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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动态 后疫情时代，在线教学与线下课堂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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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
变革将向哪里去？周刊特别策划“后疫情时代的学校变革”议题，继续呈现相关思考与实践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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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七成家长认为

教师在线教学付出更多

本报讯 疫情期间全国大规模

的在线教学，教师的付出比平时多

多少？家长又如何评价教师的付

出？日前一项由海南师范大学教授

开展的《开学准备与疫情期间在线

教学效果调查》出炉，超七成家长认

为教师在疫情期间的教学付出比平

时多。

调查问卷通过问卷星数据平

台发布，共有来自湖南、四川、广

东、浙江、北京、云南、广西、江西、

海南、湖北、江苏等地的家长参与，

回收有效样本 46149 份，其中在园

幼儿家长 3331人，占 7.22%，小学生

家长 20278人，占 43.94%，初中生家

长 11342人，占 24.58%，高中生家长

11198 人，占 24.26%。从城乡间的

分布来看，城市家长占 49.04%，县

镇 家 长 占 13.87% ，农 村 家 长 占

37.09%。

统计显示，74.03% 的家长认

为，教师在疫情期间的教学付出

比平时多，其中 32.28%的家长认

为付出非常多。认为教师在疫情

期间在线教学付出比平时多很多

的 家 长 中 ，初 中 生 家 长 最 高 为

38.6% ，其 次 是 高 中 生 家 长 为

33.2%，小学生家长为 30.5%；在农

村上学的孩子家长最高为 38.5%，

在乡镇和城市上学的孩子家长分

别为 34.0%、30.9%；西部地区家长

最高为 38.4%，东部和中部地区家

长分别为 35.9%、27.5%。不同学段

间、上学所在地以及地区间存在

明显差异。

调查还建议对疫情在线教学

期间，尤其是初中、农村学校以及

西部地区的学校中付出多、贡献大

的教师，给予表彰并适度给予奖励

津贴。 （沈有禄）

上海市松江区第二实验小学：

把“开心农庄”搬回家

本报讯 日前，上海市松江区第

二实验小学为所有三年级学生举行

了一场网上劳动成果展，一张张照

片、一篇篇观察日记，呈现学生在家

中的“劳动成果”：小青菜初长成、草

莓已开花、菌菇已长大、豆芽已破

壳、水仙花已绽放、朱顶红开得艳、

含羞草羞答答……学生把“农庄”搬

回了家，让《开心农庄》课程在家中

落地。播种、浇水、施肥，在每个人

的细心呵护下，种下的蔬菜、花卉茁

壮成长起来。

松江第二实验小学的《开心农

庄》课程开启于 2013 年，主要针对

三年级开展实施。每个学期初，

学校为学生举行选种、育苗和简

单种植技术的专题培训；每个班

的学生组建若干“生产小队”，利

用早晨到校和放学后的时间对

“农庄”进行管理。2020 年初突如

其来的疫情打乱了课程的实施，

学校便在 3 月初提出“把农庄搬回

家”的倡议。劳动课程教师在三

年级的班级群里推送青菜、草莓、

辣椒等的种植技术，同步提供一

对一辅导；学生居家种养，并通过

写观察日记、晒植物花卉照片等

方式交流种植心得。

校长李军表示，《开心农庄》

是学校的特色课程，学生在动手

劳作中体验到劳动的快乐与辛

苦，从而懂得珍惜劳动果实；在观

察植物的发芽、生长过程中收获

劳动的技能与常识，懂得劳动光

荣的道理。疫情阻挡不了师生

“播种”的脚步和收获的幸福。

（张红妹）

复课后的教学预测及应对
□ 肖俊泉肖俊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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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全国各地全面进入复学

季，人们的关注点也随之变化，特别

是针对复课之后教学工作可能出现

的舆情变化或风险，要做到未雨绸

缪，提前规划。

目前，容易引发舆情的因素及应对

之策，大致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解读：

其一，是不是“零起点”教学。疫

情之初，教育部审时度势，在作出“停

课不停学”决定的同时也发出“零起

点”的指令，这既是无奈之举，也是郑

重承诺。一方面是竭力发挥“互联

网+”优势，通过在线教学尽量减少疫

情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又充分考虑

城乡差距、学校差距、家庭差距等客

观上的不公平因素给家长和学生带

来的焦虑与担忧，通过“零起点”兜底

线、降“心火”，是以人为本、追求公平

的具体体现。

对于没有开展新课教学的，毫无

疑义必须实施“零起点”教学；已经开

展新课教学的，因为在线教学的特殊

性，学习效果难以“齐步走”，也不会达

到理想状态，必须认真分析，区别对

待。“零起点”的“零”不一定是教材的

第一页，而是学生学习的坐标原点，这

个“原点”因学生的不同而不同。因

此，学科教师必须学会既见“森林”又

见“树木”，通过全面细致的学情调查，

找到个性化教学的关键起点，对不同

层次的学生有的放矢、精准施策，在确

保每个学生都较好地掌握所学知识的

基础上，才可以进行新课教学。

其二，会不会“大跃进”式的抢进

度。本学期20周140天，剔除周六周

日和法定假期，有效教学时间为 95

天，假如按5月7日复学计算，教学时

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教学时间虽

然减少，但教学内容却未减轻，课程

标准不会降低，“时间紧，任务急”，为

了“夺回失去的损失”，教师很可能抢

时间、赶进度。这种冲动可以理解，

但必须禁止。

教育是“农业”不是“工业”，“是

慢的艺术”。对大多数教师来说，在

线教学本来就是新生事物，疫情猝不

及防，教师仓促上阵，教学效果注定

有水分，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学

生自律意识较差，学业基础不均，在

线教学会使得本来存在的差异化更

加严重；要时刻牢记，有效性是教学

的核心，教学需要以学生的进度为进

度，而不可凭自己一厢情愿的“想当

然”去揠苗助长。

决定教学进度的唯一要素是学

情。复学伊始，学校首先要做的就是

以年级为单位，通过问卷、访谈、测评

等方式逐班、逐科、逐人对延期开学

期间学习效果进行全面的摸底诊断，

区别不同班级、不同学科、不同学生

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制订教学计划，

合理调整教学时间，在此基础上或者

选课走班，或者分层教学，实现因材

施教。

其三，有没有挤占“音体美”教

学。受考试指挥棒的影响，有些学校

为了单纯追求升学率，突出考试学科，

短期内势必会出现挤占音体美等活动

课程，用于增加语数英等教学时间。

随着社会的发展，家长对孩子的

要求、对教育的理解越来越理性。学

校作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主阵地，越是特殊时期越应该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越应该坚持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越应该开齐学

科、开足课时。学校要从善待生命、

维护健康的高度出发，在课程设置

上，既要上好学科课程，又要上好活

动课程；既要做好室内教学，又要做

好实践体验；既要重视语数英，又要

重视音体美。通过丰富的课程满足

家长和学生的心理预期，实现身心健

康，和谐发展。

其四，做不做学生的心理疏导。

在线学习期间，有的学生或不适应、

听不懂，或自律意识不够，复课后忽

然发觉与其他同学的差距拉大；有的

学生或因家庭条件较差，或因卡顿、

掉线，未能享有线上学习资源，与同

伴再次坐到教室发现落差明显；有的

学生或与家长分歧严重，或与教师产

生隔阂，没有按时参与学习，形成断

档，难免造成旁落自卑、焦虑急躁、厌

烦颓废的心理或情绪。复课后，学生

要从长时间的懒散自由状态进入紧

张的学习状态，从理直气壮地玩手机

立时变成人机分离，从居室的个人空

间迅速回归教室的集体生活，学生迟

迟难以进入状态。这些现象或许发

生在少数学生身上，但也要视其为

“关键的少数”，尤其对于青春期的学

生如不能开展及时有效的辅导，容易

形成班级“小气候”，发生厌学辍学乃

至极端现象。

因此，复课后面向学生的心理疏

导应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学校要在

相对统一的时间里，通过专家辅导、

主题队会、社会实践成果展示等活

动，引领学生珍视生命，珍爱生活，调

整心态，积极应对。

其五，有没有实现教学方式的有

序衔接。线上与线下教学的有序衔

接，应彼此借鉴、相互融合。线上教

育虽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上有优势，

但在思想品格塑造、合作能力培养上

有明显不足；线下教育虽有面对面的

便捷，但也有“满堂灌”的冲动。

做好衔接可以从五个方面实践：

一要先行尝试，先学后教，不学不教，

通过先学学到能会的，找到不会的；

二要学情调查，学生先学没有，学得

怎样，有什么典型信息，教师要了如

指掌；三要宽容错误，错误是宝贵的

学习资源，没有错误就没有学习，错

误是线上、线下学习的常态；四要多

元对话，对话的要义在于共享，在于

生成，在于倾听，在于合作，通过多元

对话弥补在线学习、独立思考的局

限；五要有效引领，在知识的发生处

引领，在方法的凝练处引领，在情感

的共鸣处引领。

应该说，复课之后的教学工作也

是教育工作者的“大考”，我们必须以

对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提前预测，

防患未然，靠认真细致的工作交出一

份满意的答卷。

（作者单位系河北省承德市教育局）

在线“学习社区”呼之欲出
□ 朱朱 林林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春季开

学一再延期，不少教师进行在线教学

时照搬课堂教学模式，逐渐暴露出各

学科作业集中量大、学习效果检测

难、学生自律性差等诸多问题。一些

专家呼吁广大教师要将这次疫情危

机转化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的契机，

积极探索以“学为中心”的居家学习

模式。由此笔者想到，构建“学习社

区”或许应该是后疫情时期在线教学

常态化下的可行举措。

所谓学习社区是指在“互联网+

教育”背景下，教师依据教材单元和

章节内容，通过在线平台建立若干对

应学习社区，每个学习社区配有按章

节内容分解的若干学习专题、自学资

源包（包括每个学习专题的学习目

标、导学案、指导短视频、自动考评系

统等）。进入同一个学习社区的学生

自动组成学习共同体，学生之间、学

生与指导教师之间可以单独交流也

可以集体讨论，每个学生在线学习情

况会被系统记入个人学习档案袋，方

便学生回看，及时反思改进。学生完

成学习社区内所有任务后可进入新

的学习社区。学习社区对家长开放，

家长可以查看自己孩子的学习档案

袋了解在线学习情况。

学习社区的组成要素包括：学习

平台、学习专题、自学资源包、学生、

指导教师和家长等。

这样的学习社区具有如下特点：

一是现有班级逐渐淡出，新的学

习生态逐渐形成。学习社区的组建

不是按照原班级的形式，而是按照选

择同一学习内容的学生自动结合成

学习伙伴；学习形式是自主学习与合

作相结合，大家相互勉励、相互支持，

学习社区看似松散，实则紧密。

二是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

为差异化教学和因材施教提供选

择。每个学生学习基础、认知特点、

技能储备不同，甚至每个学生学习

时空不同和流程安排不同等个性需

求都可以在此模式下得到实现。学

生在线交流讨论、学员分享成果、教

师指导等情况，在线平台自动记录

并生成回放，适合学生查漏补缺；学

生完成专题学习进入达标考核系

统，以客观题为主，提交答案后学习

系统立刻自动评价，教师参考评价

数据结合学生在线学习情况给出建

议，建立学习成长记录袋记录学生

社区整个学习过程，促进学生良好

习惯的逐步养成。

三是教师和学生分工更加合理，

家长适度参与。教师设计自学资源

包、挖掘数据、研究学情、推荐资源、

引领讨论、个性化辅导等；学生则选

择学习社区，自主查询资料、挖掘需

求、提出问题、讨论解惑、差异练习、

自我检测等；家长可以进入学习社

区，查看学生成长档案袋，了解学习

过程和学习效果，与教师交流提出建

议等。

目前，一些在线学习平台可以实

现学习社区的部分功能。我们相信，

技术不是问题，更关键的是广大教师

要形成“社区学习”的观念，无论是线

上还是线下，都能在探索个性化“社

区学习”上有所建树。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滕州市北辛中学）

学校课改向“新”处去
□ 何具征何具征

史无前例的大规模在线教学之

后，后疫情时代的学校课改要向哪

里去？

构建课堂教学新样态。坚持立

德树人，充分发挥课堂教学德育主渠

道作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抗疫精神等教育内

容渗透到各学科教学中，逐步从重视

“课堂技术”向重视“育人本真”转

化。聚焦核心素养，从目标设置、导

学设计、教学流程、环境优化、教学效

果等方面入手，落实核心素养要求。

转变学习方式，贯彻“以生为本、以学

定教”的理念，使“自主、合作、探究”

等课改理念落地生根，积极营造以

“主动性、生成性、生动性”为主要特

征的新型课堂。实现技术革新，充分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实行线上线下混

合式教学，推进课堂教学和信息技术

深度融合，加快“智慧课堂”和“智慧

校园”建设。

探寻教师成长新路径。提升教

研实效，按照“问题即课题，教学即研

究，解决即成果”的思路，坚持问题导

向，丰富教研内涵，通过课题研究、课

例研究、专题研究等载体，积极开展

观摩研讨、示范引领、岗位练兵、教学

论坛、网上研修等活动，解决真问题，

实现真突破，引领课堂教学改革健康

发展。转变教师培训模式，校正教师

成长方向，坚持以生命觉悟素养提升

为核心，以学科专业素养和儿童研究

素养提升为基点，采取“菜单式”“特

色化”的培训内容与形式，既重视教

师能力提升，又重视教师精神成长，

为课堂教学改革顺利推进提供人才

支撑。

完善课程建设新体系。完善基

于核心素养、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课程体系，坚持“以生为本、

以校为本”的原则，开齐开足开好国

家课程，合理安排地方课程，加快开

发校本课程，建构与学校办学理念、

培养目标相适应的课程体系，让丰富

的课程成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实现

育人目标的有效载体。积极探索课

程实施的有效途径，逐步打破以班级

为中心、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的

能力培养模式，积极开展课程选修、

“走班教学”、跨学科教学、长短课等，

为学生成长提供个性化课程，让每个

孩子都有出彩的机会。

深化课改文化新内涵。营造课

改氛围，充分利用楼道、走廊、教室、

橱窗等空间，加大课堂教学改革工作

宣传力度，营造浓厚的课改氛围。制

定课改制度，根据区域、学校课改实

际，及时建立、完善相关管理、教学、

考核制度，规范师生行为，引领课改

发展。强化理念引领，通过思想发

动、宣传教育，把课改理念融入学校

办学理念和“三风”建设之中，让课堂

教学改革成为每个师生的价值取向

和行动自觉。形成课改合力，充分发

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优势，积极

开展多种教育活动，不断拓宽育人载

体，从课堂走向课外，从教学走向教

育，不断深化课程改革。

加快评价改革新步伐。结合高

考、中考招生制度改革，以“考改”倒

逼“课改”，由“育分”走向“育人”，促

进育人模式转变，加快评价改革步

伐。遵循教、学、评一致性原则，既关

注学生学业成绩，也关注学生品德发

展、身心健康、兴趣特长、实践能力等

方面发展情况，落实评价标准育人、

评价过程育人、评价结果育人。积极

改革评价办法，探索书面测评、综合

性测评、活动实践测评、基于大数据

的智能测评相结合的评价办法，充分

发挥评价导向作用，推动课改工作顺

利推进。

只有不断创新，课堂才能永葆生

机；只有不断突破，改革才能顺利推

进。愿后疫情时代学校课改在不断

突破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千阳县教研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