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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美颜灯、手机调整好位置，王
文娜对着镜头自弹自唱，开始录制“云”
上声乐课。
“这节课，我们要学的歌曲是《天使
的身影》。”简要的开场后，王文娜从发
音的姿势开始讲起，然后随着钢琴的旋
律，缓缓进入上课节奏。已经录了5次
“云课堂”的她，早已经驾轻就熟。
说起最初开始“云课堂”的念头，王

文娜回忆说，还是在疫情严峻时候，和
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她每天获取的信息

主要来自电视新闻。每当看到冲锋在一
线的医护人员画面，总是忍不住泪流满
面。
画面闪过，一个个感动的故事却留

在了她的心中。这时，一些战“疫”的歌
曲让她感受到了传递的力量。作为声乐
老师，她总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于
是，她想到了线上授课的方式。
“你看，这个设备看起来像这么回
事吧！”王文娜笑着说，这个小有专业范
儿的录制间，可是她自个琢磨着凑起来

的。“美颜灯、三脚架是我从网上买的。”
虽然还是网购新手，可照着网上搜来直
播需要用到的设备，她麻利地下了单。
“开始第一单正赶上快递积压，很
长时间不送货，没办法最后只好退了，
我又重新下的单。有几个设备买的有些
多余，这个K歌设备，还有麦克，用的几
率不太大。”虽然这次的网购有些波折，
王文娜却尝到了线上下单的便利，如
今，家里的很多物品都是她从网上淘来
的。

设备有了，王文娜开始选择直播平
台。“开始，学生们建议通过腾讯会议，
能容纳300人同时在线。”尝试过一次
后，她发现，效果并不佳。
“上课是边弹琴边唱歌，网络信号
不好的时候，就会出现钢琴节奏不连
贯，非常影响大家上课。”她揣测，在不
是所有人都有极佳的网络状态情况下，
可能并不是所有的课程都适合“云直
播”的方式。
那录播是否可行？调试好设备，王

文娜开始一遍一遍尝试。“声乐讲究节
奏，有时候出现瑕疵，我就得重头录。一
节课下来，往往还得花费大半天时间。”
一番“云课堂”录制下来，她坦言，比正
常上班要累得多。
课堂录好后发到群里，她还会要求

学生们录制视频交作业。作业交上来
了，她又拿着手机一边听一边做笔记点
评。“晚上都听到很晚，听着睡了，一睁
眼，满脑子还都是这首歌的旋律。”
不久前，为了汇报这段期间的学习

成果，她的学生们组织了一场“云享
会”，就是每个人录制一段歌曲，发到群
里，大家一起点评、欣赏。王文娜又拿出
认真的态度，一一记录指出需要改进的
地方。
“累虽然累，当大家一块唱着《最
美》《我属于你，中国》，什么累都忘了，
心里只有激动。”王文娜说，虽然隔着一
道网，这个网却将大家连在了一起，她
愿意继续进行下，让老人们有一个专属
的文化空间。

“疫”线志愿者
每天练琴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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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孩子们已经陆续复课，重返校园。而对于
老年大学的“银龄”学生们来说，这个加长版假期或
许还将继续。宅家的漫长日子里，不少人解锁了新技
能。“云课堂”直播、网上购物，对于市北区老年大学
62岁的老师王文娜来说，这些宅出的新才艺，为这
个特殊的假期增添了别样的快乐。

老年大学62岁老师王文娜宅家线上授课，吸引300多名学生打卡

网购设备，尝试“云课堂”

点评“云享会”，满脑都是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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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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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业点评。

王文娜这段时间教的歌曲。

张丽珍在
练习钢琴 。(受
访者供图)

“云课堂”这端连着老师，另一端则
牵着学生。张丽珍，在市北区老年大学声
乐4年级，王文娜的学生。这个漫长的假期
里，她的宅家生活着实充实：每天弹琴4小
时，还在社区“疫”线当起了志愿者。
每天上午8点半，悠扬的钢琴乐

声准时从张丽珍家里飘出。自从春节
过后，趁着难得的宅家时光，除了上网
课，她还自发坚持每天练琴。一练起
来，她几乎能连着弹3个小时。
短暂的午休后，赶着下午在卡点执

勤前，张丽珍往往还能练上一个小时。“有
一次，邻居悄悄跟我说，你家小孙女天天
练琴，真有毅力！她不知道的是，原来练琴
的是我。”张丽珍笑着说，经过近4个月的
练习，加上之前的基础，她的左右手已经
配合地很默契，能够弹奏十多首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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