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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几百名集中隔离和封闭小区的孩子如何上课？

上音实验学校3000名师生集体亲历疫情防控大考

云端第一课：点赞

    “哎呀，支付宝的随申码又调不

出来了。”70多岁的陈奶奶看着验证
界面傻了眼，这几日连商场都不敢

进。“我想打疫苗，拿着手机去接种
点就好了，是吗？”80多岁的蒋爷爷

也面临数字难题，担心不会操作手
机白跑一趟。两位老人都是知识分

子，住在徐家汇街道交大新村居民

区，但如今面对智能手机却一筹莫
展。好在居委来了个挂职的小伙子，

复旦大学毕业的、市交通委选调生
胡召玉，小胡为他们量身定制了一

本“武林秘籍”———《消弭长者“数字
鸿沟”指南》解决难题。

实干的俊小伙
今年元旦过后，小区居民听说

居委会来了个高高大大的俊朗小

伙，原以为他只是跟在居委干部后
面跑跑腿的“小跟班”，没想到这个

心思缜密、组织能力超强的年轻人
居然花了不少“巧心思”，让老人手

中的手机真正成了一个“掌中宝”。

“阿玉，能教我使用微信不？这
样你到上海工作后，我就可以通过

视频看到你啦！”这是胡召玉年近八

十且患有眼疾的爷爷疫情初期在家

对他讲得最多的一句话。这句话在
胡召玉离开重庆老家后不时在他脑

中响起。来社区工作后，他发现不少
老人面对智能手机“复杂”的功能和

五花八门的App无所适从，不时有
人来找他询问如何下载App，如何

截图、下载歌曲......让他意识到，老

人对智能化、电子化的需求，孤寂的
老人对远方家人的思念也让他感同

身受。为此，胡召玉做了120份“关于
老年人智能手机使用情况的调查”

在小区发放，回收问卷后他发现，辖
区70%以上老人都有大学及以上学

历。“他们几乎都有智能手机，主要
想用手机网上购物、出行、预约挂号

等，其中不少是独居老人，子女在国
外，对视频对话需求迫切。”胡召玉

上门走访、座谈、调研，发现缺乏针
对老人的相关培训，市场也难觅好

看易懂的智能手机使用手册。

实用的小册子
在徐家汇街道支持下，胡召玉

着手编撰《消弭长者“数字鸿沟”指

南》。根据老人实际需求，指南包含3

大学习平台、6大必备App、5大高频

操作，并以此为蓝本给社工开课培
训。9月，指南印出来，受到老人“热

捧”。“常常是上课时学会了，但年纪

大了记性不好，回家又忘了，这本
‘指南’可以让我们回家复习下，小

册子这种传统教材让我们更安心。”
除了小册子，胡召玉还设计了

“数字银龄”系列课程。扬招出租车
老是被拒？移动支付不放心？网约车

软件太复杂？在居委活动室，青年
“老师”和老年“学生”，因数字化生

活主题擦出“火花”。第一堂课教老
人“出行”，学员们手拿纸笔，聚精会

神盯着大屏幕，全神贯注地听着每

一步操作，时不时写下笔记。“打开
App点那个蓝色按钮就可以‘一键

叫车’；不需要输入目的地，不会线

上支付也可以先上车再用现金或公
交卡付钱，系统会优先接老年人的

订单。我们也终于可以用手机打到
车啦！”老人开心极了。课程结束

后，居委干部、志愿者和老人一对
一、手把手操作指导，一时把Wi-Fi

都“挤爆”了。不少老人表示，“与子

女聚少离多，相见都难，更别说学习
手机使用。现在好了，有小胡这样有

爱心有耐心的青年人，遇到手机问
题都能快速得到解答，感觉生活更

有幸福感。”

实在的好日子
看到老人高涨的学习热情和可

能会出现新问题，胡召玉建立了一个

交流群，老人遇到问题，他都及时耐

心地解答，甚至上门指导。他接连开

设了十多个课程，每堂课都被“秒

杀”。为此，他邀请多家单位和母校的
学弟学妹做“外援”，教老人视频聊

天、一键打车、扫码乘车、出示健康
码、预约挂号、登记疫苗接种等。同时

主动对接社会资源，联系“一键叫车”
智慧屏进社区项目。经信息上报、实

地勘探、安装调试，徐汇区已有30多

个运营点位，初步建立起广覆盖、多
层次、智能化的老人叫车系统。
还有不到一个月，胡召玉就要

结束一年的基层挂职锻炼。最近，他

正在推动建立一个社区单位、社区、
志愿者联动的长效机制，让“数字银

龄”成为常态，“还有几台‘一键叫

车’电子屏将完成后续安装，善始善
终，让老人拥抱‘数字生活’。”

本报记者 袁玮

居委小伙“巧心思”激活老人“掌中宝”
年轻挂职干部为社区年长居民量身定制数字生活“武林秘籍”

    因疫情管理，

新江湾城橡树湾小
区在12月3日晚进

入封闭管理。家有
学童的橡树湾小区

居民，最担心的莫
过于孩子学习是否

会受影响。今天，复

旦大学第二附属学
校江湾校区的“在

线居家课堂”正式
上线，75名身在橡

树湾的学生都能在
家收看课堂直播，

停课不停学。
复旦二附校距

离橡树湾小区约1

公里，小区在读学

生不少，这75名学
生分属一到九年级

41个班。为让他们
学习“不离线”，小

区封闭消息一出，
二附校就启动紧急

预案，调动所有部
门，排摸统计隔离

学生情况。一方面，
学校组织师资准备

在线教程和课表，不到三天便准备好

了“在线居家课堂”。昨天下午，老师
们还做了多场直播调试，确保每个学

生都能在家观看，互动参与。另一方
面，学校信息组专门为孩子家长组建

起一个技术班级群，手把手指导学生
登录账号、收看直播，“信息班主任”

每天都会关注他们的上课情况。昨

晚，75名学生都已收到“居家学习任
务指南”和课程表等。

从今天开始，学校每个年级都

有一个班安排课堂教学直播。为了
更好的直播效果，学校临时采购一

批声卡，收录老师讲课以及课堂上
师生互动实况，让居家学生如“身临

其境”。课后，学生在线提交作业，老
师及时批改、在线反馈，一对一答疑

解惑。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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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上海音乐学院实验
学校的师生来说，可谓是新冠疫情暴发以
来最焦灼的时光。这所拥有约3000名师生
的一贯制学校，集体亲历一场疫情防控
大考。坚强、团结、自立、宽容，或许是上
音实验师生一同提交的“闯关锦囊”。

本报记者 易蓉上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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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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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洗衣服

②测核酸

③做作业

④玩游戏

临时组团定课表
今天是周一，几百名正在集

中隔离或小区封闭式管理的孩

子如何上课？从今天开始的两
周，学校启动线上线下相融合的

教学方式。校长贾晓岚介绍，从
一年级到九年级都有不能到校

上课的学生，学校按年级组建临

时班级，设立临时班主任，建立
班级群、云教室，并且为他们制

定线上课程课表，调配专门授课
老师，保证所有学生有课上；此

外，针对初中高年级学生还特别
关注答疑辅导等机制，确保云端

也能“上好课”。

记者看到，线上课表不仅有

语数外，还有体育课、艺术课、科
学课等，广播操、午休、眼保健操、

心理教育也同步安排。

一年级的任务单
今早8时50分，升旗仪式开始；

9时整，校班会课拉开这场特殊线

上学习的帷幕。“核酸测试的时候，
我看到你们一次比一次勇敢、淡

定。全校师生面对突如其来的考
验，每个人都顾全大局、积极配合，

做到了分内事，还为身边的人提供

了很大的帮助。”贾晓岚在云端第
一课上给大家鼓劲：“这对我们大

家都是一段珍贵的成长经历。相信

经过这件事，面对以后的人生，你

们会有更稳定的心理素质，会有更
大的格局。”

周末开始的隔离生活开启
“悠长假期”？不存在的！班主任

给一年级小朋友的任务单是这
样的———学着系鞋带、扎辫子，

试着洗衣服，看看能不能照顾好

自己。隔离酒店里，熊家椿小朋
友在老爸指导下，用自己的小

手，将脏袜子、小短裤洗得干干
净净，晾得整整齐齐。另一边，二

十多位集中隔离的老师也收到
“装备”———人手一台调试完备

的笔记本电脑、网线，备战云课

堂少不了“硬实力”。

大家一起来面对
昨晚，所有学生的学习包全

部送到，云课堂也调试完毕，小学

初中分别召开线上家长会，主题

都是“我们在一起”。“这是一场需
要所有人一起努力的考验，我们

每位老师、教工都承受着很大的

压力。但温暖和幸运的是，我们也
获得了许多支持———政府快速调

配物资、保障网络，疾控有序制定
防控方案，家长更给予很多理解。

我收到好多短信，他们都说要来
当志愿者帮忙。”贾晓岚说：“这或

许是一种我们必须要适应的新常

态，需要大家一起来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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