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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晚间自修室
李塔汇学校有个“在线晚间自

修室”，这是为初三学生专设的，基

者上定在每天20时左右，一共也就

半个多小时。姚辉女校长说，“我们

是农村学校，学生住在附近几个村

里，留一部分教师在学校里全天候

守着，这样，同学们放学回家后也能

随时找老师答疑解惑。”

校教导副主任陈浩胜担任初

三（2）班的数学教学工作，这几天

也留宿在学校。他说：“我会在晚

自修时给十几位有潜力的学生‘开

小灶’，出一些提高性质的题目，没

想到一些中等成绩的学生也要求

加入这个群。班上的小吴同学和

小张同学，数学题做得又快又好，

往往在放学之前就把所有的作业

都做完了。我的电脑里储存了许

多复习卷，我就用QQ发给他们。

昨天我还从外区模拟卷里精选了

几道题，没想到却难住了几位尖子

生，这是一道有关图形运动的几何

题，小吴同学问我答案，我故意不

告诉他们，让他们自己去群策群力

找解决的思路。”陈老师说，班上还

有几个学困生，也是他在晚自修时

必须重点关心的，生怕他们偷懒或

磨蹭，陈老师的“妙招”就是打开视

频，远程关注他们认认真真把作业

做完。

初三年级组长张博说，农家孩

子比较内向，这对上网课有利也有

弊。好的一面是孩子比较听话，从

屏幕里就可以看到他们坐得端端正

正的，不利的是因为不能与老师有

眼神的交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会

影响到学习的效果。因此，复学后

的这段日子，师生们都在争分夺秒。

张老师任教一个班级的语文，

发现有几个学生是需要紧盯住的。

他们的父母有的是做环卫的，有的

是做保安的，疫情期间都一直在外

工作，孩子跟着爷爷奶奶生活，老人

只会管一日三餐，督促学习的事只

能靠班主任和任课老师反复“敲木

鱼”了。

带出首届毕业生
时隔11年后，90后姑娘赵悦即

将第二次走进高考考场。只不过，

这一次，她的身份从考生变成了送考

老师。作为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大

境中学高三（4）班班主任和数学老

师，她将迎来自己的第一届毕业生。

“就像我自己要去考试了一

样！”赵悦说，也正因如此，作为一名

新任高三班主任，心情非常复杂，有

欣慰、有不舍，也有紧张。巧的是，

她在老家的妹妹也刚刚结束高考，

这种种要素叠加，让她更能感受同

学们面对未来的复杂情绪。

前天是全班同学在学校度过的

最后一天，她特意将emoji表情包放

大打印，制作成手牌。大家热热闹

闹举着手牌做道具拍了集体照，也

用各种表情定格那些一起拼过、痛

过、哭过、笑过的青春时光。赵悦希

望大家以饱满的激情与活力面对未

来的酸甜苦辣，用笑脸的表情去迎

接未来的各种可能。

各式各样的表情包，也成为这

名90后老师和同学们的沟通密

码。数学课上，要求每一个步骤都

严谨细致；课前课后的放松一课，赵

悦努力“放飞自我”，戴上各种网红

表情包当头像，拍短视频活跃班级

气氛；秀一下自己新学的“Penbeat

（喷笔）”技能，用笔在切割板上打出

酷炫节奏。

三年的朝夕相处，年龄相仿的

她和同学们亦师亦友，同学们爱和

“姐姐老师”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在用“狗头”表情包报名；她同样用

表情包回应，并用幽默的口气提醒

解题步骤繁琐的同学：“姐30年都

没见过这么复杂的答案，你是有怎

样的勇气。”看见同学进步明显，她

也会兴奋地留言：“近期表现很棒，

我看到了你的努力。”

在同学们眼中，赵悦是个热爱

生活的“姐姐老师”，会抱着吉他给

他们唱民谣，会在工作之余撸铁、跑

步。令她开心的是，有学生在她影

响下，也想在课余动一动，学一学。

“我对他们说，要保持对世界的

好奇心，这比什么都重要。”赵悦说，

十几年前，当她还是一名高中生时，

遇到了一位无论是解题还是为人处

世都非常“帅”的数学老师，激发起

她对数学学习的兴趣，也让她萌生

了做一名好老师的梦想。看着她的

第一届学生在三年时光里，一点点

变得更加自律和自信，她知道无论

是自己还是学生，都和梦想的距离

越来越近。

“抱团取暖”共成长
延安中学高三（11）班的班主

任、数学老师李燕华陪伴着班里36

个孩子，度过了三年完整的高中学

段。在她眼中，每个孩子都是独一

无二的，她的电话、微信随时为孩子

在线；在孩子们眼中，她亦师亦友，

像一个暖阳一样，驱散疫情带来的

阴霾。

“者周日下午3到5点，大家一

起再来刷个数学题，腾讯会员室已

开。”昨天晚上，已经回家冲刺备考

打卡1组的群公告又刷新了。“的

确，疫情给大家带来了阴郁、焦虑

等诸多情绪，此时，微小的个体就

应该抱团取暖，同伴相伴对青春期

孩子尤为重要。”李燕华说，有时候

他们会相互监督，在线上“一起自

习”，有时候他们也会邀请我进去答

疑解惑。

到了高三，同伴影响非常重要，

如果能够营造一种阳光、向上的氛

围，孩子也会自然而然地受到感染，

积极主动起来。“线上的自助打卡小

组，除了一起学习，也成为了疫情期

间孩子们重要的交流平台，会给人

带来存在感，在这个亲密的群体里

聊学习、聊生活，对于缓解紧张情绪

非常有益。”

班里的小陈是一名调皮的大男

孩，以往对待学习总有“差不多就

行”的躺平心态。疫情期间，同为医

护人员的小陈（化名）父母时常忙得

脚不着地，甚至没法回家，更没有时

间监督他的学习。

然而，特殊环境，加速了孩子

的成长。“他变得更自立了，学会了

煎牛排，照料自己的生活。在小伙

伴的云陪伴下，独自在家的他不仅

不孤单，学习还变得更主动，时常和

好朋友相约线上打卡。”李燕华说，

小陈家没有打印机，布置的作业他

全靠手写在者子上。“他的成长就在

这一笔一画之间。”

而李燕华的学生最期待的就是

每周五的班会。上周五的班会，是

高考前最后一场。李燕华在细心叮

嘱孩子们最后居家复习的注意事项

时，也和他们分享了自己的一个考

试秘密：原来，7月7日正是李燕华

的生日。“我当班主任已经有15个

年头了，第一次要在7月7日生日当

天送考。许多年前，我参加高考的

第一天也刚巧在7月7日，当年我数

学考了满分，所以，一定会把好运带

给你们。”

者报记者 王蔚 陆梓华 马丹

老师们线上线下全天候督促学习不放松

陪伴考生迈过“最后一里路”

暑假来临，未成年人的假期

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近日，一男

孩因和母亲发生争吵，一时冲动

跳出窗外险些酿成大祸。

6月29日中午11时，家住静

安区彭越浦路的一名10岁男孩，

与母亲争吵后爬上窗台花架，想

用跳楼吓唬母亲，岂料脚下踩空，

所幸及时抓住了花架，整个人悬

在半空，好危险！

接到邻居报警后，静安公

安分局彭浦镇派出所民警徐

良、沈薇薇带着辅警钟承平赶

往现场救援。远远就看到一名

男童整个身体悬挂在半空中，

用手抓着窗台的花架，随时有

坠落的危险。

三人马上向男孩所在的5

楼冲去。来到了男孩居住的房

间后，发现男孩母亲李女士正

死死拉着套在男孩身上的绳

子，辅警钟承平见状一把接过

绳子，民警徐良又找来一根皮

带缠绕在男孩身上加固，民警

沈薇薇则迅速联系应急救援部

门到场救援。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徐良和

钟承平一刻不敢放松，死死抓着

手中的绳子，鼓励男孩坚持。数

分钟后，救援人员到场，通过专业

工具很快将男孩救下。当男孩被

众人抱回房间，大家才长长地舒

了一口气。

问及男孩为何会悬在半空，

李女士哭着说，上午因为儿子不

听话就和他吵了几句，谁知儿子

突然起身爬上卧室窗台花架，想

假装跳楼来吓唬自己，不料脚下

一个趔趄，整个人跌了出去。幸

好李女士及时抓住男孩手臂才避

免了悲剧发生。

民警当即对母子二人进行了

谈话教育，告诫男孩在和家长发

生争执后，不要冲动行事，更不要

试图通过伤害自己的方法惩罚父

母。对于李女士的教育方式，警

方也提出建议，要加强与孩子的

沟通，多顾及孩子的心理和自

尊。对家中窗户、阳台等存在隐

患的部分要加强防护措施，以防

意外再次发生。

通讯员 周敏 者报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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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母亲争吵想吓唬她

10岁男孩翻出窗
假跳楼酿真险情

日前，金山区举行“美丽湾区 ·

金山如画”2022年金山区文旅新品

优品发布会暨第二届上海湾区滨海

嘉年华开幕活动。

整个夏季金山滨海地区将相继

推出沙滩玩乐、家庭帆船、郊野露

营、鲜果采摘、民俗体验、工业探店

等30多个活动，涵盖吃住行游娱各

个方面，月月有主题、周周有活动、

天天都精彩，市民、游客可以在金山

感受到一份全新的体验。

者报记者 屠瑜

金山举办湾区滨海嘉年华

■ 天天，营山城市沙滩游泳区对外开放运营，玩引市民来此消暑游玩 者报记者 磊磊 摄

松江区李塔汇学校校长姚辉女把毕业年级的这几天称为“最后一里
路”。为了全校60名中考生安心应考，校领导班子和多位学科教师、心
理教师一同住在学校里，方便晚间给同学们在线答疑辅导并做心理舒
缓。她说：“两年里经历了两次长时间的网课，孩子们真不容易。令人欣
慰的是，他们都表现得越来越坚强了。上海抗疫的胜利，也极大鼓舞了
这届考生战胜困难的劲头。”高考、中考开考的钟声即将敲响。在这“最后
一里路”上，教师、家长和社会正在倾心陪着每一位考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