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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9 日， 退休教师杨维云通过公益直播课堂， 为
粉丝们注音讲解古诗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今年 74 岁的退休教师杨维云家住安徽省淮南经济技
术开发区洛西社区。

退休后， 热爱生活的杨维云紧随时代步伐， 对各类
新鲜事都愿意去尝试 。 2021 年 5 月 ， 杨维云和家人商
量， 想在家里通过网络直播， 教人读音、 识字、 说普通
话， 发挥余热， 帮助他人。

“a、 o、 e、 i、 u、 ü……”， 从声母到韵母， 从前鼻
音到后鼻音， 从平舌音到翘舌音， 一堂堂直播公益课成
为了杨维云的生活日常。

一段时间后， 杨维云发现， 直播间里 “藏着” 不少
用不好拼音、 说不好普通话的成年人， 他们学习拼音比

孩子要困难不少。 经过一番思考后， 杨维云为这群特殊
学生开设了 “成年人零基础学拼音” 公益课程。

“大胆读出来， 学好拼音一定要多说多用。” 10 月 9
日， 杨维云对着直播屏幕鼓励连线学习的粉丝林女士。
今年 40 岁的林女士通过公益拼音课堂， 克服读不好拼音
的心理障碍， 正在努力学习普通话。

开播 3 年多来， 杨维云坚持公益课堂不收费， 已经
拥有 35.7 万粉丝， 发布近 2000 条短视频， 累计直播时
长 5000 多个小时。

春蚕不老， 夕阳正红。 满头白发的杨维云从三尺讲
台到互联网平台 ， 从教孩童读音识字到吸引众多成人
“铁粉”， 始终不变的是对教育的热爱。

新华网发 （陈 彬 摄）

杨维云直播结束后利用废旧药盒， 制作拼音字母卡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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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云借助放大镜查阅资料， 为公益直播课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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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维云（右） 与丈夫吴怀宝利用废旧药盒， 制作拼音字母卡片。杨维云通过视频公益直播课堂， 注音讲解古诗《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杨维云回到以前工作过的锦程幼儿园， 与小朋友一起玩乐。

杨维云（左一） 参加重阳节腰鼓练习。

杨维云通过公益直播课堂，为粉丝们注音讲解古诗
《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