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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 后疫情时代后疫情时代，，教师如何调整心态和策略应对疫情之后教育教学的新变化教师如何调整心态和策略应对疫情之后教育教学的新变化？？在线教学与课堂教在线教学与课堂教
学如何有效衔接与融合学如何有效衔接与融合？？疫情相关课程能否成为校本课程长期存在疫情相关课程能否成为校本课程长期存在？？学校课改将向哪里去学校课改将向哪里去？？周刊周刊
特别策划特别策划““后疫情时代的学校变革后疫情时代的学校变革””议题议题，，继续呈现相关思考与实践成果继续呈现相关思考与实践成果。。

后疫情时代的后疫情时代的““心心”“”“事事””衔接衔接

重庆市：

开学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衔接
本报讯 重庆市首批初三、高三和中职

毕业年级学生于4月20日返校复课。4月13
日，在重庆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

布会上，重庆市教委副主任邓沁泉就全市各

级各类学校开学前的相关情况作了介绍。

重庆市教委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学生返

校后教育教学工作的通知，提出从学生报

到到开学后出行、教学、用餐、住宿等精细

化管理的要求。

针对开学后如何做好线上线下教学衔

接，邓沁泉表示，线上教学是一种新兴的教

学形式，无疑对保障学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的

学习进步是有好处的，但在教学时间、学生

学习质量的保障上与在校学习仍存在一定

差异，开学后的线下课堂教学，首先要摸清

学生的学情，知道学生哪些知识有欠缺和遗

漏，为线下教学查漏补缺找准靶子；其次要

精心制订教学计划，有针对性地实施教学工

作，培优补差、查漏补缺，让学生能够在连续

的学习过程中保证前后知识的衔接，不至于

落下账、补不起来填不上，影响今后的学习；

再次要做好个性化教学保障，对部分在线上

学习中留下知识缺陷和空白点的学生要加

强辅导，为之补起来，对一些留守儿童或家

庭学习条件不足、学习有困难的学生要加强

关心关爱和学业上的支持。 （刘敏）

浙江宁波海曙区：

校园按下“播放键”
本报讯 4月 13日，浙江省宁波市海曙

区初三学生率先开学，24所初中 7000多名

初三学生正式重返校园，让沉寂已久的校

园渐渐苏醒。

交警、协警、护苗队家长志愿者早早来到

海曙外国语学校，为学生返校复课共同护

航。戴口罩、出绿码，一米间隔排排站；测体

温、手消毒，防控表格纷纷交……海曙区横街

镇中心初级中学全体初三班主任、校医等在

校门口迎接学生，并进行严格的检查。宁波

市第十五中学开学即邀请海曙区疾控中心医

生进行预防新冠肺炎的安全讲座，为学生在

特殊时期的健康安全保障上了重要一课。李

兴贵中学专门为疫情防控工作编写了“三字

经”，更好地帮助师生熟知在校疫情防控的各

项流程和细节；校长沈世军还自掏腰包为学

生准备了生日贺卡，鼓励学生树立信心战胜

困难，不负韶华，奋勇前行。 （陈佳玲）

河南郑州市第十二中学：

多维度助学生身心“复位”
本报讯 4 月 7 日，河南省高三复学。

郑州市第十二中学迎来了第一批返校学

生，学校统筹规划，在此前线上教学系统开

展生命教育、生活教育、信念教育、科学教

育、道德教育的基础上，继续从感恩、爱国、

规范、科学、敬畏、励志 6个维度进行开学

“第一课”，帮助学生身心“复位”。

“春天如期，云开见日，经历了同心抗

疫的冬天，相信每一个人都为此次战疫过

程中祖国高效有力的措施而感到安心与自

豪。”新学期的第一个升旗仪式上，校长孟

天义以《春意暖，花盛开，吾心喜，君归来》

为题，“致敬”所有为这场战“疫”贡献力量

的个人和群体，也向学校全体师生寄以新

学期的期望与祝福。

为迎接学生复学，郑州市第十二中学

已分层分类别进行了全员复课防疫知识培

训，并特别制作了《“防疫”指导手册》。学

生返校实施严格的测温程序，随后按照男

女生通道分别有序进入学校；开学第一课

即以疫情防控为主题进行防控安全教育，

引导师生科学防护；组织学生进行就餐演

练、体温检测异常演练、如厕演练等；开学

第一场主题班会以《春暖花开 我们回家》

为题，借助疫情中涌现的先进事迹，引发学

生思考生命，学会感恩，珍惜当下。

据了解，河南省艺术统考已于4月6日开

启，各地建立考试视频录制点，让考生就地就

近录制，以全程录像监控、全省集中评分的方

式进行。作为郑州市的唯一考点，音乐、舞蹈

类专业考试已在郑州市第十二中学举行。开

考当天，河南省教育厅厅长郑邦山、省招生办

公室主任刘刚等也走进学校详细了解全省普

通高校招生艺术类统考工作及学校高三复学

准备情况，并对艺术统考保障和高三安全复

学提出进一步要求。 （黄玉杰）

迟到的开学季，缓步向我们走

来。此时，需要我们迅速从后疫情

时代的倦怠状态中走出来，做好开

学复课的衔接工作。

回头看，有效复盘，明确成长增

量；向前看，厘清思路，有效规划，推

动集体快步行动。当我们做好了

“心”与“事”的双重衔接，才能稳稳

迈出复课工作的第一步。

勿忘“事”的衔接
从防疫流程到学情复盘

开学“事”的衔接，要未雨绸缪，

摆在首位。从防疫的角度做好每日

进校检查的流程，做好应急事件的

充分预案，手上有纲，心中不慌。物

资的准备也是必要的，备齐备全各

类物资，要提前行动起来。物资保

障，保障的就是正常开课时家庭的

心理安稳度。

细化，是开学事务工作的重要

原则。对于开学前的准备工作列明

任务清单，厘清报表顺序，做好健康

码的申领工作，做好教室等公共区

域的消毒工作，做好学生的返校通

知和出入管理工作，做好上课不同

环节的教室卫生要求，做好学生就

餐设计和陪餐监管制度。复课之后

的学情摸底也是重要的一环。读写

演练评，分项练习和表现性评价的

自主测查，用数据反馈链接线上线

下教学进程，避免迷失于表象中的

“高歌猛进”，造成学习效果的“空中

楼阁”。

勿忘“课”的衔接
从远程微课到开学首课

从长课到微课，我们走过了艰

难的改变期。如今适应了远程微

课，回到正常的课堂教学，仍然需要

时间来适应。

带着对崭新生活的向往，带着

宅家多时重回正常生活的期许，结

束了远程微课的师生返校后，学校

不妨打破按照节次教学的时间惯

例，把开学第一天当成“生命教育”

为主题的复课“开学节”，尝试从“健

康意识、协作意识、居家意识、规划

意识”四个模块进行整体规划。在

总结中反思，在规划中开启：规划告

别陋习，开启全新生活；规划同伴同

行，有效监督促进；规划目标拆解，

便于有效实施。认真封存这一段值

得我们收藏的共同记忆，努力开启

有序有质的新学期生活。

勿忘“心”的衔接
从心理辅导到团队拓展

从个体出发，对学生假期成长

的过程关照，是每个假期结束的常

规关注点。疫情背景下的生命成

长，做好复课“心”的衔接，才能帮助

学生从宅家的慢节奏回复到集体生

活的快节奏。因此，团队心理辅导

和拓展活动是必要的热身运动。

立足在“宅家小公民”德育系列

课程的基础上，学校从情绪管理、健

康管理、生活管理等维度，聚焦居家

期间的“安静宅、花样宅、健康宅”三

个板块，进行开放交流行动分享。

在“开学节”上，做好对这个超长假

期的心理辅导大课。盘点安静宅

家，学会与己相处，找到静中取乐的

生活方式，找到疫情期的心灵休憩

口。聚焦“有味道的相处”来盘点花

样宅家，学会亲人相处，聚焦“有增

量的体能”来盘点健康宅家，让宅家

生活更加有质量，是对新学期健康

新生活的必要影响和带动。

当学生返校，教师从心理辅导

到团队拓展，要用好开学首日这个

重要节点，引领反思，共同成长，帮

助学生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勿忘“理”的衔接
从梳理经验到提取精华

今 天 的“ 管 ”是 为 了 明 天 的

“理”。线上线下教学的衔接，不要

变成对于在线教学组织经验的果断

抛弃，倘若细细揣摩，一定有可保

留、有可坚持。

主动梳理回顾在线教学经验，

才能精准发现值得常态教学坚守的

细节。在线教学期间，数学学科“小

老师制”让很多学生成为我们的“一

题之师”；音乐学科在线共学共唱，

让我们有了隔屏“同唱一首歌”的视

频作品……学科教师不断突破创

新，让教学工作不断出新，这些创新

机制成为我们复课后坚持的方向。

宅家美食大厨赛，家长录制视

频教孩子新的烘焙本领；垃圾分类

微课程中，不同年级学生家庭拍摄

垃圾分类的方式方法……多样化的

互动，发起了广泛的跨家庭交流，这

种“破局”意识也非常值得复课后一

以贯之坚持。

回头看，用心复盘，我们找到了

“非常”时期带来的成长赋能。向前

看，有序行动，我们规划出崭新教育

生活的铿锵节奏。教师的思想不

停、行动不停，才意味着“停课不停

学”能够扎扎实实落在每一个家

庭。让我们在回头看与向前看中，

总结经验，积蓄力量，带着思想开启

崭新的新学期。

（作者系浙江省杭州市春晖小

学校长，全国知名班主任）

复盘勿忘“事”衔接全在“心”
□ 田冰冰田冰冰

我认为，思维模式是一种心态、倾

向、习惯、精神状态。一个人有什么样

的思维方式，就会作出什么样的选择，

这种选择就可能决定未来的人生是什

么样。学校教育改变不了学生的生活

环境，却能改变学生的思维方式。

肆虐全球的疫情终将过去，每

个人都应该仔细审视自己的生活方

式，审视对生命万物的态度，提升思

想境界，改变曾以为固定不变的思

维模式……教育工作者更要以此次

疫情为契机，提升自己和学生的思

维层次，共同以新思维应对新学期。

互联网思维与批判性思维。互

联网思维是在“互联网+”“大数据”

等科技不断发展的背景下，对事物

进行重新审视的思考方式。当疫情

风暴充斥网络世界，与其转发各类

消息，不如和学生一起提升批判性

思维与科学素养，不盲从，学会提

问，勤于质疑，分清事实与观点并追

根溯源，去辨识、推演、论证我们所

看到的一切，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后疫情时代，是教师教育学生关

爱自然、善待生命的最好机会；通过特

殊事件帮助学生养成独立思考、自主

选择、善于拒绝的能力，才不会陷入今

日传播、明日辟谣的尴尬。网络思辨

教育，是教育需要重视的一道命题。

积极思维与成长型思维。积极

思维能激励师生自强不息、见贤思

齐，能激发生命潜能和创造潜能；成

长型思维认为一切都可以通过练习

进步，让人更关心提升自我，拥有不

同以往的一种更加丰富的生活——

积极、向上、开明。

经历了一场疫情之后，师生更需

要这样的积极思维和成长型思维来

迎接新学期，因为这个世界上充满了

帮助我们学习、成长的有趣挑战，通

过学习、探索就能走向更好的未来。

升级思维与系统思维。不断充

实自己，才能不断赢在新的起跑线

上，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要及时

充电升级，以应对未来的变化，这是

升级思维带给我们的启示；系统思

维即全面思维：开阔视界，着眼整

体，教师要帮助学生树立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引导学生与时俱进、关

注现实，把中国放入世界，把实践融

入学习。复学后，师生主动升级自

我，以“大我”取代“小我”思维，成就

的可能就是有国际视野的新生代。

自律思维与危机思维。自律思

维就是学会自己管理自己——自我

约束力，通常反映一个人对自己情

绪、愿望、习惯和爱好等方面的控制

能力。自律思维就如同镇定剂，玩

耍后按时写作业、天寒时能准时起

床、喧闹场合也能专注读书……这

样的自律者一定会有更大成就。危

机思维则是居安思危、未雨绸缪。

与其每天无所事事，不如静下心来

审视自己，扎扎实实过好生活。只

有在安宁的时候未雨绸缪，才能随

时无惧风雨。

内心中有危机感，行动上有自

觉性，不断自律及自我控制，这样的

师生势必走在别人前面。

复利思维与合作思维。复利思

维也可称为“滚雪球思维”，即简单

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认真

做。没有合作，中国抗疫不会取得

如此成效；没有合作，新学期防控与

教学就无法有效开展……合作思维

极为重要，课堂学习中的合作就是

学生学会合作的重要一步。

思维决定未来。教一个人，要

教他改变心态；助一个人，要助他学

会思维与做事。我们要坚信：思维

才有力量——在更高的思维层次上

进行改变，往往才会从根源上解决

问题，产生质的变化。

真正的教育，是批判性的独立

思考、时时刻刻的自我觉知、终身学

习的能力，是思维方式的与时俱

进。这是教育的目的，也是获得幸

福的终极能力！

后疫情时代，学校教育不妨从

引领师生改变思维做起。

（作者单位系辽宁省凌源市铁

北逸夫小学）

以新思维应对新学期
□ 丛日贵

伴随着学校复课，教学从“云”

端到线下，一时又会暴露不少问

题。一方面，不同学生心理上的适

应程度不一，另一方面居家线上学

习效果参差不齐。那么，学生复学

后会出现哪些问题，教师如何做好

线上线下的教学衔接呢？

一问：学生返校后如何
做好心理调适

长期居家在线学习突然转换成

学校线下学习，学生心理难免不适，

主要表现在三方面：一是长期居家

线上“盯屏幕”，缺乏同学、师生间的

交流，不少学生产生“焦虑情绪”，进

入正常线下学习后心态不稳。二是

返校后突然脱离手机等电子产品，

不少学生会感到不适。三是自律性

差的学生因居家学习落下了课程，

返校前后会焦虑，影响新知识学习。

针对这些心理状况，可以采取

有效的心理应对之策来调试。如返

校第一周在安全条件下多组织学生

间的合作学习和各类活动；借助抗

疫过程中的学习、奋斗故事激发学

生的学习动机；通过加强日常行为

规范的管理和引导，促进学生尽快

进入正常的校园学习状态。

二问：返校后的学情诊
断如何做更有效

学生居家学习的效果如何，需

要有效的评测。复课后一般有三种

应对情况：

一是不进行“返校教学诊断”，直

接进入新课教学。这类教师缺乏“因

材施教”意识，注意力在“教书”而不

是“育人”，教学效果一般不会好。

二是抽取在线学习期间的“必

备知识、关键能力”进行诊断检测，

但内容未必是学生所学。这类教师

有“生本意识”，但存在学考分离问

题，学情诊断和有效促进学生巩固

复习的目的会打折扣。

三是由学生提供题目，教师组

卷，这是完全的“以生为本”。学生返

校前后梳理居家学习的“难题”或“易

错题”并推荐给学习小组；学习小组

集中讨论后精选案例作为题源推荐

给科任教师；科任教师与命题教师根

据学科“必备知识、关键能力”从题源

中选题组卷，当然也可以进行“变式”

或“再创作”。整个过程是从学生中

来再到学生去，可以较好地实现“以

考促学”和“学业诊断”目的。

三问：“必备知识”学生
没“学会”怎么办

学情调查发现，不少学生居家

学习期间，一些“必备知识、关键能

力”没有学会，怎么办？一般有三种

应对做法：

一是教师做“压缩饼干”，重新把

“必备知识、关键能力”梳理一遍。这

种做法可以在“进度”要求不严的学

段和学科进行，小学低年级甚至要实

施零起点教学。对于初高中毕业班

和教学进度紧的学科，这种做法可能

存在一些缺陷，比如沦为“教师讲一

遍”的灌输教学，后期线下教学赶进

度，整体内容学不好等。

二是教师按进度教学，把居家学

习期间的“必备知识、关键能力”融入

正常教学之中，这更适合进度紧的学

科与学段。教师可根据知识和能力

的关联性，以大单元为基本形式做到

线下课堂关联“串讲”、整体学习；同

时在教学中不断发现问题并经过“学

生研讨、教师讲评”的循环方式，不断

学新补差。这种做法适合教学进度

相对紧的学段和学科。

三是打破教材编排，以大概念、

任务群等形式进行学科整合，突出

基础、主干和核心课程内容；打破学

科边界，跨学科整合内容，实施项目

化学习，确保学科核心素养的落

实。这种教学方法不仅对教师提出

了更高要求，对于学生的学习力也

是一种考验，对提高学习效率、促进

学生综合能力发展有重要作用。

总之，只要把上述三个问题回答

好了，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就顺利了。

（作者系福建省龙岩学院附属

中学校长）

线上线下教学衔接三问
□ 练至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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