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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直播教师的7条建议
□ 胡新颖

“停课不停学”期间，教师们普遍

反映，线下上课可以根据学生听课的

表情或表达随时调整授课思路。而

在线教学需要精心预设各个环节的

学生反应，需要充分了解学生的学

情，如此才能在直播授课时把握课堂

节奏，真正实现从知识中心向学生中

心转化。

过去我们总会说，这节课上得好，

特别有感觉，因为这个班级的学生配

合得好。老师这种“感觉”是由学生配

合得到的。而在线教学，教师不能通

过听得见的声音和看得见的表情来提

高上课的情绪，所以容易变成“背课”，

课堂的语言、内容难免缺乏生动。

我曾在学生中做过调查，结果显

示：有学生认为，在线直播比面授好，

因为可以回放没听明白的知识点，学

习效率更高，容量也更大；有学生说，

在直播间可以不使用真名，可以真正

做到没听明白继续发问，做到放下面

子“不耻下问”；也有学生认为，学生见

到了与自己老师不一样的授课形式和

风格，有一些新鲜感。

也有学生提出了质疑。有学生认

为，网课对于眼睛和身体是一种极大

的考验；有学生说，自己一个人学习，

缺少同伴互助，没有合作探究的过程；

也有学生认为，老师讲课不生动，干巴

巴的，像是在背书一样，趣味性不强。

不同的声音代表接受能力和学习

习惯不同的学生，我们可以根据不同

学生的心声来调整、改进自己的教学

方式。总体而言，为更好地改进在线

教学，我提出如下7条建议：

第一，提前给学生进行一次网课

学习方法的培训，让学生明白网络课

程与线下课程的不同，告诉他们网络

听课都需要注意什么。如提醒学生要

有仪式感，要像在教室里一样坐下来，

准备好文本，准备好笔记本、演草纸和

笔；教给学生学习网络课程的方法，先

是探路一样的“探学”，明白自己会的

和不会的，提前做好记号，网络课程的

预习比线下课程更重要；任何一个网

络直播平台都会有讨论区，要充分利

用讨论区，与老师和同学进行互动。

第二，老师要出镜，简单大方的直

播背景即可，气场强大的直播老师，一

个红围巾，一个笑容就是最好的道具。

第三，课程设计要趣味性更强，授

课形式多样化，改变教师一言堂的授

课方式，可以将知识压缩时间讲授，增

加线上讨论答疑等。同时，预设一些

可能出现的意外情况，做好应对。

第四，作业和授课同步进行，根据

作业看效果，让学生意识到老师时刻

在关注每个学生的学习情况，并积极

在群里做好反馈，老师也可以调整自

己讲课的思路和节奏。

第五，提前给学生预告下一节课

要学习的内容，让学生提前做好线下

预习，同时要随时和家长做好沟通，真

正做到家校共育。

第六，学习任务单的设计重点一

定要利于学生独立学习，能帮助学生

提出自学时还不懂、不会的地方，或想

了解的内容，设计要简单明了，可以条

目式设计，也可以表格式设计。

第七，网络课程不是一个人的事，

一个年级、一所学校需要集体协作。

在做好集体备课的同时，网络教室也

不要开设太多，一个学段一间直播教

室就可以，这样学生就不至于来回寻

找不同的网络教室了。

希望不要让在线教学流于形式，

不要让网络课程成为学生被动学习的

课堂。一旦网络课堂缺少真实问题的

呈现、缺少充分互动，就会成为教师不

断点击课件的自问自答，这样的网络

课堂一定是无趣的。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项城市教研室）

特别策划·“停课不停学”系列⑥

苏格拉底认为，教育不是灌输，而

是点燃火焰。

杜威认为，教育即生活。

陶行知认为，生活即教育，教学做

合一。

叶圣陶认为，教育就是培养习惯。

这些概述中有一个共同指向——

育人，育人才是教育的根本。但是，当

下的教育现状又如何呢？

丰满的教育目标因考试“脱水”成

了教学目标，教学目标“脱水”成了教材

目标，教材目标又因考试“脱水”成了考

试目标。一级一级“脱水”，让有血有肉

的教育变成了瘦骨嶙峋的“刷题”，从而

导致学生厌学、逃学、弃学、撕书……正

如100多年前杜威振聋发聩的呐喊：有

的人为了追求分数，竟然把学校变成学

生的“屠宰场”！

如何让教育回归应有的轨道呢？我

的建议是给教学“补水”，让教育丰满。

好的教育是从陪伴学生阅读开始

的。假如学校里只剩下一件事，那就是

做好阅读。阅读就是最好的教育。正

如新教育发起人朱永新所说：“一个人

的精神发育史，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

无论是哪个学科的教师，陪伴学生读书

都是职责所在。

我曾陪伴学生阅读《西风胡杨》：

“胡杨树生来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

倒了千年不朽……胡杨的根茎很长，能

深达20米，穿透虚浮漂移的流沙，去寻

找地下的泥土，并深深植根于大地。它

能在零上 40 摄氏度的炙热中耸立，能

在零下 40 摄氏度的严寒中挺拔，不怕

侵入骨髓的斑斑盐碱，不怕铺天盖地的

层层黄沙……”

古老的胡杨树都有如此高贵的品

质，我们人呢？

一位学生站起来说——人也有这

种品质：《假如给我三天光明》的作者海

伦·凯勒，在双目失明、两耳失聪的黑暗

世界里，坚持学习，不仅考进了哈佛大

学，而且学会了英语、德语、法语、希腊

语和拉丁语等5种语言，撰写了14本著

作，成为美国盲聋女作家、教育家、演讲

家、慈善家……海伦·凯勒的话语掷地

有声：“我要把每一天，当成生命的最后

一天去度过。”

海伦·凯勒正是我和学生心中的

“胡杨树”！

我常常告诫自己：要把学生培养成

什么样的人，自己首先要成为什么样的

人。陪伴学生阅读并开展读书分享，不

仅发展了学生，也可以成就教师。

作为教师，我们不要仅仅把自己定

位到学科教师层面，还要定位到教育工

作者的高度。在完成教学内容的同时，

还要提炼教学内容的特征，结合学生实

际，把教学升华成教育。

我在讲授《汽化和液化》时，引导学

生分析：江河湖海的水在太阳光的照射

下，会慢慢蒸发为水蒸气，水蒸气上升

到空中，达到一定高度又会遇冷液化成

小水珠，在一定条件下，小水珠会以

“雨”的形式落下，江河湖海的水面又会

上升……水就在这大自然中循环往复、

交替变化。

我根据教学内容特点，为学生总结

了在我看来还算经典的话：我很羡慕水

蒸气，因为它可以重返大地；我很珍惜

时光，因为它一去不复返。为了更浪

漫，更有诗意，我又把“水蒸气”改为“雪

花”，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在教学《光的色散》内容时，一定

会引导学生分析彩虹的成因，并告诉学

生：一边出太阳一边下雨，是形成彩虹的

条件。学生学完这一内容后，我一定会

带着学生唱一首歌《真心英雄》，让学生

从歌词“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没有人

能随随便便成功”中悟出：这首歌不仅唱

出了彩虹的真谛，更唱出了人生的真谛！

课堂本身就是一本无字之书。引

导学生读好这本无字之书，让他们学会

关爱、给予、分享、对话、协同、自信、诚

信等，是教师的天职。于是，我给自己

确定终身的课堂教学追求——灵魂的

自由对话，精神的愉悦交往，人格的平

等交流，思维的激烈碰撞。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洪湖市教育

科学研究中心）

给教学“补水”，让教育丰满

“停课不停学”期间，在线教学成

了主要教学方式。其实，在线教学不

必人人都做主播，如果几位平行班的

教师同时开课，只要有一位主播教师

就行了。那些年龄稍大的教师，可能

并不是做主播的合适人选。

但是，只让一部分教师成为在线教

学的承担者显然也不行。这会导致不公

平，影响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对学生也

会有消极影响，一些教师在网课场合的

“失踪”，会影响学生对教师的信任感，

对教师以后的工作同样会造成影响。

更重要的是，一些不擅长做主播的教

师，也可能是经验丰富、在学生中威信

比较高、在家长中影响比较大的教师，

他们的缺席难免是网课的一个损失。

所以，在线教学虽然不必要求人

人成为主播，但必须强调，任何一位教

师都不能成为旁观者。

正确的对策是，以网络直播课为

主轴，以网络教研为路径，把同一备课

组的教师组织起来，通过分工协作，融

合成为一个研究团队。具体可以这样

操作：

第一，让每一位教师都参与网课

设计，集众人智慧实现最优网课方

案。可通过网上课程审议的方式，对

教学目标的设定、学习资料的选择、学

习流程和活动方式的设计、网络互动

方式的确定和参与形式等逐一进行研

讨，把大家的智慧整合起来，设计出最

优的网课方案。通过这样的方式，青

年教师有技术、有创意，中老年教师有

经验、有智慧，二者结合一定会产生

1＋1＞2的效应。

第二，让非主播教师协助主播教

师承担指导和辅导学生的任务。在网

课互动环节，或课后辅导环节，非主播

教师可承担更多辅导、回应学生问题

和指导学生作业的责任。主播教师在

直播时，其他教师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和精力关注学生的学习表现，由他们

进行指导和辅导显然会更有针对性、

更及时，从而促进互动环节和辅导环

节学生学习的效果。

第三，让有经验的教师担任学习

困难学生的学习导师。网课打破了行

政班级的界限，可以充分利用这个特

点，让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对学习困

难学生进行学习指导，从学习进程、学

习方法、思维方法等方面跟踪这些学

生的学习全过程，适时给予个别化指

导，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网课学习。

第四，让老教师、骨干教师做网络

课堂的监察员、点评专家，帮助青年教

师提升主播水平。可以安排老教师、骨

干教师在听课时承担监察员、点评专家

的任务，每节课后对网课的优劣、改进

的方向等进行指导，以网络研课的方式

培养青年教师，帮助年轻的主播教师不

断提升教学水平。或许网课直播会成

为青年教师成长的有效修炼场。

第五，让主播教师根据自己的特

点选择最适合的内容上课，促进教师

教学风格的形成。把要直播的课程内

容划分为不同的板块，允许承担主播

任务的教师根据自己的个性和专长，

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内容，然后同备课

组教师一起优化直播教学的设计。这

样做既能让教师的优势得到更好地发

挥，也能让学生听到更优质的课，从而

收获师生发展的共赢局面。

总之，要让每一位教师都参与到

网课的过程，保证人人有任务，人人有

事做，人人能发挥自己的优势，要让所

有学生都能感觉到每一位教师都在协

助他们学习。这样的网课一定能结出

更丰硕的教学成果。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杭州市教育

科学研究所）

在线教学仅仅基于教材进行空

洞的讲解，已经无法满足学生的需

求。只有充分基于自己学生的学情，

采用适切的教学方式，才能提升在线

教学的实效性。

为使在线教学更有效，我们名

师工作室结合“读懂学生”的课题研

究，将课前预习指导作为重点，着力

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在线教

学中有针对性地实施以“学”为中心

的教学。

我在直播教学中，通常课前首

先引导学生完成导学单，通过导学

单了解学生的认知基础。读懂学生

的同时，我还需要在教研组内认真

研讨，将优秀教师的做法和经验进

行迁移，把握本节课的核心内容。

在线教学“翻船”，通常并不是因为

技术，而是对教学内容没有精准把

握。当我们在读懂学生、读懂教材

的基础上设计教学，在线教学的效

果才会更好。

在设计教学中，我们不要设计得

过满，要留有余地，通过与学生连线、

留言等方式加强互动交流，在交流中

可以促进教学走向深入，可以促进学

生思考。

进行在线教学时不能迷信所谓

的优质资源，因为我们自己对班级学

生最熟悉，最能感受到学生学习的状

态。当你用心在教学中启迪学生智

慧时，你就是最优秀的。

许多教师可能感受到网络授课

压力很大，其实不要太在意，因为经

过你精心准备的课才最适合自己的

学生，当我们在网络授课过程中关注

了学生的学，随时解决教学中学生存

在的问题，效果自然会更好。

在线教学中发现问题时，我们

可 以 慢 一 些 ，在 学 生 出 错 的 地 方

等 一 等 ，当 发 现 学 生 对 某 些 知 识

掌 握 不 是 很 好 时 ，我 们 可 以 设 计

针 对 性 的 练 习 ，使 教 学 更 有 效 。

例如，在 6 年级学习了圆柱的表面

积 和 体 积 后 ，发 现 一 部 分 学 生 有

概 念 混 淆 的 情 况 ，我 就 在 教 学 中

进行了圆柱的表面积和体积的对

比 练 习 课 ，收 到 了 很 好 的 效 果 。

再如 ，在教学《比例的认识》一课

时 ，我发现学生对“比例的认识”

已经掌握得非常好，就将“比例的

性质”也放到这节课进行教学，同

样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在线教学真正做到从学的角度

出发，围绕学习内容和学生的认知基

础展开，更好地反映学生多样化的学

习，学生的学习自然会走向深入，能

力自然会得以提升。

在线教学在进行一段时间后都

会对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综合性评

价，以此促进学生的线上学习更加自

律、更加主动。我通过打卡和家校本

等网络平台功能及时采用批语的方

式批改学生的作业，采用即时性评价

促进学生更加自律，鼓励学生自主进

行学习。

在线教学也是促进学生个性化

学习的有效方式。学生如果在线上

教学中没有理解，可收看回放。一线

教师要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真正

使线上教学更加有效。

面对疫情，我们虽不能像医务

工作者那样逆向而行，但我们绝不

盲目直接复制、搬运资源，而要努

力探索“互联网+教育”背景下教育

教 学 方 式 的 变 革 ，多 一 些 理 性 思

考，把这次疫情作为教师“自我更

新”的成长机遇。

最后，有如下几点与同行共勉：

网络资源何其多，哪种资源最有效

——自己，相信自己，你就是最好的

资源；名师课堂多精彩，学生听后不

适应——自主，只有自主，才能让真

实的学习发生；在线教学隔空间，教

师担心学不好——信任，唯有信任，

才能创造美好的境界；家居空间多舒

适，学生怎会用心学——自律，拥有

自律，才能促进自主学习。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金水

区实验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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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不必人人做主播
□ 黄津成

读懂学生，才能做好在线教学
□ 宋 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