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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新冠疫情，上网课一度成

为许多美国孩子的日常，孩子们也

逐渐习惯了上网课的日子。如今当

他们返回校园，老师们发现了些许

变化。如何帮助孩子们重新找回线

下上课的感觉？

收心？有点难度
“我们九年级的学生上一次有

一个规范的、不间断的学年，还是在

他们六年级的时候。”回顾疫情最严

峻的两年里的教学工作，在芝加哥

一所高中任辅导员的詹妮弗 ·法恩

摇着头说道。

新冠疫情在美国迅速蔓延的日

子里，许多学校都将课堂从教室搬

到线上。然而也正是那段时间里，

太多美国家长目睹了孩子用手撑着

脑袋，对着电脑上的在线学习软件

打瞌睡。毕竟，远离教室意味着不

再有课堂秩序的约束，自觉成了一

种“奢侈品”。更何况大多数时候，

家长也无暇监控孩子学习。

如今，随着学校逐渐复课，孩子

们也不得不收收心，坐回到教室里

听从老师们的管教。可是一份针对

362名美国学校辅导员的调查发

现，想要让疫情暴发这些年里“自

由”惯了的孩子们收心并不容易。

86%辅导员认为孩子们难以专注于

课堂，72%辅导员表示学生时常会

破坏课堂秩序，69%辅导员发现孩

子们在时间管理上出现问题。

与此同时，学生们的成绩似乎

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线上教学的

效果恐怕不如线下。

根据美国研究院、达特茅斯学

院、哈佛大学和教育评估非营利组

织NWEA组成的研究团队对美国

49个州和华盛顿特区1万所学校的

210万名中小学生的调查，在接受

远程或混合教学的2020至2021学

年里，孩子们的学习情况远不如以

往在教室里接受面对面授课时，数

学和阅读成绩均有所下降。印度中

央中等教育委员会也发现，10年级

和12年级学生在国家级的CBSE考

试中的整体成绩有所下降，可能会

影响到升学。

18岁的美国学生安赫 ·霍普刚

刚以优异成绩从高中毕业，甚至拿

到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奖学金，但在

新生入学摸底考试中，他面对数学

试卷能做的竟然只有猜。想想被疫

情“笼罩”的高中时光，霍普知道这

是意料之中的：三分之一的时间在

家度过，线上课程没人“查岗”，他会

翘课去打工或是跟兄弟姐妹一起玩

电游，要么就直接在床上躺平过一

天，老师们也往往对“特殊情况”下

学生们的成绩“宽大处理”。“我觉得

我真的没有学到什么东西。”霍普失

落地说。

对于孩子们学习效率下降，参

与调查研究的托马斯 ·凯恩并不感

到意外：“分心、技术故障，以及在线

教育的许多其他‘陷阱’，使得它远

不如面对面教学更加有效。”

交友？难以相处
但比起学习进展，更叫人担心

的是孩子们的社交技能，因为这个

年龄段正是他们社交和情感发展的

关键阶段。

艾米丽 ·古尔德还记得，有一年

春天，儿子拉菲放学回家总是向他

们告状说，一个同学故意在操场上

踩他的手，“那种语气，就像是对他

怀恨在心”。可是现在，拉菲时不时

会念叨着：“要是他再踩我的手就好

了。”儿子对那段“被欺负”的日子的

“怀念”，让古尔德哭笑不得。

可是真的回到学校，见到朝思

暮想的小伙伴，渴望交朋友的孩子

们却不知道该如何与同龄人相处。

自从学校恢复线下教学以来，

在宾夕法尼亚州伯利恒一所高中任

校长的哈里森 ·贝利就总是一手拿

着对讲机，一手指挥教职工们收拾

学生们的打架现场，一边又赶往自

助餐厅去解决另一场吵架。“这就好

像到处有炸弹，而你只是希望没有

人点燃火柴。”贝利感慨道。

不只是贝利一个人有这样的感

觉，学生们“容易与同龄人发生肢体

冲突”也是辅导员们在调查中普遍

反映的问题。“几乎每天都会有学生

发生肢体冲突。”小学辅导员阿兰

娜 ·凯西和斯蒂芬妮 ·库姆斯都觉

得，孩子们似乎变得比以前更容易

大吵大闹，“即便是很小的事情，都

会触发不成比例的极端情绪反应”。

“孩子们在努力交朋友，可是当

发生冲突时，他们不知道如何解决

矛盾。”在科罗拉多州布莱顿东南小

学辅导员詹妮弗 ·施拉特看来，较长

一段时间与同龄人的疏离，或许让

孩子们有些忘记他们曾经是如何相

处的。统计数据显示，六成孩子觉

得自己在交友上遇到麻烦。即便是

大一点的孩子，老师们也觉得他们

比疫情前更容易起冲突和爱动手。

与此同时，58%辅导员发现，经

历了一段时间的网课后，孩子们似

乎更习惯“单打独斗”，不知道该如

何和同学合作完成老师布置的任

务。“团队合作的能力几乎不复存

在。”一名辅导员感慨道。即便是聚

在一起，孩子们也往往更喜欢一起

对着屏幕，而不是一起做一些别的

更有意义的事情。

改变，一起努力
对于孩子们出现的种种问题，

究竟该做些什么来帮助他们？

在印度的瓦拉纳西，学校老师

深刻地感受到线下授课的优势。“我

可以看到学生的眼神，看他们是否

听懂，这在线上课堂是不可能的。”

但受制于线下课程有限的时间，想

要帮过去几年因为疫情而耽误学习

的孩子们“打补丁”追赶课程进度，

光靠课堂讲解显然不够。

“在线教学的出现，导致学生们

的注意力持续时间下降。为此，回

归线下，我们急需抓紧教师培训，让

他们能够在有限的课堂时间里抓牢

孩子们的注意力。”印度希克沙亚坦

学校基金会秘书长布拉塔蒂 ·巴塔

查亚认为，教师们应该对越来越多

发生在不同时间空间、利用多种手

段的混合教学作好充分准备。

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和恰蒂斯加

尔邦政府启动志愿者项目，招募年

满18岁的志愿者利用课后的2小

时，为需要补课的一到八年级学生

补习泰米尔语、英语、数学等课程，

或者陪伴6到14岁的孩子阅读、写

作、背诵诗歌等。

另一些老师则发现了被“嫌弃”

的线上授课工具的优点，开始摸索

将线下课程与线上教学融合。利用

疫情期间在通讯软件上创建的群

组，老师们在群里分享学习材料，及

时答疑解惑。线上教学过程中为了

提高学生参与度和积极性而采取的

一些小技巧，比如分组讨论、课堂投

票等，也完全可以应用于面对面教

学中，为学生提供课前课后的在线

学习内容，增强学习灵活性。但澳

大利亚兰卡斯特大学技术强化学习

高级讲师李庆美强调，学校引入混

合教学模式更应该关注质量，而不

能单纯地增加教师工作量。

在美国肯塔基州一所小学，开

学第一天从“情感签到”开始。

“很高兴见到你，感觉怎么样？”

摆在四年级学生丽娅 ·雷尼面前的

一台笔记本电脑发出令人愉快的声

音，并给出“快乐”“伤心”“担心”“生

气”“沮丧”“冷静”“愚蠢”“疲劳”8

个表情符号，让雷尼从中选出最符

合她心情的一个。雷尼选择了“愚

蠢”，她解释说，这是因为在线学习

期间她感觉自己总是在悲伤的情绪

中不断挣扎。根据这一答案，电脑

屏幕上的一个卡通形象给了她一些

管理情绪的建议，同时提出了其他

一些问题，比如“你今天吃早餐了

吗？”“你受伤或生病了吗？”“家里一

切都还好吗？”“学校里有人对你不

够友善吗？”

同雷尼一样，雷克伍德小学的

所有420名学生都以这样的方式开

始了新的学期。“情感签到”正是这

所小学用来调查学生心理状态的新

方式，以帮助老师及时关注和帮助

那些内心正在挣扎的学生，识别害

羞安静的孩子。因为只有让这些孩

子开口沟通，才能避免他们被忽略。

不仅如此，这所乡村小学还投

入资金，在每间教室开辟一个名为

“休息一下”的角落。在这里，学生

们可以找到通过深呼吸或使用解压

球、按摩指环舒缓情绪、放松心情的

提示。学校还计划再建造一个“重

置屋”，孩子们可以在那里纾解压

力，与辅导员谈心。

那么，如何帮孩子们摆脱社交

焦虑，从线上转到线下，主动在真实

生活中与同龄人打交道？

爱尔兰临床心理学家大卫 ·科

尔曼认为，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正

在对年轻人的社交能力构成威胁。

而长时间的线上学习更是让他们习

惯于一天到晚与屏幕打交道，回避

与人的交往。临床心理学家梅伦贝

克说，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学校、老

师、家长和整个社会都需要作出努

力。爱尔兰的斯莱戈文法学校尝试

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在校任职

的麦吉尼斯发现，自从这项禁令执

行后，孩子们又开始在走廊里互相

聊天了。

对家长来说，则是要留心孩子

们的情绪变化，同时控制好自己的

焦虑情绪。田纳西州一家咨询机构

的主管范德尔普解释说，一些家长

可能会发现孩子们出现身体上的不

适，例如肚子疼、头疼、浑身不舒服，

而这些可能正是社交焦虑的表现。

大一点的孩子则可能表现为拒绝起

床、拒绝出门，早上行动慢悠悠，甚

至引发和家人的争吵。“记住，耐心

是最好的解决方案，千万不要当着

同学的面叫住他，让他成为焦点。”

作息改变收心不易 渴望交友却又焦虑

如何让孩子们重新爱上校园生活？
文 /本报记者 齐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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