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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是祖国未来的建设

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

接班人。本报《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专刊》自创办以来，本着高

效、实用的原则，集指导性、思想

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受到

社会各界人士的好评和欢迎，是

德育工作者、教师、家长的好帮

手，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好朋友。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专

刊》2020 年共 12 期，一年 59 元/

份。有关发行事宜请与精神文明

报社通联发行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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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时期的别样成长

今年春节，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暴发，疫情防控成

为 全 国 上 下 高 度 关 注 的 首 要 工

作。在配合防疫工作的过程中，居

家防疫的要求开启了千家万户的

“宅”模式。在居家防疫期间，怎样

让亲子时光更加丰富充实，其间

又会收获哪些体验、触动哪些思

考呢？本期《话题》分享几位读者

的做法和感受。 （第8版）

本期导读

这份“宅”家护理手册
请收好

孩子抵抗力弱，流感高发季

本来就容易有个头疼脑热，再加

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的“横行”，孩子病了到底要不要

去医院便成了不少家长要面对的

问题。然而究竟什么样的情况是

需要刻不容缓地来急诊？有多少

情况是可以在家中自行护理治疗

的？针对孩子的不同症状，我们来

简单梳理一下。 （第6版）

特殊时期的特殊阅读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疫情，使得居家成为人们

最安全的防疫方式。为了纾解紧张

的情绪，防疫期间的阅读不可缺

少，而关于灾难文学作品的阅读，

在这个特殊的环境中显得格外具

有意义。 （第4版）

疫情下的在线学习是一场大考
杨三喜

新观察

2 月 17 日是中国大部分

中小学原定的开学日。受疫情

影响，原定的背起书包去上学

变成了电脑前在线同上一堂

课。但是关于在线课怎么上，

却引发了一些争论。

一些学校和在线教育机

构已经组织“停课不停学”在

家学习，较普遍的是将学校

学习的内容搬上线、搬进家。

一些学生收到的时间安排，

几乎完全照搬了学校作息时

间表。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

究员储朝晖表示，这样的应对

显然过于呆板、简单。“停课

不停学”不能只看形式，更要

注重效果，提高学习效率。一

些学校的网上课程把包括音、

体、美在内的所有课程都排上

了，未能充分考虑在线学习的

互动性和针对性弱的特征。

储朝晖说，目前不少在线

教育机构依然集中提供的是

学生课程学习的内容，集中瞄

准的是提高学生的考试分数。

不以考分为纲，“停课不

停学”究竟该怎么学？储朝晖

认为，应该更多安排自主学

习，更有效地发展学生自主学

习能力。依据可用条件，结合

学生的实际生活，以有利于

学生健全发展为目标，从教

育理念、内容安排、方式方

法层面做更加完整的设计。

（据中国新闻网）

受疫情影响延迟开学，“停课

不停学”成为教育圈内的一件大

事，在线学习成了众人关注的热

点，这既是为了帮助学生妥善安排

漫长的假期生活，也是为了降低疫

情对学业的影响。

疫情之下，如此大规模地应用

在线教育，既缺乏经验可供借鉴，

也无现成的模式可沿用，对教师、

学生和家长来说都是一场大考。

对习惯了传统学校课堂教学模

式的教师来说，打通在线教学的每

一环都像是“闯关”。虽然平时“机不

离手”“课不离机”，但加上“隔空”的

条件之后，就有些犯难了。很多教师

其实都没有接受过在线教学的系统

培训，即便不需要人人上手录制课

程，组织在线课堂、线上答疑、评估

学习效果，仍然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此外，可供学校和教师选择的在

线教育平台众多，如何选择适合学生

的平台、资源、方式，其实也是对教师

的考验。针对大课卡顿的问题，湖北

黄冈市的一些学校在大课之外开设

了以班级为单位的QQ群直播，既避

免了大课的卡顿问题，也更方便师生

连麦互动，从而弥补大课互动性差的

缺点，以班级为单位的QQ群还成为

了答疑解惑的重要场所。

针对前期出现的一些问题，各

地教育部门和学校都在调整和优

化，出台了很多针对性的举措，比

如，严禁要求所有教师都录制直播

课程，严禁要求家长和学生每天“打

卡”，录制上传学习视频等。北京市

教委明确提出反对“线上满堂灌”，

提倡本校教师、本班班主任结合自

己学生学习特点，筛选学习资源，指

导学习内容。上海市教委则明确提

出不能让在线学习完全替代在校学

习……一方面给学校教师留下空

间，组织辅导，另外也减轻学生在家

学习的压力。避免“一刀切”，根据疫

情、校情、学情，组织调配资源、制定

教学方案，为学生提供适切的教学

方案和教学内容，是对各地教育部

门、学校的工作作风、教育理念以及

工作能力的综合考验。

“停课不停学”如何避免状况百出
王军荣

当老师在自嘲“被疫情逼成了

主播”时，“停课不停学”毫无悬念

地走进了千家万户。各种教学和学

习设备似乎已经准备就绪，许多学

生都“在家上学”了。至于学习效

果，恐怕谁都无法保证，但“停课不

停学”却进入“现在时”。可从之前

一些学校的“直播上课”来看，效果

是存疑的，各种

质疑声也纷至

沓来。

“停课不停

学”的问题出在哪儿？其一，许多普

通老师不太熟悉如何利用直播工

具，对直播可能存在畏难心理，因

此，不会像在教室上课那样轻松自

如；其二，老师看不到学生的反应，

自然无法根据学生的表现进行调

整，最终只能从作业上看效果；其

三，学生的自控能力不强，可能出

现上课走神的现象；其四，一些家

长并不在孩子身边，无法配合管理

教学，因为在家学习，家长就要充

当“班主任”的角色，这显然不是每

一个家长都能做到的。

“停课不停学”如何才能做得

更好？如何才不会跑偏？第一，不能

全盘复制学校的做法，将每节课排

得满满的；第二，要着重于兴趣的

提升。学生在家学习，要想提高学

习效果，需要从兴趣上吸引学生，

这也意味着老师要作教学方法上

的“创新”；第三，别急着要教多少

内容，更应该注重对学生能力方面

的培养，比如自学能力、理论和实

践相结合的能力；第四，需要家长

的配合，家长即便不在家，也应该

用其他方式督促孩子认真学习；第

五，需要每校一策。不同学校的学

生，学习情况不尽相同，需要根据

学生的实际情况制定出科学的学

习计划。

“停课不停学”，学什么很重

要。如果能够让孩子通过自己的行

为和体验学会自己做决定，自己做

规划安排，能提高学生们的自学能

力，朝着这个方向走下去，“停课不

停学”才是走对了路。

1 2 月 18 日，江苏省东海

县牛山小学的学生在家中

参加学校开启的线上升国

旗仪式。 张玲 摄

2 近日 ，甘肃省酒泉市瓜

州县第一幼儿园大班学生

在家拿起画笔创作了《给病

毒打针》。 王艳 摄

3 2 月 19 日，湖南省隆回县

桃花坪中学的一名中学生

在家上“网课”。

罗理力 邓朝霞 摄

2月 17日，北京、广州等地开始

了特殊的“开学季”，广大中小学生

在学校教师的指导下开始了“线上”

学习生活。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全

国春季学期延期开学，近 1.8 亿中

小学生开启了“停课不停学”的学

习生活。他们在家如何学习？学习

哪些内容？长时间盯着电脑眼睛怎

么保护？就大家关注的问题笔者进

行了调查。

“温故而知新”不授
新课的开学季

2 月 17 日 8 点 30 分，广州市越

秀区中小学的孩子们体验了一个不

一样的升旗仪式：网上升旗仪式。孩

子们穿着礼服或校服，戴上红领巾，

认真地敬少先队队礼，全程站立参

加了这个特殊的升旗典礼。

此前，教育部门明确提出“延期

开学”是假期的延续，各校均不得以

任何形式集体组织上新课，也不得

举行任何形式的线下教学活动和集

体活动。

当天，首都师大附中大兴南校

区八年级学生张子晴在家中打开

电脑开始了一天的学习。“上午，老

师带领我们进行了语文、数学、英

语 3 科的复习。每科 15 分钟的时

间。”她说，语文是复习两篇古诗

词。下午是自主学习时间，准备读

《水浒传》并继续自创的“梁山好汉

名片设计”项目。

广州市东风东路小学五年级今

天上午的线上语文课堂上，老师通

过重温上学期课文猎人海力布宁可

牺牲自我也要救乡亲们的故事，思

考疫情之下社会各界尤其是白衣天

使们“牺牲小我、实现大我”的宝贵

品质。

针对初三、高三毕业年级的学

习，北京市委托北京师范大学未来

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提供平台和运

营管理，从上周起组织全市中高考

科目的优秀教师在线答疑。此外，还

在北京数字学校网站开设了专栏，

为毕业年级提供有针对性指导。

“各显神通”保障丰
富教育活动

在开展网上学习的同时，各地

明确提出“停课不停学”不是指单纯

意义上的网上上课，还包括广义的

教育内容，要在德、智、体、美、劳“五

育并举”的前提之下，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

南京市鼓楼区教育局副局长侯

正永说，南京市在 1 月底就组织了

1000名特优教师的1000多节课程，

按照学段学科上线；2月5日起，100

位名特优教师在“名师空中课堂”平

台在线答疑。对农村偏远地区或因

家庭困难无法接受线上教学服务

的，由教育行政部门配送相关电子

设备及教学资源，确保线上教学全

覆盖。

在广州市越秀区，小学生人手

一张每日学习活动菜单，内容包括

设计“阅读与表达”“思维与探索”

“体育与健康”“艺术与欣赏”“劳动

与生活”五大板块课程方向，在区

统一信息平台上播放名校名师课

程资源。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期间，学

习不仅是网上上课。”首都师大附

中大兴南校区六年级班主任荆莹

说，我们还以学生时间管理为切入

点，确保每天有集中学习时间、体

能锻炼时间、自主学习时间、实践

探究时间、兴趣发展时间和动手劳

动时间。

在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初中

部，学生和家长收到一封信。“生命

至上，健康第一。”信上嘱咐在家学

习的同学们树立“有张力的目标”，

热爱生活，努力学习——生活即教

育，做个有心人。我们的课堂无处不

在，期待早日回到校园！

注重视力保护与交
流分享

笔者采访发现，多数学校在安

排在线课程时，每节课的时长不超

过 15分钟；部分学校每节课时长为

30分钟，全天固定在线学习可达3-

4个小时。有的孩子除了校内课程，

还参加了在线的校外学习，在线用

眼时间过长。

此前，为尽量减少小学生上网

时间，保护学生视力，并考虑防止网

络“拥堵”，教育部国家中小学网络

云平台只提供中学生学习资源，小

学生学习内容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上

播出。

中国眼镜协会视光专业委员会

副主任、国家高级验光师秦英瑞说，

随着中小学生纷纷采取网上远程开

课的模式进行教学，对视力的影响

不可忽视。

“要将电脑屏幕背窗放置，电脑

屏幕的亮度调整为低于70%的亮度

为宜，同时切记在用眼1小时后，望

远眺望 5 分钟，以缓解用眼疲劳。”

秦英瑞建议。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

究院教授张志勇建议，要充分认识

学生居家学习与学校教学的不同，

不能照搬学校用的学生作息时间

表、课程表，要多安排一些学生通过

动手操作和自主探究完成的学习任

务，交叉安排好文化课学科学习和

德育、美育、体育、劳动教育等方面

的课程学习。

同 时 ，要 适 当 减 少 学 生 作 业

量，增加学生基于自学、观看教学

视频和适量作业之后的学习成果

的交流活动，让学生通过交流分

享学习成果，锻炼学生的思维、表

达，充分调动学生居家学习的积

极性。

（新华社 赵琬微 蒋芳 郑天虹）

不仅学知识，更要懂成长
——疫情时期特殊“开学季”扫描

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记者 施雨岑）记者

24 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

部对国家中小学网络云

平台进行升级，进一步丰

富平台资源，促进学生全

面发展。

据介绍，升级后的平

台资源包括防疫教育、品

德教育、课程学习、生命与

安全教育、心理健康教育、

家庭教育、经典阅读、研学

教育、影视教育、电子教材

等 10个板块，新增加了生

命与安全教育、心理健康

教育、家庭教育、经典阅

读、研学教育，并更新补充

了部分内容，供自主选择

使用。

同时，应学生和家长

要求，平台增加了中国教

育电视台CETV4“同上一

堂课”播出的小学及初中、普通高中

课程，可通过平台收看电视直播，也

可在课程学习栏目点播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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