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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九克，中学物理
特级教师， 全国优秀教
师，2013 年上海教育年
度十大新闻人物， 华东
师范大学慕课中心兼职
教授，微软高级培训师。

教育部全力保障
2016年高考安全

本报讯 为确保 2016 年普通
高校招生考试工作安全、平稳、顺利
进行， 教育部门日前会同国家教育
统一考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各成员
单位出台多项举措，治理考试环境、
维护考试安全、整肃考风考纪，打造
“平安高考”。

加强监管，确保试题试卷安全。
教育部印发了 2016 年《考务工作规
定》， 要求各地严格进行全流程检
查，规范试卷（清样）的印制、运送和
保管等操作环节。 加强对保密室等
重点场所及重点人员的监控和管
理， 采取一岗多控、 人技联防等办
法，杜绝重大事故发生。

联防联控，严厉打击考试舞弊。
各地教育部门会同本省（区、市）国
家教育统一考试工作联席会议成员
单位建立联防联控、 齐抓共管的工
作机制。 从 5 月份开始，陆续开展了
“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
络环境”“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打击
替考作弊”等 4 个专项行动。 各地公
安、工信、工商、教育等部门在中学、
高校、通讯电子产品市场、考点周边
及互联网上联合对非法招募替考
“枪手”、组织助考活动、违法贩卖作
弊器材、 发布涉考不良信息等危害
考试安全、扰乱考试秩序、谋取非法
利益的行为进行了重点侦查， 依法
打掉了一批犯罪团伙。

严明纪律， 强化考场和考务人
员管理。 今年，各地将全面加强考点
入场管理，积极采取多种检测手段，
防止考生和涉考人员携带高科技作
弊工具进入考场；采取多证核对、人
机比对等措施严防替考。

强化保障， 为考生提供周到细
致的服务。 要求各地坚持以考生为
本，在交通出行、噪音治理、卫生防
疫、 防暑降温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综
合保障， 要求各地为残疾人平等报
名参加考试提供便利， 继续为盲人
考生提供盲文试卷。

深入宣传，开展诚信考试教育。
教育部要求各地教育部门开展 “诚
信高考”教育活动，在考生诚信承诺
书、考生须知等材料中增加《刑法 》
（修正案九）和新修订《教育法》中涉
考违法处罚条款的内容， 让考生知
晓考试舞弊所要承担的严重后果。

与此同时， 公安部和教育部多
次召开专门会议， 要求各地公安机
关和教育部门密切配合， 对涉考犯
罪活动，坚决一查到底，严厉打击 。
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要诚信考试，
自觉遵守考试纪律和考场规则 ，切
勿轻信各种团伙和个人“助考”的蛊
惑以致上当受骗，蒙受损失。 （师闻）

“乡村教师支持计划”成
2015年度教育热词

本报讯 （记者 冯永亮） 5 月
31 日，教育部、国家语委在北京发布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 （2016）》。
这是教育部、国家语委连续第 11 次
向社会发布年度语言生活状况报
告， 同时发布了我国第一部地方和
城市版 《北京市语言生活状况报
告》。报告显示，“廉”“互联网+”“恐”
“反恐”成为 2015 年度国内、国际新
热词，“乡村教师支持计划”、“城乡
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留守儿
童”等成为 2015 年度教育热词。

报告同时指出，2015 年 8 月国
务院教育督导办公室印发了 《语言
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暂行办法》 及评
估指标体系， 为我国语言文字事业
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
2015 年， 国家语委通过召开全国语
言文字督查工作会， 在部分省份开
展试点评估工作， 推动地方各级语
委完成了对 21 个二类城市、131 个
三类城市的评估，二、三类城市评估
通过率分别达 87.7%和 46.8%。

值班主任：康丽 视觉总监：梁颖宁 校对：周玲玲 本版主编：康丽 新闻线索：zgjsbgj@163.com 纠错邮箱：jiaoyujiucuo@126.com 新闻热线：010-82296669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编：100082

让中国教育因你而改变
www.chinateacher.com.cn

2016年6月8日 星期三
农历丙申年五月初四

第 619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9
邮发代号：1－192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中国教育报刊社
总编辑：刘华蓉

□本报记者 褚清源

襍新闻专递襊

物理特级教师马九克是一个传奇。
但马九克的传奇与物理无关。 正如马

云缔造商业传奇， 颠覆了经营形式一样，
马九克颠覆了人们对物理教师的全部想
象，缔造了一位老教师从“电脑盲”到“技
术控”的蝶变传奇。

如今在上海市七宝中学工作的他，已
成为粉丝遍及全国的“计算机专家”。听过
马九克的报告，或者现场看过他演示 PPT
制作的人会发现，他用大家都非常熟悉的
PPT 可以绘制出几乎所有图形，设置课件
中的几乎所有动画；用 EXCEL 实现高效
的教学和班级管理；用 WORD 快速方便
地编辑教学文档；利用简单的软件录制高
质量的微课程视频……

这些人们再熟悉不过的软件，在马九
克手里被演绎得出神入化， 很难相信他
10 多年前竟然是一个 “不知道电脑如何
开机的人”。 所以，有网友称马九克是“物
理教师中的极品”。

如果仅仅把马九克理解为一位技术
达人，还远远不够，他的非常之处、可爱之
处要比记者的描述丰富得多。

“马老师上课很有激情，人也充满力
量，听他的课感觉自己也充满了能量和希
望。 ”这是上海师范大学康城实验学校教
师刘瑞瑞对马九克的评价。

“技术客、工作狂、乐天派”，这是记者
在与马九克交往两年后对他的概括。

但马九克自己说：“我不是工作狂，而
是疯狂地工作。 ”

这是马九克的生活轨迹：早上 6 点钟
自然醒来，不午休，晚上 12 点以前很少睡
觉。 不仅如此，马九克还用一个“快”字总
结自己的特点：走路快、写字快、说话快、
吃饭快，外加睡觉快。

“我一般 5 分钟即可入睡，但这 5 分
钟常常是在思考问题。 ”这个习惯忙碌、习
惯思考的技术达人甚至说，许多思考火花
都是在梦中完成的。 “我的电脑就放在床
头柜上，有时候做梦醒来，赶紧把一些新
想法记录、整理出来。 ”

马九克不是人们口中一般的优秀教
师，他更像是一本立体的教科书。 跟他可
以学习创新思维，可以学习快乐的人生态
度，可以学习教师的敬业精神。

马九克的态度就写在他的脸上，写在
他温暖的笑容里。 “我的幸福密码是遗忘
不愉快。 ”马九克说。

从“技术盲”到“技术控”

时间可以追溯到 13 年前。 那时候，还
在河南平顶山一中工作的马九克早已被
评为特级教师， 却从来没有使用过电脑。
幸运的是，这一年，马九克被作为人才引
进到上海市七宝中学。

进入七宝中学后， 马九克才慢慢知道
电脑是何物。学校为每一位特级教师配备了
一台笔记本电脑，不知道电脑如何开机关机
的马九克，为了教学工作的需要，从零起步，
慢慢学习使用电脑， 并尝试用 PPT 制作教
学课件。 从那时起，马九克与电脑开始了一
场永不分手的恋爱。

那段时间，“热心肠”的马九克只要知道
同事在电脑方面需要帮忙，都会毫不犹豫地
伸出援助之手。在别人看来可能是躲还唯恐
不及的事情， 在马九克眼中却是另一种认
识：“任何一项新的任务都可以当作一种挑
战，而不是看成一种负担，把工作当成乐趣，
还会是负担吗？ ”

凭着一股钻劲儿和韧劲儿，马九克硬
是把 PPT、EXCEL、WORD 的各种功能
研究透了，许多应用就连设计这些软件的
微软工程师可能都没想到。 与这些“专业
人士”显著不同，马九克始终专注于 PPT、
EXCEL、WORD 这 “OFFICE”家族 的 三
大软件在教学中的应用研究，用他自己的
话讲：“教师要能够用最简单的工具解决
日常教学应用的所有需求。 ”

从接触计算机到真正走上专业的研
究之路，马九克经历了 5 年时间。2008 年，
在繁忙的日常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之余，年
过半百的马九克，开始了计算机信息技术
在教育教学中的有效应用研究。 也正是从
这一年开始，马九克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
速度，目前已出版了 8 本教育信息化技术
应用的系列培训教材。

“这些书都是我利用别人喝咖啡的时
间写出来的，是从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总结
出来的。 ”马九克说。

从最初的 PPT 制作课件、WORD 教
学文档的编辑，EXCEL 学生成绩分析，到
当前 OFFICE 在班主任班级管理上的综合
应用，马九克的研究不断深入。 今年 3 月，
马九克设计的 OFFICE 软件应用与班级管
理操作系统开始面向全国征集免费使用学
校， 目前已有 1200 多所学校提出申请，将

有 180 多万学生参与试用。 这是马九克一
直津津乐道的研究成果， 他非常看好自己
的这项研究。按照他的说法，这一系统关注
学生成长的过程性评价， 使家长和学生都
能从量化考核中得到激励和约束。 有了班
级管理系统， 学生的管理就从他律变成了
自律，解放了班主任和任课教师。

让马九克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由于
在 OFFICE 应用于教育教学的突出贡献，
他被微软总部授予“微软精英教师”称号，
并被聘为微软高级培训师，应邀给微软中
国教育团队的全体成员做专题讲座。 作为
中国 OFFICE 在教育教学应用研究的唯
一教师代表， 由微软总部资助， 已连续 3
次获邀参加分别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微软
总部西雅图和匈牙利布达佩斯举办的“全
球教育论坛”大会。

马九克研究的最大特点是：能够结合
教学案例，把计算机信息技术与教师的教
育教学工作实际整合起来。 所有的技术在
他这里，总是通俗易懂、简单易学。 这是许
多专家对他的共同评价。

2013 年，马九克高票当选“上海教育
年度十大新闻人物”，评委会专家、首届全
国教书育人楷模于漪这样评价他：这项研
究成果富原创特色，源于对教育教学改革
创新的执着追求，不守旧，不人云亦云，突
破常规思维，在简单、实用、易学上着力，
源于对专业技术钻研与发挥的充分自信，
艺高胆才大，才不会裹足前行。

PPT 的春天

野百合也有春天！ 当 PPT 遇到马九
克，便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今天，新的技术软件不断出现，越来
越多的人热衷于新软件的开发。 但马九克
有不同的看法：“这些新的软件虽然看起
来功能很强大， 但事实上使用的人并不
多。 对于日常使用的软件，我们缺乏深入
的研究和发掘。 ”

用 PPT 制作课件早已成为一线教师
的必备技能， 但能在一分钟内用 PPT 画
出一根任意弯曲的试管或者一个车轮子，
相信能做到的教师并不多， 用 PPT 画出
一辆能开动的汽车，那就更少了。

一根线段加上斜线表示的阴影 ，这
是物理课上经常要用到的墙面示意图 。
这样的示意图怎么画呢？ 如果用常规思

维去画 ，可能会很复杂 、烦琐 ，但在马九
克这里一切都很简单：先画一根线段，再
复制一根 ， 把一根的粗细调到 30 磅，然
后在线条 “颜色 ”中点击 “带图案线条 ”，
选择斜线即可。 试管怎么画呢？ 马九克的
画法也超出想象： 先根据需要画一段折
线，再复制这段线并调整为白色，把黑线
的粗细调整到 80 磅， 白线调整到 70 磅，
再重叠在一起，试管的效果图就做好了，
前后不到一分钟。

应邀到各地给教师进行培训时，马九
克总会在一开始就现场演示这样的制作
技法，用于打消教师们对信息技术的“恐
惧情绪”。

马九克对于 PPT 的研究近乎极致，许
多需要在专业软件上制作的复杂动画，在
他这里却易如反掌、精妙绝伦。 马九克常
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没有做不到，只有
想不到”，他因此被人称为“PPT 教学应用
之王”。

近年来， 马九克在 OFFICE 应用研究
的基础上，对微课程制作以及翻转课堂教学
进行了深入研究，制作了 200 多个物理教学
微课，仅高一物理知识疑难点讲解的微课就
有 121 个，练习题疑难解析微课 63 个。这些
微课在他的博客里，教师可以免费下载。 他
还根据多年的教学经验，在对翻转课堂进行
研究的基础上， 搜集整理了诸多教学案例，
通过对这些案例的深入分析研究，提出了信
息技术背景下课堂教学的新结构模式。

贵州省沿河县第四中学教师杨光伟
曾经参加过马九克两天的专题培训，感慨
颇多：“马老师为我们带来的与其说是一
场教育技术应用的体验，不如说是一次创
造性思维的体操；与其说是课件操作的讲
解，不如说是动画魔术的解密。 ”

从创新技术到创新思维

“新技术+创新思维=无限可能”，这是
马九克概括的一个公式。

理解了这个公式，才不会仅从技术层
面理解马九克，如果只这样理解他显然是
肤浅的，甚至可能是一种误读。 其实，马九
克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在传播技术，而是在
传播一种创新思维。 “跟着我不是学技术，
而是换脑子，要用信息化思维学习信息技
术。 ”这是马九克反复强调的话。

（下转 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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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育沃土上建设科技强国
科技是国之利器， 国家赖之以强，企

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好。 这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 在人类发展的历程中，科技创新
的能量从未如此爆发。 人类社会的演进、
中华文明的发展、 世界科技革命的全局，
让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目标第一次如此
迫切而清晰。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吹响了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建设科技强国，是面对蓄势待发的新
一轮科技革命推出的重大国家战略。 建设
科技强国，人才是关键，教育是基础。 发展
科技的唯一出路在教育，在建设科技强国
的路途中，教育、教育人任重道远。

教育要做好既有知识的传授。 任何科
技创新、伟大发明，都离不开人类已有科

学文化知识的沃土， 传授人类已有的知
识、经验，依然是教育的基本功。 科技创新
的爆发必须基于传统知识的积累，基于大
量科技人才的聚集，脱离人类社会已有知
识和经验的大量积累，凭空出现科技突破
和爆发是不可能的。

教育要瞄准未来， 注重创新精神和能
力的培养。 仅仅依靠人类已有的知识和经
验，已经不足以应对扑面而来的挑战。在传
统农业和工业时代，教师教昨天的知识，学
生过明天的生活、应对明天的挑战。但随着
智能时代和更高级别科技挑战时代的到
来，教经验、教既有知识的教育已经不能满
足学生面向未来的需求， 教育必须与时俱
进。 教育要培养有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
新能力的人，必须改革传统教育，注重核心

素养和核心能力的培养， 注重培养下一代
在人类已有知识的基础上创造性解决问题
的能力、科技创新的能力。

在继承往圣先贤留下的知识财富和
精神财富的同时，要能发现往圣先贤没有
发现的东西，随着智能时代的到来，人类
会面临一个又一个前人没有定规则、没有
走过、无人领航的“无人区”。怎么走？仅仅
依靠既有知识的积累不行，还必须依靠大
量的创新、创意、灵感、火花。 科技创新没
有人才不行， 人才的产生没有教育不行。
教育依然是基础之中的基础。

如果人类真的在 2046 年迎来 “奇
点”， 如果智能机器人真的大规模代替人
的劳动，在这个过程中，如何防止出现两
极分化，防止原有的劳动力优势丧失产生

的经济社会动荡？ 避免这个看似“必然”的
人类命运，必须依靠教育，大规模的培养
人的教育，才能改变这个必然。

今天的教育还没有完全担起这样的
重大责任。 华为总裁任正非在科技大会
上发言时说， 要让教育成为最光荣的职
业，成为优秀青年的向往，用最优秀的人
去培养更优秀的人。 今天，我们能不能吸
引最优秀的人当教师？ 能不能有最优秀
的人培养出更优秀的人？ 能不能将未来
社会所需要的核心素养找准、 并传递给
我们的下一代？

思及这些 ，
教育不仅责任重
大， 挑战也特别
巨大。

技术达人马九克

从普通教师到 “计
算机专家 ”，从 “机盲 ”
到“技术控”，马九克颠
覆了人们对教师的全
部想象，缔造了一位老
教师的蝶变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