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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台上没有老师，而同学们却“听”得

入神，还会不时回应“OK”“懂了”。教室前

方的投影屏上，有不断跃动的文字和红色

标记，屏幕底部是教学习题，中部是不断延

续的解题思路，空白处时不时会跳出红色

手写字体的问话：“OK吗？”

昨天下午，松江四中副校长刘红丽在

巡视时用手机拍下了这一幕，并配了一篇

随笔，题目叫《无声的课堂》。

故事发生在高二（7）班，也发生在学校

生物教师夏荔的家中。

这几天，松江四中有好几位教师居家

隔离，患感冒的夏荔老师就是其中之一。

学校及时启动应急预案，采用“线上线下”

混合教学的模式给学生上课。“现在线上教

学并不稀奇，难能可贵的是嗓子发不出声

的夏老师，却在用无声的方式坚持授课。”

刘红丽说，她在教室后面观察了10多分钟，

学生们认真盯着悬挂在黑板前方的屏幕，

生怕错过一个字，还借助摄像头，非常自然

地对夏老师无声的讲解作出回应。

“确实，听到孩子们说OK，没有耽误大

家学习，我就感到很满足，也很幸福。”夏荔

老师以微信方式接受了记者的书面采访。

无声的课怎么上？为此，夏老师做足

了“攻略”。她说：“因为不能讲话，我只能

想办法用文字来传达内容，ppt和电子白板

是我认为最合适的传播载体，但是，用笔记

本电脑和鼠标写字又慢又丑。正好我一直

想学画画，就赶紧买了支电容笔，结合平板

电脑的使用，写字速度很快，字迹也十分清

晰。比起用嘴巴讲，写字速度还是会慢一

点，但这恰好给了学生更多的时间去思考

问题，而且还更容易跟上讲课的节奏，听课

的效率也更高了。”

让夏荔最感动的是，这次意外的线上

教学，课堂情况发生了反转，虽然她全程没

有发出任何声音，但孩子们会念出她写出

的每一个字，整堂课师生互动很温暖。

通讯员 王梅 本报记者 王蔚

讲课不闻其声 学生“听”得入神
松江四中老师居家隔离突然感冒失声

这两天，根据疫情防控要求，上海理工大

学南校区启动闭环管理，开展人员和环境筛

查。在暂时封闭的校园里，师生们一边配合筛

查、安顿生活，一边惦记着“开教室”和“找教

室”——前天，658门课程全部启动线上教学。

收到即将启动线上课程的通知，选修了

顾铮 教授的“大学物理”的学生聚在课程

群里讨论起来：“顾老师的板书看不到了？”

“看不到老师的第一天，想念。”

上理工理学院的顾铮 教授是上海市

教学名师，他坚持了30多年的板书精致又

漂亮。“物理学科有非常强的逻辑性，板书非

常适合一边讲解一边启发学生，师生通过板

书一起进入角色，了解演算思考的全过程。”

顾教授表示。

课程要转线上了，学生仍想看板书？安

排！上理工理学院与学校信息部门联动，开

放南校区智慧教室，确保顾教授的课堂有黑

板，确保学生能在云端“进教室”。昨天上午

7时许，顾教授来到卓越楼的智慧教室调试

设备，8时准时开讲。昨天，近百名学生在

各自寝室与云端教室自拍“打卡”。

对于线上教学，师生们都不陌生。近两

年，上理工优化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案，从

教学平台、教学方法到教学模式不断完善，

打造“线上同步课堂”。也正因此，当特殊情

况突然出现时，学校仍能做到不停学、不降

低教学要求。 本报记者 易蓉

网课也能看到教授的板书
上理工南校区智慧教室助力线上课程

本报讯（通讯员 张成妍 记者 江跃

中）普陀区长征镇在近日全面推广使用“随

申码 ·场所”（以下简称“场所码”）。出入各

类场所的人员使用微信、支付宝、随申办

App等终端，扫描对应“场所码”后，便可实

现扫码登记、亮码通行。目前，普陀区其他

街镇也陆续开展了“场所码”的推广。

“场所码”是“随申码”系统为场所生成

的一个专有二维码，市民只需“扫一扫”，系

统后台将自动核验进入场所人员健康信息，

并标识场所名称、位置等，进行自动化登记，

以实现人员流动复杂场所的精准防控。

在区大数据中心的指导下，长征镇近

日已在镇政府机关、城运中心、社保中心、

文化中心、健身中心、城管中队办事窗口、

片区服务中心等单位率先试点使用“场所

码”，这是推广的第一步。第二步，即将范

围扩大至辖区商业体、菜场、超市等人流密

集场所。第三步，便是让“场所码”“席卷”

全区，便于相关部门开展精准追溯排查。

接到“场所码”试点通知后，长寿路街道立即

召开商场和园区负责人紧急会议进行全面布

置，不到一天，11家商场及园区已完成“场所

码”安装使用，32家大型餐饮场所即将完

成，力争下周实现“场所码”全街道覆盖。

■ 法人通过PC端登录https://qrcode.

sh.gov.cn，或通过随申办App、随申办微信小

程序、支付宝小程序等终端进入移动端“随申

码·场所”申请页面进行申请，用户在填写单位

信息并核验通过后获取单位专属“场所码”。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顾武 记者 江跃中）

因医学观察规定而在家隔离的静安区临汾路街

道辖区的居民，若需要开具《居家隔离证明》，以

后不必再为证明去哪儿开、如何获取而烦恼了，

该街道于3月9日晚上通过线上服务平台“临小

二”，成功研发出了线上申请通道，居民只要在手

机等电子设备上动动手指申请，足不出户，60秒

内就能轻松获取证明，可谓快捷便利。

临汾路街道地区居民要开具《居家隔离证

明》，可有两种方式进入申请平台，一是点击

“美好临汾”公众号里的服务栏目，选择“申请

居家隔离证明”菜单栏；二是扫一扫居委会提

供的二维码。进入申请页面后，按照提示填写

信息提交，系统自动比对数据库，比对成功后，

居民可收到立即成功开具证明的短信通知，申

请人按照提示下载《居家隔离证明》即可。

“临小二”新增的这项便民服务，不但让社

区居民在“零接触”的情况下有了更安心的办

事途径，也让社区干部减少了工作量，能腾出

更多时间和精力为群众服务。

1分钟手机搞定《居家隔离证明》
临汾路街道线上“临小二”数字便民服务又出新招

分三步推广“场所码”，防控更精准
普陀长征镇利用大数据管控人员流动复杂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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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通讯员 张

燕丽 记者 袁玮）“感谢大

家在这特殊的时期给我一

个特殊且难忘的生日。加

油上海！加油虹口！”近

日，虹口区广中路街道一

小区因防疫管控需要实施

封闭管理，居住在该小区

的街道平安办工作人员叶

振华又多了一个身份：志

愿者。他的生日也是在志

愿服务中度过的。

起初，叶振华有些懊

恼，当下疫情反复，自己隔

离14天，就意味着不能和

同事们一起冲在防疫一线

了。但很快叶振华豁然开

朗，他来到居委会主动请

缨，当起了社区志愿者，

参与小区各项疫情防控

工作。小区封闭的当晚，

叶振华几乎一夜未眠，一

直和居委干部、物业工作

人员及其他志愿者一起

忙碌着，拉警戒线、搭帐

篷、放置桌椅、配置消毒

物品、防疫物资等，做好

核酸检测前的准备工

作。叶振华奔走在小区

里，手机里的计步软件记

录着叶振华的忙碌，他每

天的步数都超过2万。

3月9日是叶振华41

周岁的生日，援滇半年归来之后，原本他计

划和家里人一起过。没想到，最终这个生

日是在志愿者的岗位上度过的。工作人员

无意中发现了叶振华生日的事情，随后街

道为叶振华买了一个蛋糕送过去。就这

样，3月10日下午，在忙碌的间隙，小区

所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刘强带领着大家

为叶振华补过了一个生日。对着荧荧烛

光，叶振华许下了生日愿望：希望疫情早日

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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