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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

虽然还没有开学，老师们却并没有
闲着，除了搜集上报学生的健康信息，
还要变身“主播”上好网课，在线监督
孩子们在家学习。温州市建设小学教师
徐璐，前不久接到了录制鹿城区“空中
课堂”的任务，这对她而言是一次全新
的尝试。

线上隔空授课，有别于线下面对面课
堂。在她看来，网络授课带来了传统教学
模式的变革，这其中最大的改变就是要用
新媒体的手段来呈现“无生”课堂。

如何最大限度地拉近师生之间的距
离，做到隔面不隔心？这是徐璐等一批教
师在录制“空中课堂”时思索的：课中，我
关注学生的学情了吗？我给孩子留足思
考时间了吗？我让孩子动手实践了吗？
“虽是‘无生’上课，但授课老师心中必须
有学生。”徐璐说。

对老师们尤其是班主任来说，这一
个多月来，最令他们“头痛”的事，莫
过于催孩子们交作业了。刘老师是小学
五年级的一位语文老师兼班主任，每天
网课结束后，她就开始了漫长的等待。
考虑到很多孩子需要在家长回家后再帮
忙上交作业，刘老师就把晚上11点设为
最迟的交作业时间。

“到了晚上8点，批阅完的作业还
不到总数的一半。”于是，刘老师在群里
委婉地提醒：“孩子们，我在等你们的作
业，加油哦！”零星的几份作业传上来
了。紧接着，她开始私聊没交作业的家
长，得到的回应是：“对不起老师，我还
没到家，到家马上传”或者是“这个不
自觉的孩子，玩了一天，等我回家问清

楚怎么回事。”“哎，家长也难，”刘老师
说，“这些本来就交得晚的孩子，退回去
的订正就更加石沉大海了。”

刘老师认为，宅家自学就像是一个放
大镜，把平时上课情况放大了。“有些家长
觉得是因为网课，孩子才这么拖延，等开
学就好了。”然而事实证明，这段时间表现
不佳的孩子，平时同样有不好的学习习
惯。“过去我们现场就可以盯着孩子去纠
正，如今只能在班级群里发：‘现在已经不
是假期了，请各位重视。’”刘老师的话语
中满是无奈。

学生

特殊时期，当到校上课变成了宅家自
学，考验更多的则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和自律能力。许多孩子给自己安排了满
满当当的自学计划，除上网课、做运动、阅
读、做家务外，还包括起床睡觉，一日三
餐、洗漱上厕所等。

当IPAD在手又恰逢家长上班，自学
计划执行起来困难重重：有些孩子网课上
着上着，就掉线打游戏、刷抖音去了，有的
孩子虽然进入了直播课堂，但人却不在电
脑前，一会上厕所，一会喝水；也有孩子一
直盯着视频里老师的课件，脑子里却在想
着今天中午吃什么……

当然更多的是自觉的孩子，他们把
此次的宅家自学看成是一次自主成长的
机会。在副校长黄慧的引导下，温州市
实验中学20名学子成立2020春天实验学
子独立团，他们给家长写了一封信，题
为《信任的力量》。

“疫情的来临打断了我们‘被安
排’的惯性”“学习是我们的分内事，自
觉才是第一生产力”“您的信任能培养我

们的恒心、自信心和责任心”“您若能稍
稍放开手，给我们一个自主成长的空
间，我们或许就能还您一个更加自律的
自己”……这20名学子承诺，宅家学习
期间定当管理好自己，学做自己的主
人，也希望家长做到中途不盯梢查岗，
遇问题不指责、多沟通。

这一个月来，上小学六年级的小陈
同学和一年级的妹妹渐渐适应了宅家自
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