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创 16节防疫课

卢湾一中心小学 用好“活教材”

     “光明中学开启云社团，今晚神秘嘉宾与

你有约！”上周六，光明中学的同学们被该校官
微的一条推送吸引，他们惊喜地发现，和学科在

线教育同时启动的，竟然还有暌违已久的社团
活动。武术社、管乐团、合唱团、OM创新社、光

影社⋯⋯
校长穆晓炯说，今后。每个双休日都将成为

学生社团的活动时间。

“如何发出好听的声音？配音中如何让自己
的声音发生变化？绕口令和贯口分别是什么？”

戏剧社指导教师曹毅是播音主持、戏剧表演专
业科班出身，也是校园明星。重新和曹老师在网

上相遇，高一（2）班卢一涵觉得自己收获很大，
比如，一个人的情绪和形象，是可以通过声音的

起伏来展现出来的；开心时的语调微微上扬，似
乎从嘴角都能溢出甜甜的笑意。卢一涵说，不论

戏剧，或是声音，都是心底发出的共鸣，都一直

藏在每个人最柔软的地方，定不会受距离或是
病毒的影响而退色。

高一（6）班庄亦心则介绍，OM创新社组织
了视频社团活动，在云社团的训练中，她也找回

了许久未动手后消失的“手感”。
“一周的网课难免有些枯燥。‘云社团’这个

新的词汇让我眼前一亮。”高二（7）班刘雨侬告
诉记者，她在社团群里发了一段钢琴练习的音

频，有些同学对于她练习的乐曲十分熟悉，一听

就报出了曲名，有些同学还表扬她弹得流畅有
感情。

虽然远在法国，2017届毕业生李豪同学还
是给母校送来了最新创作的《光明进行曲》，鼓

励学弟学妹。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吹拉弹唱“云”相见
光明中学 周末社团有活动

    葱油拌面、黄金蛋炒饭、玫瑰花吐司、酒酿小

圆子、肉丝汤年糕⋯⋯这是寒假至今，世界外国语
小学三年级男孩董明辉为全家人陆续捧出的“开

年大餐”。跟着学校在线教育平台提供的烹饪课视

频，小董从洗菜、择菜到切菜开始独立完成一道美
食制作。小董妈妈惊喜地发现，小小的厨房里，孩

子学会了时间统筹，变得越来越有大厨范儿。
“适应未来，光掌握知识是远远不够的。居家

学习的学习密度没有平时那么高，所以可以省下
很多时间，让学生进行自主探究，去发现未知，解

决问题。”世外小学校长张悦颖介绍。
在世外小学在线学习一日安排中，学科类课

程全部被安排在上午。每天下午，则是探究活动、
运动和家务时间。未来问题解决、校园创业大亨、

3D打印与建模、计算机音乐创编、Blast EV3机
器人、未来之城、英语戏剧创编⋯⋯“如果你是一

名设计师，如何用卡纸、胶带（双面胶）、剪刀、吸
管、冰淇淋棒、蓝丁胶等，设计一个可防风的简易

方舱？用吹风机最低档风速，在离方舱 30厘米的
斜上方，如果你搭建的方舱可以坚持 30秒不倒，

就算成功！”“你能否绘制一个多功能方舱医院设
计图，并寻找出现有方舱医院的劣势加以改进

呢？”张悦颖介绍，长则一个月，短则一周，由个
人独立或者小组合作，通过网络和老师进行互动

交流完成，从而实现“项目化”学习。
本报记者 陆梓华

设计一个方舱医院

世外小学 鼓励孩子探究

做好疫情战疫 统统筹筹 防防控控和经济社会发发展展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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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课堂上线一周，孩子不容易。

牛娃能力强，别说网上教学，哪怕全靠
自学，甚至明天就期末考试，已超前学

完本学期所有课程的学霸们，照样交出
漂亮答卷。 可牛娃毕竟不多。

大多数学生只是“普娃”———陪在
旁边的家长只要接个电话，他们的注意

力马上就飘了；若无人坐镇督战，屏幕

前随时可能放飞自我， 靠在沙发上，时
不时伸个懒腰、哼个小曲，动不动起身

喝水、 上趟厕所……20分钟的课时就
被拆得稀碎。 要是在教室里，任何一个

小动作，他们都不敢轻举妄动。 仪式感
也好，约束力也罢，这就是线下和线上

的核心差距。

线上教学难撼动不了真实课堂的

稳固地位。非常时期，停课不停学，有些
无奈。

对“普娃”来说，线上听课的效果大概率不
如线下。如果一开学就考试，检验在线教学成果，

各班平均分恐怕会大跳水。但是，总比“线上线下
都不上课”强。 问五年级的女儿，“空中”学习一

周，对哪三节课印象最深。她答，自然课，讲“遗传
和双胞胎”，有趣；美术课，教“透视三要素”，分享

的照片很美；还有体育课，跳了趣味健身操。

除了继续享受感兴趣的课程，还想提醒她，

别忘了感受另一些细节。 比如，有没有看到老师
们的辛苦。

多位名师受邀录制空中课堂， 明明更擅长
面对面上课，根据学生实时反馈调整教学方法，

但对着镜头背后的摄像小哥， 他们同样全力以
赴；教了几十年语文的班主任，在教室里是老法

师，打开视频小窗却成了主播界“小白”，比年轻

教师上手慢，但学得很认真，迅速适应；任课老师
们在多个直播间闪展腾挪，逐班交流、答疑，不厌

其烦；还有学校技术人员，埋头开发师生互动平
台，默默为直播环境保驾护航……

为了完成这些“教学效果可能不是很好、过
程可能还有些琐碎难熬”的“停课不停学”，许多

人投入了大量心力，都是特殊时期的额外付出。

我们应当心存感激，并且传递给孩子。 线上没听

懂的知识点，返校后可以再问老师；在共度时艰
的日子里，很多更有意义的收获，值得用心去

感受。

追课如同追星 叫座更要叫好
在线教育如何避免“审美疲劳” 教师“主播”还需认真探究

    2100节视频微课、6.8万余份学习任务单、

2.8万余条师生互动⋯⋯疫情下的寒假和新学
期，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师生合力开展云

端学习。依托智慧校园信息化建设基础，迭代
线上平台，更自主的学生学习、更个性化的教

学与辅导、更亲密的师生关系⋯⋯这场疫情下
的“线上”教与学，正悄然改变着教育方式。

在线学习最大的不同，在于“怎么学”有更

大的自由。
“我还会选择一些自选题，练习过程中，平

台也会对常错题反复推送，帮助我巩固薄弱知
识点。”学生卞黄河说。

校长阮为说：“线上教学突出了学生个性

化的需求，我们的老师变成了‘客服’，要帮助
学生解决问题。”

数学备课组的分享会上，组长张燕老师分

享了思考：“数学组采用提前发布教学微视
频、课堂精细讲解、课后答疑的三部曲，更能

保证所有学生在家消化课堂内容。学生们课
后还留在网络课堂请教问题，分享的笔记清晰

有条理。”
基于信息化工具，这场云端的“教”与“学”

能够留下所有痕迹，数据让教育过程变得清

晰，教育监督得以透明，这对师生来说都是挑
战。“但有一点是不变的，陪伴、育人的教育使

命，不会因为停课而停止，也不会因为不同的
课堂载体而改变。”校长阮为长期探究校园信

息化建设，最近他也发挥“特长”，带头开展“在

线服务”，他的微信向学生们开放，最近他“远
程”支援了 60 多个学生的网络技术问题。

本报记者 易蓉

    开学还有段时日，空中课堂已覆盖中
小学每个年级。 教师成“主播”，居家变教
室。 全市统一制作的各学科视频课，让孩
子们重新捧起教材。 而且，沪上各校还上
线了一批特色网课， 将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要求落实到“停课不停学”之中。

要让在线教育“既叫好又叫座”，还需
网课执教者和各校教师共同研究好教材，

搭准学生在家学习的脉搏，用各具特色的
课程内容让“不见面”的学生喜闻乐见又
学有所获。

     “口罩奇货可居、价格水涨船高，不法分

子有了可乘之机，向一些买不到口罩‘病急乱
投医’的市民伸出了罪恶之手⋯⋯”昨天，一

部以《口罩那些事儿》为名的微电影在线“公
映”，电影主创团队绝大多数都来自于延安初

级中学八（1）班。
班主任范昶彧说，这部电影的诞生全程

“零接触”。“孩子们通过云编剧、云拍摄、云剪

辑的方式，和伙伴们‘时空聚会’。各路‘戏精’
关注社会热点，用有趣的方式发出了正义的声

音。”
电影的“导演”王子涵，是八（1）班的文艺

委员。平日里，他就是一个热衷于戏剧创作和
表演的孩子，上学期末他还又编又导了学校冬

之韵演出里的一出戏剧。王子涵说，学校在疫
情期间在线开展“延安小达人”活动，就有了制

作一部微电影的想法。在“王导”的召集下，超
过 10名校内外演职人员参加“云进组”拍摄，

前后花了近 3周的时间。“全程都是通过在线
沟通和交流。小伙伴们也从零开始，学习和掌

握了不少视频拍摄和制作的新技术。”
在延安初中的这场“云达人秀”里，像王子

涵这样的“小达人”还有不少———“学习达人”

分享自我学习管理的技巧；“健身达人”展示假
期体育锻炼的成果；“厨艺达人”秀秀自己的美

食作品⋯⋯校长许军说，宅家生活抗疫，给学
生更多的机会尝试自我学习和创造，这是比多

学一个方程式、多背一篇古诗词更有意义的收
获。“开展在线教学，知识传授很重要，但不宜

过急过多，需要控制强度和进度，要防止煮‘夹

生’饭。同时，我们还希望能够给孩子更多的时
间和空间，让他们展现一下自己的‘才能’。这

就是举办这场‘延安小达人’活动的初衷。”

本报记者 马丹

学生自拍微电影

延安初级中学 举办“云达人秀”

老师“客服”讲解细

同济一附中 搭建智慧平台

    不仅开展在线教育，还要求学生必做 35件

事。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进入了一段
“忙碌”的特殊学习阶段。超星平台上线师生达

807人，课程开放 60门，教师已建课程 98门。
“‘教育即生活’，我们把课堂放到当前的生

活中，在疫情面前，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群益
职校校长陈金国通过网络平台，鼓励学生在“线

上教育”过程中，通过自我管理，做一个自主的、

负责任的学习者，实现自我提升，迎接新学期。同
时，倡议向奋战在战“疫”一线的英雄学习，和全

国人民一起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根据课表安排，一年级中职班学生观看教育

电视台语、数、英和思政课进行学习，二年级中职
班学生观看教育电视台思政课进行学习，中本、

中高学生观看普高课程。
此外，群益职校还向每位学生下发了必做的

35件事，涉及心理、健康、德育三大类，小到吃好
饭后主动洗碗，大到了解一段中国历史等。陈校

长介绍，线上教育不仅仅是公共基础课和专业
课，还包括劳动教育、体育锻炼、生命教育等。如：

观看行为德育微课，开展整理居室、家庭绿植养
护、烹饪等活动；学习书法、篆刻、朗诵、非遗、瑜

伽等，培养兴趣爱好；收听收看新闻；参加全国文
明风采大赛、网上中职易班等活动，培养学生的

自理能力，提高个人素养。

本报记者 王蔚

    昨天，一到中午 12时，普陀区小学、初

中、高中三个年段、6门学科共 18位名师的
演示文稿首页的画面，准时出现在空中课堂

的界面上。学生们陆续登录，并在留言区里
通过文字“举手”发问。答疑的名师，则结合

线上板书板画、视频、图片等媒体资讯的推
送，耐心细致地答疑，举一反三地讲解。

每周一至周五中午 12时到 13时，普陀
区的名师都会按时上线，坐堂“空中课堂”，

接受全区中小学生“空中提问”。

参与“空中答疑”的普陀区名师共有
168人，包括普陀区特级教师、正高级教师、

学科带头人、高级指导教师、教学能手等优
秀骨干教师，以及学科教研员。

普陀区教育学院教研室物理特级教师

郑百易说：“在开展名师坐堂‘空中答疑’前，
区教研室对全体名师进行培训。我们根据远

程线上工作方式的特点，精心设计培训方
案，认真梳理了技术细节，包括：培训者 PPT

和现场演示如何呈现？处于不同硬件软件环
境下、信息技术基础各不相同的听课者终端

声音、麦克风设置如何保障？被培训者怎样

以答疑老师的身份登录‘空中课堂’答疑演
示？如何让听课者体验学生端操作等等，保

证了‘空中答疑’的顺利开展。”

本报记者 马丹

空中课堂答疑忙

普陀区 开启名师共享模式

网课外要做 35件事

群益职校 倡导“教育即生活”

■ 洵阳路小学英语特级教师王晨为学生做作业批注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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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河中学数学高级指导教师孙洲与学生分享拓展学习资料

■ 延安初中学生积极参加“云达人秀”活动

■ 群益职校学生在上网课

■ 卢湾一中心小学周南老师结合自然常识学科讲课“病毒、细菌那些事”

■ 光明中学舞蹈团同学为中国加油

    历史上，人类有哪些抗击疫情的经历？蝙

蝠和病毒，人类和野生动物，它们之间究竟有
着什么关系？病毒传染者为何呈现“指数增

长”？在家宅一个月，身体会有怎样的变化，需
要哪些运动项目？居家学习的日子里，每周

二、四、六晚 18时，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的
孩子们都能在学校的在校教育平台，跟着老

师开始一场特别的学科之旅。

负责该校云课堂的华东师范大学开放教
育学院“传灯者”教育团队，为孩子们打磨出

16节与学科知识相结合的视频防疫课。
校长吴蓉瑾介绍，参与视频课程开发

的老师大多是 90后。美术老师刘佳雯通过
介绍有关瘟疫的世界名画，帮助孩子们了

解历史上的人类对瘟疫的态度；英语老师
周骊安为孩子们一点点解读，“Novel

coronavirus（新冠病毒）”名字为何会和

“novel（小说）”相关（coronavirus 中的 corona

在拉丁语中即为“花冠”的意思）；自然老师

周南通过介绍病毒的相关知识，使儿童了
解病毒与细菌的区别；孙晋芳老师则从班

主任角度，介绍新冠肺炎的来源、传播、防
控和特点，使孩子们了解只要应对得当新

冠肺炎并不可怕。

心理老师余珏是这群 90后小伙伴的大
姐姐，也是学校的资深教师。面对孩子们容易

产生的焦虑、恐惧情绪，她做起了心理按摩。
她告诉孩子们：“提到焦虑，我们往往会认为

它是有害的。但其实，只要把焦虑控制在适当
的范围内，不但无害，反而有益。”

本报记者 陆梓华

听课就像是在“追星”

昨天，一则段子火了：“岂曰无课，与子同钉。”说
的是同样停课的日本小朋友，对中国的网课羡慕嫉

妒恨。网友打趣，是否能让钉钉紧急推送一些日文版
的网课指南。

在本市，由市教委组织千余名师按照“同一学
段、同一播出时间、同一批授课老师”原则录制的中

小学在线课程，已经推出一周多了。不仅孩子们感觉

新鲜，不少家长下班回家也会回看“追课”，有的还会
一家人一起对长得帅气、靓丽，讲课条理清晰的教师

评头论足，热闹程度颇似追星。
虽然不要求打卡，但绝大多数学生还是挺认真

对待的。只是，这样的市级录播课程，按市教委的说
法只是个“保底”，是基于公平、稳妥原则而开设的。

也就是说，更多适合本校、本班级实际情况的教学，
还需要基层学校每个教师拿出看家本领。毕竟，指望

看看录像就能把学习搞好，还是不现实的。“即便是
哈佛的慕课，也只是对那些具有研究性学习能力的

少数成年学习者才真正有效。”闵行中学校长何美龙
说，不排除极少数孩子能够把学习当成游戏，从攻克

一道又一道难题中获得快乐和成就感。这样的学生，
就像上世纪 80年代中国社会到处追捧的“天才少

年”，在某一阶段确实有过人之处。但是，他们的成功
并不具有推广性。

对网课或有“水土不服”

浦东新区梅园小学校长毛燕青说：“现在有关网
课的段子有许多，同学们就权当是个乐子吧，毕竟在

家闷得太久了。从反馈的信息看，名师的网课真不
错，但学生的接受和消化能力却是参差不齐的，有的

学生不一定听得懂，有的学生反应会比较慢。这就需
要学校教师在上辅导课时去做更有针对性的讲解。”

六年级孩子家长卞女士说，网课可以回看，不懂

的地方晚上还可以重新学，这是十分有利的。但同
时，又对学生的自学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以

前除了语数英，其他学科的作业基本上都在学校里
完成了，现在则是每门课的作业都留到晚上，做作业

要花更多时间。
学生对网课的“水土不服”，或将渐渐浮出水面。积

极的应对并调整相关的教学步骤，就显得尤为重要。
松江区泗泾小学校长季国栋是数学特级教师，

这几天正在备课三年级“圆的周长”单元，预计下个
月播出。“以数学课为例，希望同学们最好先要预习

一下，因为视频课教师会直接切入新的教学内容，讲
课也是环环相扣的。如果学生有听不懂的地方，可以

先做个记号，等课后再去请教自己的老师。切莫一碰
到卡壳的地方就不听下去了。”他说。

谨防学生“审美疲劳”

如此全学段、全课程、全覆盖的在线教育，即使
放眼世界教育史，也是空前的。

许多学校正想方设法让网课百花齐放、丰富多
彩，孩子们更是在好奇中亦步亦趋地学习。但是，有

教师担忧，一些平时在课堂里尚需老师时时监督的
孩子，新鲜劲一过，会不会对网课产生“审美疲劳”？

为了让学生在空中课堂里能集中精力，老师们

也是花样百出。
近日，杭州文晖中学初一语文老师张小青在网课群

里贴出了一张肖战的照片，试图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虽
然全班学生给照片点了428个赞，可正式上课时，部

分学生的笔记仍旧挺敷衍的。于是，张老师又在上第
二堂课时晒出了本校的校长照片，有校长威严地“压

阵”，学生虽然没有点赞，课堂笔记却记得好多了。

“孩子毕竟是孩子，他们的学习需要教师不断变
化手法调动积极性。”季国栋校长说，网课因为时间有

限，知识点要讲细讲透，教师在屏幕里抛出的问题，
不会等待学生的反应，很快就会给出答案。一旦有学

生摸清了这个“套路”，可能就不会像在教室里那样
积极思考、争相发言，而是守株待兔等着答案。他们

只是把听课当成被动接收知识的“容器”，这样的学习
效果，也注定是要打折扣的。 本报记者 王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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