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科学家无一不是家境贫寒、中途
辍学、努力奋斗。这12个字中,前8个字没
什么可怕的,最后4个字,确实是世界上最
富贵的东西。”直播教物理的山东济宁81
岁退休老教师王广杰,不仅课讲得有料,还
时不时地给铁粉们送“心灵鸡汤”。

如今,开播不足两个月,王广杰的学生
已经遍布大江南北,同时在线人数最多时
能有上万,单场直播观看人数超过40万。
尽管每天坚持直播,众多网友仍不“解渴”,
王广杰还经常被“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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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走红,王广杰现在一天能收
到几百条私信,其中有鼓励,有感谢,
也有质疑。“在晚年仍能发挥余热,很
了不起。”直播间学生中的这条留言,
戳中老人的心思,也是积攒人气最多
的,王广杰特别受触动。也有人质疑,
如今的知识更新日新月异,你一个老
人家,能跟得上时代吗?王广杰相信,
经典的理论是永远不会过时的。“比如
发电机的原理、电动机的原理、变压器
的原理,再比如电阻、电流、欧姆定律,
这都是电工的基础,现在的电动车技
术离不开这些基础。”

王广杰说,自己教了几十年书,
百分之八九十的内容早就不需要备
课了,可以信手拈来。“比如普通的接
线、机电控制,我都是随口就来。”还
有 10%左右的内容,王广杰随时学
习。特别是有了每天7点半上课的硬
任务,他通过网络、读书等方式,不断
督促自己学习进步。带给王广杰动
力的,是直播间那些求知若渴的学生
们。

“过去有很多学生不喜欢电学,我
在上面讲,他很痛苦。现在来我直播
间愿意留下来听课的,都是真正热爱
电学的。”王广杰说,只不过以前大家
清一色地叫他王老师,现在很多学生
叫他爷爷。对此,王广杰很开心。称
呼无所谓,只要看到自己的知识被他
人汲取,王广杰感到非常舒服,“这比
知识烂在肚里要好得多”。

作为最忠实的粉丝、最好学的学
生,王广杰的老伴李凤兰也每天拿手
机学习,将一些王广杰没有注意到却
有价值的弹幕记下来,课后再反馈给
他。

开播仅一个半月,王广杰的学生
已遍布大江南北,粉丝突破63万。令
王广杰兴奋的是:“网络直播对于上课
是一种新的体验,我对于电工电路教
学有一些自己的理解,想通过这种方
式和大家分享,希望能发挥余热,让年
轻人不再害怕物理。”

王广杰笑着说:“越愉快,越健康,
就越有力量。”王广杰认为,尽管年龄
大,他仍有很强的自学能力,也喜欢与
时俱进,了解新事物。只要直播间还
有学生愿意听,他就一直讲下去。

（齐鲁晚报）

在线教物理在线教物理,,
这位这位8181岁爷爷火了岁爷爷火了！！
数十万网友“催更”

斯是陋室,惟吾讲课,王广杰老
人亦是如此,他的直播间设在自家
阳台上。

走进王广杰家的阳台,南墙宽
敞明亮的窗户下,整齐地堆放着插
座、灯泡、线路板及常用的电力工
具,这些都是他的直播教具。另一
侧两个书架上,电学书籍及相关作
品被塞得满满当当。一张方形书桌
居于窗边,粉笔、书籍、直播支架等
置于其上,杂而不乱。这里既是他
的书房,又是他的直播间。每天晚
上7点半到9点,王广杰会守候在这
里,为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们讲授
物理课。

“同学们又见面了,下面咱就开
始讲课。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第116
讲,稳压电路中三极管的用途……”
6月17日晚7点半,简单的开场白过
后,王广杰转入当堂课的学习主
题。直播时,他会根据教学经验,把
知识点分解,由浅到深、循序渐进地
讲解,也会停下来和学生互动,在线
提出问题。这时,王广杰会凑到屏
幕前,看看大家的答案对不对。如
果对了,他就笑着鼓励说“大家掌握
得真不错,点赞666”。

在王广杰的课堂上,他不仅传
递知识,更传递一份热爱。直播
时,他喜欢讲讲电物理领域几位科

学家的故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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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辍
学、努力奋斗。”王广杰经常说,这
12 个字中,前 8 个字没什么可怕
的,最后 4个字,确实是世界上最
富贵的东西。在他看来,只要学生
热爱,电学就很简单。如果不热
爱,学起来就非常难。

现在直播间里的学生中,有很
多是基础较为薄弱的。王广杰喜欢
用平实的语言解释一些原理,使复
杂抽象的电学知识变得具象化。“很
多人觉着电流、电阻难以理解。人
流往前走,遇到窄的地方,人们就挤
在一起,越来越热。电流也一样,你
看老式的灯丝,电流往前走,电阻大
的地方,自然也会发热。”王广杰讲
课的语言风格颇受欢迎。

网友“孺子牛”是王广杰的铁
粉,也是一名刚入行的电工。从今
年初开始,他关注王广杰的电学视
频。这几年,他一直想考个电工
证,苦于年轻时没怎么上过学,基
础的理论知识比较缺失。“王老师
上课的时候,语速不快、非常耐
心。每次直播课都有一个主题,不
会轻易被留言带偏。更关键的是,
王老师会不断鼓励我们。”“孺子
牛”对此很是感激。

网友@航海的小贝壳k直言,
初中物理很好,高中就不行了。如
果那时候遇到王爷爷,想来物理就
能学好了。对此,王广杰谦虚地
说:“不是因为遇到我而能学好电
学,而是因为他们如今想学好电
学,热爱电学了,所以才能在抖音
碰上我。”

老有所乐,赠人知识,王广杰老
人是他们中的“顶流”。他的物理课
不是噱头,而是满满的硬核知识输
出,其初心其实是来自于他的兴趣。

1963年,王广杰考入石家庄铁
道兵学院机电专业,5年后本科毕
业。当时部队正值“军改工”,他面
临着两个选择,一是随军到铁道部,
二是转业回家。“我从小就喜欢物理
和电学知识,回乡分配工作时,我毫
不犹豫地转业到教育部门。”王广杰
回忆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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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
他选择继续在技工学校代课。2016
年,75岁的王广杰才放下教鞭。

本以为彻底闲下来了,但王广

杰心中那股对教育事业和电学的热
爱一直没有消失。对他来说,重回
讲台,缺的只是一个契机。

2020年疫情防控期间,王广杰
接触到短视频这个新生事物。“当
时,我和老伴经常在抖音上刷视
频,我们关注的主播多是娱乐、美
食和三农主题相关的。后来,有朋
友跟我说,可以试着在网上讲讲
课。”这一番话,点燃了王广杰胸中
的热情。他火速收拾出家里的阳
台,买来黑板和粉笔,翻出书橱里
的电工书籍,学着录制视频上传到
抖音。

与如今老练的直播状态不同,
刚开始直播时,王广杰对新事业并
不那么自信。“在讲台上站了快30

年,对着手机讲课还是第一次。”王
广杰说,第一次做直播,他并不紧
张,但有些不适应。面前一个人也
没有,当时来房间听课的人也不
多。很多人问我,你在讲什么。让
他高兴的是,直播头三天,观看人数
就达到上千人,一周后直播间的瞬
时流量达到1万人,有时的单场直播
观看人数最高超过40万。

今年 5 月份,朋友们提议:看
你的精神状态不错,要不每天晚上
直播吧。对于这个建议,王广杰觉
得可行。于是,每天晚上 7点半,
王广杰都会在抖音直播90分钟的
电学课。这种边讲课边与网友互
动的模式,让他重新找回了站在讲
台上的那种满足感。

阳台改成直播间
既讲知识又传递热爱

热爱一直没消
直播讲课找回满足感

身怀一颗上进心

有学生听就愿讲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