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疫情当前，许多人对网课有一些争

议。而我认为，我们不要把所暴露的教

育问题的板子都打到网课的屁股上。

为什么？因为工具是无罪的。

譬如一把刀，可以切菜剁肉，也可以

杀人。剁肉切菜自是没有问题，但是我

们不能因为刀可以杀人就判它有罪。

网课亦如是。

因为疫情，所以不能开学；因为不

能开学，所以各级教育部门好心安排

了各种各样的网课。但是，效果似乎

并不尽如人意。

不必说教师学习直播各种手忙脚

乱，也不必说家长管教孩子上课的“鸡

飞狗跳”，单是孩子坐在电脑前一天、

呆呆地盯着屏幕的身心受虐就够让人

崩溃了。

于是，许多人开始声讨网课。

其实，网课何辜？它不过是放大

了传统教育那种“你说我听”单向灌输

的弊端而已。

以前，是孩子坐在教室里面对老

师的滔滔不绝；现在是孩子坐在家里，

面对电脑里老师的滔滔不绝。

也许是一些老师讲得不好、不生

动、不具体，所以孩子听不下去。其

实，无论怎么讲，孩子一天到晚坐着被

动去听，都是有问题的。

因为在所有的学习中，听是效率

最低的。因为很难专注而效率低，因

为被动学习而效率低，更因为不适合

孩子而效率低——孩子是用身体学习

的，模仿是他们的第一学习方式。换

言之，在正常的教育过程中，孩子应该

是站在课堂中央的。学生去说、去做，

而教师不过是观察这个过程，发现有

问题，及时纠正；发现有困难，及时帮

助；发现有亮点，及时鼓励和分享。因

此，无论什么课，只要不是孩子站在课

堂的中央，这个课都是失败的，与网课

本身没有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不是批

评网课，而是想一想，我们如何利用好

这个工具。

这段时间，我也一直在上网课，是

关于学生写作的。考虑到大多数家庭

都是家长陪着孩子宅在家里，我觉得

这是建立良好亲子关系的机会，而亲

子关系的建立，最靠谱的方式就是一

起做事情，在做事中互相沟通、磨合，

从而找到相处的最佳“距离”。

于是，我给他们布置了一个任务：按

比例制作你家房子的模型，在这个过程

中要至少提出两个问题并加以解决。

为什么要布置这样一个任务呢？

首先，这个任务小学的孩子没有

办法独立完成，一定会求助于父母，这

是孩子向父母学习的好载体。其次，

这个问题不仅可以培养孩子的行动

力，还可以帮助孩子学习数学的测量、

比例等学科性知识。至于写作，这自

然是培养孩子的表达力。而且，我还

可以从孩子的写作中了解其亲子相处

模式、表达中有什么困难，从而在作文

讲评中予以指导。

4年级学生唐骏涵在作文中写道：

“我们首先找出房产证，研究了半天，然

后我找了一个纸盒子，想把模型放在里

面。我家房子从前到后是 10 手，从左

到右是7手。于是，我量了量盒子底边

的长度是33厘米，我用33除以10得出

一手的长度，在盒子里为3.3厘米。我

一点点剪纸板，剪好后爸爸帮我粘纸

板，好不容易快完工了，可是突然妈妈

又觉得不行，问我有没有按比例，我解

释自己的一手就是一格，妈妈便说出了

几比几的概念以及一些相关内容。我

不理妈妈，继续剪。可她就是拦着我，

让我再量一遍整个家。于是，我只好再

用尺子把整个家又量了一遍，才发现原

来我用手量偏差这么大。”

房产证，估计没有几个孩子去看过

吧？任务可以驱动他们找到一切可以

找到的学习资源。而且我们知道，人类

最初就是用身体的各个部位来测量

的。所以，每个孩子天生就有创造力。

这个孩子用亲身实践体会到两种测量

的差别，这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无论线下课还是网课，其学习方

式都是丰富多彩的。所以，我们不要

随便冤枉那些不会言说的工具。

（作者系问之力课堂倡导者）

让学生站在网课最中央
□ 纪现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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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教学的忧思与方略在线教学的忧思与方略

近日，儿子所在的大学网上开

学。于是，我有了与儿子一起做一回

“同学”的机会。网上授课的教师均

是博士、教授，因此我格外珍惜这次

网上学习。几天听课学习下来感受

颇多，梳理了以下三点。

第一，疫情倒逼教师自我改变。

网课打破了学校、教室的围墙，不仅面

向学生，还面向家长及大众。近日听

课发现，有的授课教师博学多才，有的

则天马行空，还有的教师照本宣科。

虽然同为教授、博士，但层次、学识差

异很大。网课面对的受众范围更大，

这就要求教师要格外用心备课。

一些授课教师的状态也会先入

为主，有的教师在线授课时并不太注

重自己的仪表，有的教师则特别用

心，以自己的书柜为背景，还在身旁

摆了盆花，还有一些女教师化了淡

妆。总之，在线授课让每一位教师的

生活品位也随之暴露在网络之下。

第二，如何应对网络教学带来的

挑战。因为是网络授课，学生学习、

听课状态教师并不知情，而学生听课

状态与教室里的状态完全不同。我

们当然可以要求家长配合，但随着各

地的复工复产，家长无法全天陪伴孩

子学习。我们也可以要求孩子自律，

但自律的品格、自主学习的习惯不是

一天两天养成的。那么，如何保证教

学质量就成为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

道难题。

教学作为一种基于教与学的双

边活动，教师教的层面可以通过精心

备课、认真授课来保证；而学生学的

层面如何有效保证，也需要教师多加

思量。因此，在网上搜索即可获取正

确答案的时代，如何设计多样化的作

业已成为教师的一大挑战，而如何检

查、反馈也是考量教师智慧与责任心

的重要指标。

有人说，父母是原件，孩子是复

印件。换言之，有什么样的父母，就

有什么样的孩子。对于师生关系而

言，亦是如此，有什么样的教师就会

有什么样的学生。如果不是教师在

教学中对学生的习惯及品行形成有

巨大影响，如果不是同学之间的交往

会有助于他们完成社会化进程，那么

在大数据、人工智能迅速发展的今

天，学校、教师真的可能被取代……

第三，在突如其来的疫情中发现

“机会”。对教师而言，疫情期间是一

次重要的专业提升机会。不少教师

平日远离网络，更不用说上网课了，

如果不是疫情，恐怕直至退休都不会

如此深度地拥抱新技术。疫情袭来，

让教师必须加速提升自己的信息技

术素养。我们要放下抱怨，成为一个

强大的学习者，因为人与人最大的差

别在于是否有终身学习的能力。

对 学 生 而 言 ，他 们 是“ 屏 幕 社

交”一代，但平日手机可能是游戏工

具，又或是社交媒介，而今却要作为

学习工具。因此，能否自律是决定

孩子能走多远的决定性因素。网络

世界无所不有，昔日在学校被禁用

手机，在家上网需要与父母打游击、

捉迷藏，而今要长时间面对网络，如

何拒绝诱惑、抵御干扰是孩子品格

的试金石。

对家长而言，平日对孩子的管理

或许不够放手，或又太过放纵，而今

让孩子面对网络学习也是一种考

验。我们深知，学习与成长均是发生

在孩子身上的主体性行为，来不得半

点强迫，如何引导孩子自觉、自愿遵

守规则，形成良好习惯是对家长智慧

的考验，也是对家长终身学习能力和

良好生活、学习习惯的考验。

疫情当前，我们能改变的只有自

己，这是一个弯道超车的好机会，让

我们一起从改变自我开始，迎接一个

全新教育秩序的到来！

（作者系内蒙古乌兰察布集宁新世

纪中学校长）

一场疫情导致的大规模在线教学可谓让人欣喜让人忧，既让人们发现了
技术深度改变教学的可能，也让人们窥见了当下的“教育之短”。本期推出的
一组文章又揭示了哪些问题，给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略？请看——

疫情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照

见。有人将2020年定义为全民网课元

年。当“停课不停学”让网课突然闯入

我们的生活，它不仅考验着学校过去

装备的“硬核技术”是否过硬，考验着

教师是否能顺利实现课程设计师和

“在线主播”的角色转型，还考验着学

生自主学习习惯和能力的养成程度。

考验之外还有照见。疫情照见

了在线教学新秩序里的温暖、创意、

乏力与忙乱，当然还有就此产生的以

学习为中心的全新思考。

疫情让不少教师被动投入到新技

术的应用中，这无疑成了一次新学习时

代的集体预演。在线教学让教师和“教

师的教”暴露在网络之下，其缺点和优

点一样都会被无限放大。

当疫情改变了既有的教学秩序，

自然加速了人们对学习空间的重塑，

课堂从点状改革走向了系统改革，开

始变得更立体、更综合，更具贯通

性。所谓“世界即教材，学习在窗外，

他人即老师”的愿景在课堂整体走向

云端的这一刻全实现了。

走向云端的课堂是“正在变大的课

堂”，它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课堂的边界加速位移并愈

加模糊。大规模发生的在线教学，让

课堂既有的秩序、边界被打破，课堂

变得更大，更不可控。首先是既有的

空间被打破。信息技术环境下，课堂

不只是存在于教室那一方物理空间，

云课堂让人与人之间的交互、连接更

容易发生，而线上与线下的赋能共

振，自然使课堂变得更大。

其次是既有的课时被打破。在线

教学一方面要求教师不得不打破既有

的课时，课时将被切分得更短一些，以便

学生保持一定的专注度；另一方面，核心

素养背景下的项目学习，也使课时更具

伸缩性，一些大容量、大板块的主题学习

必然使课堂时间拉长，确保学生经历相

对完整的学习。

最后是既有的教学结构被打破。

在线教学要求“教”尽可能减少，而

“学”则尽可能放大，甚至使“学教翻

转”成为常态。与此同时，教法与学法

都更加多元，更指向个性化，这些都使

课堂的边界不断拓展。

二是学科之间从封闭走向综合。

基于真实问题解决的学习和全学科育

人理念，让学科综合成为趋势。过去，

教师都忙碌在自己的学科里，不敢也不

愿越雷池半步。今天，每一堂课、每一

个学科、每一位教师都不可能将自己活

成一座孤岛，彼此孤立、缺乏协同的教

学已经难以形成更加深刻的思考，也很

难形成更完整的知识谱系。

“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曾一

直被作为段子调侃，未来这将是学科融

合背景下学习的新常态。但是，华东师

范大学教授李政涛曾提醒，所有的“综

合”依然是以各种学科视角、方法的独

特和独立存在为前提的综合。在这个

过程中“不断突破原有学科边界，在跨

界交融中形成新的边界”。这一观点厘

清了对学科综合的根本性认识。

三是生活本身就是一本教科书。

过去活跃在纸上、网上和口头上的“生

活即课程，世界即教材”的理念，这一次

让师生都感受得如此真切。疫情，让当

下的生活成了一堂“人生大课”，不少学

校借此开发了一系列喜闻乐见的课

程。同时，近年来教育部倡导的研学旅

行，使学生带着课程思维去旅行、去远

方，实现了知与行的统一，实现了读万

卷书与行万里路的协同。所有这些都

意味着，如何让课堂变大是课堂改进的

一个重要线索。

当课堂正在“变大”，作为教师，我

们一定要从学生出发，从学情出发，从

生活出发，让课堂成为一个汇集美好事

物的聚集地，成为一个创造更多选择机

会的学习场；当课堂正在“变大”，教师

将面临更大的挑战，因为优秀的教学从

来不能降格为技术，未来教师将成为善

于跨界学习的“T型人才”，即在知识层

面既要有足够的宽度，还要有足够的深

度，每一位教师都需要在既有的领域里

向外跨出一步，而跨出一步就将跨出新

的可能，跨出不同的风景；当课堂正在

“变大”，课堂将成为一个平台，教师、学

生、家长、志愿者都能成为“教和学”的

决策者，都能成为教学的建设者和研究

者，为教学赋能；当课堂正在“变大”，希

望疫情所带来的一切阵痛、焦虑、遭遇，

都能转化为积极的改变。尽管改革是

一条长路，但当越来越多的教师主动加

入到改变者的行列，当“变革”不只是

“少数人的狂欢”的时候，则未来可期！

当课堂正在“变大”
□ 褚清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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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的教学三题
□ 魏山虎

疫情防控既是一次大战，也是一

次大考。对于正处于延期开学的教

育人来说，怎样备考、应考才能交出

满意的答卷？我认为，需要处理好以

下七大关系。

1.在学习内容上，处理好文化课

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有人形象地把

教师和学生的关系，比作厨师和食客

的关系。某种意义上说，教师就是为

学生提供知识和精神食粮的，要讲究

科学配比、膳食均衡。何以为之？最

简单的办法就是开齐开足开好国家

课程。倘若想当然地调整、增减科目

和课时，一味地追求文化课学习，忽

视艺术、体育、科技、品德、劳动、卫生

等学科的学习，就会因为内容单调乏

味导致学生厌学。

2.在教学管理上，处理好集体教

研统一要求与体现学科、学段等差异

的关系。延期开学启动以来，各级教

育教研部门和各类线上平台，适时推

出了海量教育资源，极大丰富了学习

内容。各学校也结合自身实际制订实

施方案，启动校本教研和集体备课制

度。但是，教育之所以是“农业”，就在

于教育需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顺势

而为；教育之所以是艺术，就在于教育

需要因人而异、因材施教，体现灵活性

和差异性。因此，我们在强调顶层设

计和统一步调的前提下，还要充分考

虑学科和学段的差异性，充分发挥教

师和学生的积极性和能动性。

3.在学习方式上，处理好线上教

师讲授与线下亲子协作、学生自主学

习的关系。线上教学不受时间、地点、

空间的限制，具有跨时空的优越性。

但是，任何学习都需要经历认知迁移、

自我建构的过程，要给学生留出消化

的时间。居家学习期间，孩子年龄越

小，家长参与度越高，可以充当助教和

学伴的角色。同时，长时间在线学习

还可能对视力造成损伤。因此，教师

的线上教学不能满堂灌，要适度留白，

留出师生互动、亲子交流、学生自主练

习的时间，让学习更有效。

4.在学习平台上，处理好钉钉、

微信、QQ等多平台混合式运用的关

系。当前，学习平台和手机APP令人

眼花缭乱。我要提醒的是，尺有所

长、寸有所短。比如，微信和QQ属于

社交软件，双人或多人聊天非常便

捷，钉钉属于办公软件，视频会议功

能强大，彼此各具特色，可以在不同

的教学情境中灵活运用。因此，没有

哪一款软件是十全十美的，我们应当

结合具体场景选择合适的学习平台，

还可以综合运用两款或多款软件，构

建混合式学习平台。

5.在学习要求上，处理好面向全

体与个体的关系，尤其要关注存在学

习困难、家庭困难等情况的学生。学

生的家庭状况千差万别，居家学习的

环境也不尽相同。教学中，教师要充

分考虑学生自身和学生家庭的差异，

在面向全体的基础上，尽可能地实施

分层分类教学，让每个学生都能学有

所得。同时，一些学生因为家长复工、

忙于工作，在规定时间因为没有手机

或电脑等终端设备的原因，需要错时

学习或另行补课。因此，教师布置的

学习内容最好能够回放或不受时空限

制，具备错时学习、随机学习的条件。

6.在学习领域上，处理好书本学

习与生活化学习的关系。生活即教

育，社会即学校。延期开学关上了学

校生活的一扇门，却打开了家庭生活

的一扇窗。在居家学习期间，除了完

成教科书上的学习任务外，教师还可

以让学生接受更为丰富的礼仪教育、

劳动教育、时事教育等。比如，全家

人都“宅”在家里，在朝夕相处中学生

能更多地接受礼仪教育，可以主动承

担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也可以

在茶余饭后聊聊时事，在潜移默化中

学到书本之外的知识。

7.在作业形式上，处理好书面作

业与诵读、音频和视频等多样态实践

性作业的关系。作业是巩固知识、迁

移能力的重要载体。除了传统的纸笔

作业，还可以结合实际创新多种作业

形式。比如，语文课上，教师可以结合

防疫让学生诵读毛泽东的《送瘟神》，

课下与长辈一起举行家庭朗诵会；美

术课上，可以让学生创作“生肖鼠”“迷

彩口罩”……这些学习成果都可以传

送到学习平台上进行展示、分享。

（作者系北京实验学校附属小学

执行校长）

延期开学要处理好七大关系
□ 孟 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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