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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龙：代码世界里的乡村教师

别人眼中的Ta

“彭老师，你上微博‘热搜’啦！”同

事兴奋地跟彭龙说。

彭龙是四川省古蔺县皇华初级中

学校（简称“皇华中学”）数学教师兼教

务处副主任。得知消息那天是2021年

2 月 3 日，正值学期末，忙得不可开交

的他已经记不清是哪个同事最先说

起的。

彭龙打开微博，“乡村教师自学编

程 4 年研发 43 款软件”赫然挂在热搜

上，央视网等媒体也推送了这一新闻。

“当时非常激动，觉得太不可思议

了。”平时不太用微博的彭龙补充，“我

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乡村教师，竟然

能登上热搜？”

“高手在民间”“真心别小看乡村

学校，人才多着嘞”“这样才能让孩子

们看得更远”“彭老师不愧是数学老

师，我就是少了一根‘科技弦’，哈哈”，

还有网友调侃他“头发还在”，顺便加

了一个点赞的表情。

看到这一留言，彭龙下意识摸了

摸自己的头发。1988 年出生的他看

起来有些憨厚，黝黑的脸映衬出洁白

的牙齿，多年来的经历再次在眼前浮

现……

“技术达人”崭露头角

古蔺县地处四川盆地南缘、云贵

高原北麓，属于少数民族地区，连绵的

大山阻隔了乡村与城市，也阻隔了一

部分学生的上学之路和他们眺望外界

的视线。

皇华中学是古蔺县的一所乡村学

校。从绵阳师范学院毕业后，彭龙于

2014 年 回 到 自 己 的 母 校 担 任 数 学

教师。

工作没多久，他渐渐崭露头角，在

比赛中展现出自己的特长——信息

技术。

2015年，几乎是同一时段，彭龙参

加了两项比赛，一项是泸州市信息技

术应用赛课活动，进入决赛的十几名

教师只有前两名才有机会参加全市决

赛，没想到，彭龙一举获得市级一等

奖。另一项是省级比赛，在四川省民

族地区信息技术应用竞赛中，彭龙经

过激烈角逐，最终拿到了省级一等奖。

“这对我们偏远乡村的老师来说，

真是一件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情，也给

了我们很大的希望，当时我对彭龙充

满了敬佩。”皇华中学教师邓学琴有

些激动，“渐渐地，学校许多老师参与

到信息化赛课活动中，在彭老师的指

导下，多次获得县级和市级奖项。”

在皇华中学工作10多年的校长周

静知道有这样一个“技术达人”，也希

望彭龙利用自己的特长为学校管理出

出力。

不需要花多少钱的“数
字化校园”

工作两年后，彭龙成为学校教务

处副主任，开始负责100多位教师的值

周考勤统计等工作。

不做不知道，一做吓一跳。原先，

值周教师要打印一份全校教师的花名

册，然后每节课带着册子去各个教室

巡视。哪个教师在教室，就在这个教

师的名字后面打个勾。一周结束后，

值周教师把考勤交给教务处，然后统

计工作量，录入电子表格，再发到教师

群里……

过程烦琐倒也罢了，问题是考勤

会涉及教师的看自习费，曾经就出现

过闹得很不愉快的情况。有教师看统

计表格时，说自己看了 3 节自习，但只

给统计了两节，在群里争执了起来。

“我们有时并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有

可能是值周老师‘打漏了’，也有可能

是教务处‘录错了’。”彭龙说，“‘录错

了’再核对一下就好了，但‘打漏了’复

核起来就比较麻烦，因为我们并不知

道那节自习课教师到底在没在。”

彭龙开始想办法解决类似的问

题。恰巧，当时他接触到了钉钉，上面

还有第三方代码开发平台，彭龙发现，

对其中的一些内容稍加改造，就可以

搭建适合学校的考勤软件，而他更愿

意称之为“应用”。这种几乎不需要花

多少钱的技术手段，正好切中了乡村

学校的痛点。

说干就干。写代码的基础不行？

那就上网查，加入技术群，逛各种技术

论坛……几经周折，彭龙终于将值周

考勤系统进一步改进完善。

后 来 ，考 勤 变 得 简 单 高 效 了 。

彭龙介绍，每学期课表排好后，教务

处就将其导入系统，值周教师再去

教室巡视时，看到教师在工作，输入

对应的名字或编号，简单核对后提

交，不仅能录入统计表，还会自动给

相关教师推送一条考勤信息，教师

平时也可以查看自己的考勤情况。

一周或一学期结束后，会自动统计

考勤次数等信息，不需要人工耗时

耗力来统计。

自此，值周考勤再没有出过错。

在城市学校参观时，彭龙看到学

校的门禁系统，感觉很高大上。“我们

也想要一套，但是又没有足够的资

金。”这不，学校又通过第三方合作的

方式引进了人脸识别设备，学生进出

校门、进寝室都会自动发送消息给相

关人员，比原来更先进，实现了学生的

安全闭环管理。

校长周静比较中意的还有彭龙开

发的成绩查询系统，“以前老师需要挨

个向家长通知学生成绩，现在大家可

以直接在系统上自主查询，直接输入

学生考号就可以了，这样管理起来既

安全又方便。”周静说。

之后，学校一些部门有什么新需

求都会主动向彭龙请教。针对学校管

理的诸多难题，彭龙已经搭建了教研

活动、培训报销、住宿管理、卫生管理、

后勤管理、绩效考核等 60 多个应用系

统。资源匮乏的农村学校摇身一变成

了“数字化校园”。

作为非专业人士，彭龙坦言，他做

的并没有一般程序员做的常规软件那

么复杂，而是通过第三方低代码开发

平台，在此基础上写一些相对简单的

代码，修改属性，配置相应的应用规则

等，来研发符合学校需求的应用系统。

“很实用，很方便，很经济，而且能

够快速落地。”彭龙介绍。

不过，应用系统落地背后的艰辛

又有多少人知道。学生胡旭莲曾听过

彭龙半开玩笑的吐槽：“你们熬夜打游

戏 ，我 是 熬 夜 学 技 术 ，技 多 不 压 身

……”这也让胡旭莲记住了“技多不压

身”这句话。

如今，为了让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学校组织成立了“皇华中学智慧校园

技术团队”研发小组，周静担任“小组

长”，成员有彭龙和他新收的两个徒

弟，一个教数学，一个教生物。小组

申报的《实验教学信息化管理应用实

践研究》课题，已成功立项为省级课

题。周静说：“等到学校软件研发成

熟后，可以复制推广到其他学校，软

件只需要根据自身需求进行一些小的

调整。”

“热线电话”接线员

2019 年底，已经在当地教育界小

有名气的彭龙，被抽调到县教体局做

信息技术推广工作。没想到，2020 年

疫情突袭，停课不停学，面对当地大多

数教师没有上过网课的现状，教体局

领导知道彭龙的特长，让他给全县教

师做了一次如何上网课的培训，彭龙

给教师推荐了不少实用的网络工具。

除了培训，彭龙也一直在提供技

术支持。那段时间，许多教师会打来

“热线电话”，“每天都有不少咨询的，

我就慢慢指导他们如何操作。”彭龙

回忆。

来自皇华中学的电话却很少。邓

学琴说：“我们两三年前就开始接触相

关软件，学习过直播等技术，其他学校

教师还在学习时，我们学校教师已经

运用自如了！”

彭龙在教体局做的工作不止这

些。教体局每年都要对各校的领导班

子进行“德能勤绩廉”的民主测评，以

前，教体局工作人员会分成几组，分

别到各校发放纸质问卷，教师填完之

后再收回进行统计。60 多所学校的

工作量很大，甚至可以用“海量”来

形容。

教体局领导也很头疼。彭龙根据

具体的需求，做一个民主测评的应用

系统。之后，民主测评就简单了很多：

在测评阶段，把不同的二维码发给各

校，教师填写完成后提交，结果就自动

生成了。这个应用至今还在全县所有

学校使用。

彭 龙 再 回 到 学 校 ，全 县 各 校 有

人对一些技术产生困惑，仍会找他

咨询。彭龙的足迹已经不仅仅停留

在镇里、县里，有时外地的学校甚至

教体局也会邀请他去做微课制作等

专题讲座。

而彭龙加入的信息技术群里，全

国各地的教育工作者甚至其他行业从

业人员，有时碰到技术问题也会向他

请教，就像他以前向他哥请教一样。

“破坏大王”

彭龙出生在古蔺县龙山镇苗沟

村，是一个距离皇华中学不足 10 公里

的村落。

家庭经济拮据的他9岁才上小学，

每学期的学费都要靠爸妈卖玉米、卖

小麦来凑。小时候的彭龙特别喜欢动

手“折腾”。没钱买玩具，他就会去垃

圾堆旁捡一些废旧的玩具车马达、电

池、木板、塑料泡沫等，用这些材料组

装成船。没想到，放到河里还真的可

以自己动起来。

为了鼓励学生好好学习，彭龙在

课堂上讲过这段经历，传着传着，有学

生就开玩笑说：“彭老师小时候在‘捡

垃圾’。”

彭龙觉得，自己受哥哥的影响更

大一些。哥哥是自学成才的维修员，

村里谁家的家用电器坏了，都会找他

来维修。这时候，彭龙就会屁颠屁颠

地跟着，修电视机，修DVD……没机会

动手修别人家的东西，“破坏大王”彭

龙就会把自家的电器拆开，没想到很

难再装回去。即使这样，彭龙仍觉得

蛮好玩的，心里渐渐种下了一颗种子。

高中的一个暑假，彭龙借住亲戚

家，附近正在修房子，他想着反正没啥

事儿，就去工地当小工，扛扛水泥、背

背沙……赚到了 1000 多块钱，没干别

的，马上背着家里偷偷“分期付款”买

了台式电脑。

许多人买电脑来玩游戏，他买来却

要把电脑“大卸八块”。“以前我看到过

一些对电脑的介绍，当时真的很好奇，

就想亲眼看看把内存、CPU、硬盘这些

拆下来还能不能放回去。”彭龙说。

2010 年，彭龙把这台电脑扛进了

绵阳师范学院，他读的是数学系，但常

常到计算机系蹭课，他因此掌握了更

多的计算机知识。

当时，彭龙就已经对写代码比较

“感冒”。他最开始学了一门以中文

作为程序代码的编程语言——易语

言。慢慢地，他对以英语为软件语言

的编程语言——C 语言和 Python 也

产生了兴趣。英语不太好，那就赶快

恶补。同时，他看了一些编程的图

书，偶尔也去旁听学校的相关课程。

但最终，他觉得自己也仅仅处于刚刚

入门的程度。

学习编程之外，彭龙又充当起了

技术达人的角色，给同学装系统什么

的自然不在话下，甚至宿管阿姨有什

么电脑问题都会找他来帮忙。

当时，大学里很流行买笔记本电

脑，彭龙又充当起“参谋”的角色，“因

为我对电脑的硬件稍微懂一点，所以

同学朋友要买电脑，我都会和他们一

起去看一看，给他们提供电脑配置的

建议”。

彭龙经常通过讲述自己的经历来

勉励学生：“人不管在什么环境，只要

肯学，没有什么是学不会的，就像我学

计算机、英语一样……”

用技术但不能滥用技术

近年来，有信息化教学应用的赛

课活动常会邀请彭龙担任评委。他发

现一个现象，有教师可能想到这是信

息技术应用的赛课，所以在教学过程

中运用了许多技术，但技术融合得并

不自然。比如，有的环节如果不用技

术一分钟就能解决问题，但是用了技

术之后反而要花三四分钟，而且效果

也不一定好。“技术秀把一个简单的

事情搞得更复杂了。”彭龙说。

现实中，其实还有许多滥用技术

的现象。彭龙借用了一句话来批评这

种现象：要用好技术但不能滥用技

术。“我们上课需要信息技术，但不能

为了用技术而用技术，违背正常的教

育教学规律肯定是不行的。”

回归到教育信息化，彭龙总结为

两个方面——信息化管理和信息化教

学，即应用于管理和教学。

“现在提到的智慧校园，大多属于

精细化管理的范畴，但信息化教学其

实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彭龙说。

推进教育信息化的过程中，不管

是软件还是硬件都需要资金支持。

城 乡 学 校 在 这 方 面 的 差 距 不 言 而

喻。彭龙能坦然接受这样的差距。

但他认为，对于乡村教师而言，第一，

要不断学习。“不管我们有没有硬件

或软件，先要提升自己的信息化素

养。假如未来某一天我们学校也配

备了好的硬件或软件，大家就能够很

快适应，能用好设备为教学服务。”第

二，要用好现有的设备，让现有的东

西发挥最大的价值。“学校没钱采购

更好的硬件，就要调整心态，改变能

改变的，要用好它。”

如今，在国家大力提倡信息化背景

下，乡村学校的教育信息化也在不断推

进。什么才是适合乡村学校的教育信

息化？“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看学校的实

际情况，目前有什么条件，要尽可能把

它用好。”彭龙说，“对于教育主管部门

和学校来讲，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要

思考还能为学校提供哪些支持。”

“乡村教师自学编程 4
年研发 43 款软件”登上微博

“热搜”，让资源匮乏的乡村
学校摇身一变，成了“数字
化校园”。虽是乡村教师，
却用代码改写了学校管理
秩序，提高了工作效率，影
响了自己的学生和身边的
同事……

我们学校是一所寄宿制学校，留守儿童多，管理难度特别大，彭

龙来到学校以后，积极利用平台开发了几十款软件，这些软件打通了

学校教师考勤管理、学生考勤管理等各部分数据的壁垒，有利于我们

学校各个部门和个人管理更加公开、透明、高效。

四川省古蔺县皇华中学校长 周静

2017 年左右，彭龙主任在全校推行信息技术，对于这个新事

物，刚开始我们也存在抵触情绪，但是后来逐渐发现，信息技术会

给教学工作带来许多好处：及时查看自己的自习上课情况，了解自

己的公开课评价情况，学生请假不用担心冒充签名，班级扣分有图

有真相……这些都让我觉得，哪怕我们只是一个偏远的农村初中，

我们也可以很先进、很现代！有一次和外校同行聊天，聊到请假和

考勤等问题时，我总是忍不住向他们“炫耀”我们学校的经验。

四川省古蔺县皇华中学教师 邓学琴

初一时，我们教室用的还是旧的电子白板，班主任常给彭老师打

电话说电脑又坏了。用不了多久，彭老师就会拿着一些小工具出现，

在电脑跟前忙乎一阵，电脑就能正常工作了，这常常引得许多同学大

声“哇”。后来，彭老师成为我们的数学老师，他的课件总是与众不

同，那些高大上的动画效果总会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初二时学校举

行篮球赛，彭老师还给我们弄了一个线上直播，让远在外地打工的父

母也看到了我们的精彩表现。我永远记得，那周放学回家后，与父母

打电话聊了很久很久。从那以后，班里每次有活动，我们都会让彭老

师进行线上直播。

四川省古蔺县皇华中学学生 胡旭莲

彭老师总是寓教于乐，他用电脑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

门，让我们了解到数字化时代的便捷，也让我们对信息技术、对网络

产生了兴趣，让我们即使在大山里也能听闻天下事，在我的心中埋下

了“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种子。作为老师，他教会了我们知

识，也教会了我们成长。

四川省古蔺县皇华中学学生 黄俊超

□ 本报记者 崔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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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彭龙，四川省古蔺县皇华中学教

务处副主任、数学教师，利用课余时

间研究低代码技术，搭建了60余个小

应用，实现了这所乡村学校的数字化

管理；曾入选教育部教师工作司、中

国教师发展基金会发布的 2021 年乡

村优秀青年教师培养奖励计划；曾获

四川省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

力竞赛一等奖，2021年被评为泸州市

优秀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