。

“十七八岁的学生，他们的思想是最活跃的。平
时，我也会向学生了解一些新鲜的事物。”郝斌介绍
说“抖音“刚问世的时候，他还是最先从学生那里接
触到的，于是就和学生一起分析抖音越来越火的现
象，并把这个内容带到课堂上去引导学生一起发现
研究问题，让学生在实践当中巩固理论基础。

在教授同学们专业课时，郝斌采用以学生实践
为中心，让学生在过程中发现问题、总结问题，提高
每位同学的应用技能。他让学生分组建立自己的网
络电台，共同完成一个全天多档不同类型的节目。片
花、广告都交给学生去创作和设计，就像在真正做节
目一样。节目完成后，郝斌会和学生一起开展评比活
动，总结经验、分析问题，有效地锻炼了学生的实践

动手能力，并为学生就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课余生活间，郝斌是学生口中的“斌哥”，他总是

鼓励学生选修双学位，提高学生自身的竞争优势。他
说：“现在有很多高校在陆陆续续进行播音专业的改
革，有些已经把播音系改名为口语传播系。随着媒体
的细分化，以后的节目更青睐专业化、细分化的主持
人。试想如果主持一档财经新闻，主持人连‘存款准
备金率’都不了解，那么他一定说不清楚这条新闻。
所谓‘技多不压身’就是这个道理。”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是一个跨学科的专业，郝
斌还建议学生在进入大学一年级开始，就要学会给
自己制定学习计划和目标，然后不断地尝试、不断地
总结、不断地积累，这样到了大四就会有一个很清晰
的就业方向。经常会听到有学生用“迷茫”这个词来
形容自己，其实就是大学期间对自己没有规划造成
的。作为大学生，要明白自己的责任所在、坚守自己
的目标并持之以恒地努力，方能成就梦想中的自己。

学生取得了成就，郝斌更是看在眼里，喜在心
间。他培养的学生李明子夺得“2017 中华小姐环球大
赛”总冠军；张琛首次参加“第十届海峡两岸电视主
持人大赛”全国总决赛即获金奖。未来，郝斌希望不
断的充实自己，提高自身能力，把更多精力放在学生
身上，培养出更多个性化，具有自身特点的学生。

看郝斌如何打造“郝”课堂
撰稿：张鑫媛 宋盈璇

青教赛教师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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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春晚，她曾凭借武术节目《中国骄傲》和其他几
位老师在央视舞台留下了武体人的足迹。2011 年第二届全
国智力运动会开幕式上，她身着一袭黑衣表演了一段太极
与舞蹈《黑与白》让人大开眼界。

她，就是武汉体育学院武术学院教师、国家级健将吴
雪琴。

2018 年 11 月 25 日，在武汉体育学院第七届青年教师
基本功大赛上，来自武术学院的教师吴雪琴为学生上了一
堂精彩生动的双语太极课，最终以 92.47 的高分获得了术
科组冠军。

14 岁时，因为身体不太好，吴雪琴被妈妈送去学习武
术。“那时候老师抓我抓得特别紧，让我和男队员们一起
练，刚开始觉得特别痛苦。”学习太极拳、太极剑，基础训练
也是从压腿等身体柔韧度开始练习，还要学习腿法、跳跃
等基本功。即使 14 岁已不是学习武术的最佳年龄，但凭借
着先天的条件，吴雪琴很快就入门了。

2003 年，16 岁的她从郑州前往武汉体院接受专业队训
练。教练兼导师王飞回忆第一次见她的画面，“小姑娘表面
上很文静，其实鬼灵精怪得很。”仅仅一年之后，吴雪琴就
拿到了全国女子武术套路冠军赛第二名。

吴雪琴作为运动员，在国内外赛场上获奖无数：2007
至 2015 年多次获全国各类武术套路比赛太极拳冠军 ;
2016 年获“丝绸之路杯”国际武术套路比赛大极拳冠军 ;
第 13 届全运会预赛太极拳、剑全能冠军；……大大小小的
奖项加起来有三十多项。

2017 年全运会之后，吴雪琴留校在武术学院成为一名
教师，她说：“我会把我所知道的东西教给学生，但是自己
总是以学姐的身份去和学生交流，很难完全用老师的身份
去面对学生。”一次机会，她带一批学生去比赛，全心全意
的为学生们付出、服务，最后学生拿了成绩，那种发自内心
的骄傲与自豪冲击着吴雪琴，她说：“那时才感觉到，原来

做老师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次经历之后，吴雪琴慢慢地
融入进教师的角色。

而这一次，吴雪琴以教师的身份获得青年教师基本功
大赛冠军，对于她来说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经历。在青教赛
的赛场上，她为大家带来了一节生动的双语太极课，熟练地
用中英文为现场同学讲解了“海底针”、“闪通臂”两个太极
招式的动作要领，让学生了解太极拳的技术特征及运动方
式，并通过趣味小游戏了解太极中的攻防概念、动作来历。

拿到了冠军，吴雪琴直言自己有些意外。比赛之前，除
了认真准备教案，她还进行了几场临摹课程，但自己在课
堂上气氛的调动却不尽如人意，这让她对比赛充满了担
心。于是吴雪琴试着放松自己、也通过诙谐幽默的语言交
流使学生不再紧张，慢慢的，课堂气氛越来越轻松，也越来
越和谐。

比赛当天，在观看其他老师比赛的同时，她积极向场上
的老师学习，并及时完善自己的教案。在比赛中她努力克服
紧张情绪，全情地投入到教学过程，把注意力放在与学生的
互动上，最终，以 92.47 的高分夺得了术科组的冠军。

课堂上一口流利的英语来自吴雪琴长年来的积累。语
言问题给经常要出国比赛交流的吴雪琴带来了不少烦恼，

“我不会，我硬要说”，她为了克服语言上的短板，除了努力
加强语言方面的学习外，还常常主动与外国人交流武术，
渐渐就练成了不错的口语能力。生活中，她还通过看英语
电影、听英语歌，来提升自己的听力与语感。

平时的课堂上，吴雪琴坚持使用中英文双语教学，她
说，通过这种教学方式可以有效地打破语言的壁垒，促进
中国的武术文化传播，使学生在不断学习中成长进步。

在吴雪琴眼里，武体对于她来说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地
方。从运动员到教师，吴雪琴在武体已经度过了 15 个年
头。未来，她希望自己不断实现新的突破，尽自己所能地帮
助学生，使他们变得更加优秀。

吴雪琴：

双语太极自成一格
撰稿：李鑫 许文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