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华君

上个学期，江山实验小学教育集团

利用网络同步课堂，成功在所属的实验

小学本部、保安小学、贺村第二小学三

个校区，以及结对学校沐川幸福小学之

间实现优质课资源共享。此项实践，是

以同屏（主客场各一位教师执教）、飞屏

（主场一位教师执教）、微屏（5~8分钟课

堂片段）三种方式并存的异地现场同步

课堂。正像有些同行形容的，作为几乎

是江山最偏远农村小学的保安校区，能

和百年名校江山实验小学进行城乡交

流，真可谓是“嫁入豪门”。然而，面对

实验小学这个热情又体贴的“夫婿”，这

个学期，“新妇”却似乎有了一些难言之

隐。到底是什么呢？

虽为城乡共享
实应有所倾斜

语文教研组组长周燕刚布置完教

研任务，要求每位组员至少执教一堂与

保安校区的同屏课，马上听到五年级组

长姜天生反映，对方校区可能对同步课

堂产生了轻微的不适感。究其原因，还

是来自不能完全同步。

“我们是37个班的大学校，保安校

区每个年级仅有一个班。我们每位教

师出一节同屏课，紧锣密鼓，他们怎么

承受得了？”教师朱子文如是说。

于是，由实验小学牵头，请保安校

区校长及各学科教师代表召开了一次

圆桌会议，倾听大山深处“小家碧玉”的

心声。

首先是实验小学教师们进行反思，

寻找继续合作的可能性。

执教阅读交流课《窗边的小豆豆》

的教师王爱娟说：“在哪个环节进行互

动，以怎样的方式进行互动，客场的板

书如何设计，我们在课前都做了充分准

备，也与保安校区的教师作了交流，但

课堂评价时，我们只关注到主场的学

生，对客场保安校区学生的发言没有及

时给予评价，导致他们的课堂气氛有点

低沉。”

教师徐丽丽说：“我特意进行了观

察，主客场学生举手发言比例大致为3∶1，

客场学生的注意力有些分散。”

音乐教师周郑赟也提出一些困惑：

“技术上的同步要再稳定一些，歌唱教

学涉及节奏练习、歌词诵读、教师范唱

带唱、师生共同演唱等环节，稍有延时、

卡顿，在其他学科的课堂可以忽略不计

的问题，在音乐课堂上是极大的尴尬。”

那么，保安校区的教师们又有怎样

的需求和体会呢？

教师陈波和华小燕认为，由于两地

学情不同，保安校区部分学生进入状态

没那么快，导致上完课后教师还要补充

教学，对薄弱学生逐一辅导。他们希望

同屏课的授课内容集中在保安校区更为

弱势的地方，比如作文、低年级写话等。

保安校区校长龚有玉阐述了目前面

临的一些困境：教师们都非常年轻，经验

非常不足；没有专用的录播教室，设备安

装在五年级教室里，同屏课必须进行走

班，较为麻烦；两边教师都因为怕耽误进

度，不能更多地关注后进生……

头脑风暴，凝心聚智，这次圆桌会

议起到了不小的成效。最近，两个校区

又上了几节同屏课，可以说这对“伉俪”

渐渐步入了“琴瑟和鸣”的佳期。

理念已至新境界
细节需不断完善

在一节数学课上，教师周群梅试用

了“智慧追问”的方式来促进校区间的

学生交流。她介绍，保安校区学生回答

课堂提问后，教师可以追问：“对于保小

这位同学的观点，实小的同学有补充

吗？”“实小这位同学的发言真是一针见

血呀，保小的同学能举个例子说具体一

些吗？”

为更好地调动不同校区学生对同

屏课的参与热情，英语教师姜玲玉从细

节入手，与保安校区教师多次沟通，尽

早熟记保安校区学生的姓名。上课时，

姜玲玉点名让基础较好或易被忽视的

学生跟读展示，屏幕两边师生的距离很

快拉近了许多。

齐读时，她用手势指示，请主客场学

生交替朗读，成功避免了因信号延时导

致的两个校区学生朗读不同步的问题。

在全体教师大会上，负责设备和技

术指导的教师刘新洪提出了新的建议：

针对录播教室摄像头数量有限的情况

（讲台左上方和教室后方各一个），教师

示范、讲解时为了获得清晰的近景，最

好将活动区域缩小到讲台周围，让镜头

突出主体；而要巡视和关注学生的学习

状态时，可以离开讲台走到学生中去。

农村娃未必屈居客场
学生都是课堂的主人

“希望多把主场设在保安校区，欢

迎实小教师常来保小。”教师郑亚玲期

待万分。

在保安校区师生的热情呼唤下，时

不时地，实验小学的教师们跑到保安校

区去上教研课，甚至在同步课堂上担任

客场教师，进行授课示范。每当此时，

保安校区学生就唱起了主角。

教师徐小利兴奋地说：“到保安校

区去上同屏课效果实在太好了，就拿姜

贤群老师的一节课来说吧。上课前，她

就充分了解了保安校区学生的实际情

况；在课上，她更关注到保安校区学生

尤其是后进生。另外，因为屏幕另一边

是她自己的班级，她心中牵挂着自己的

学生，可以随时叫出学生的姓名。如此

一来，两边学生的主动性、师生的和谐

度明显提高了许多，课堂效率自然也就

更高了。总之一句话，参加同屏授课的

教师，心中要时刻装着两个班级的每个

学生，课堂效果才会称心如意。”

马上要执教同屏课的实验小学教

师郑建梅一听，立即决定驱车前往保安

校区上主场，这几天，她已经和同年级

配合者、省特级教师傅淑玲研讨了好几

轮了呢。

音乐教研组组长姜燕发现：“在音

乐学科的同屏课上，因保安校区音乐教

师都是由外聘的校外机构教师兼任，侧

重于乐器教学。学生们对乐理知识几

乎一无所知，教学中涉及的节拍、旋律、

律动等专业术语，他们根本听不懂。”

音乐组也决定轮流到保安校区去，为

那边的学生开小灶，补上基本乐理知识。

不是说同步课就一定好
只有合适的才是最好的

“经过几节课的尝试，我们发现比

较适合两校同屏课型的是复习课和制

作课。如上周我们组执教的一节航模

制作课，两边学生热情高涨，效果特别

好。”组长祝光星如是说。

“美术课更关注学生的动手实践，

教师要在现场及时点评和指导，目前最

适合同屏教学的是欣赏课，这将作为我

们现阶段教研的重点。”美术教研组组

长倪亦将介绍，“对于绘画教学指导，同

屏课是无法施展的，只能充分结合飞

屏，即我们事先录制短视频，让保安校

区教师以此精准示范，然后才能使同屏

课教学环节更加流畅。”

上文提到的保安校区总是交换教

室的困境，是如何解决的呢？

实验小学教学运转中心主任徐小

利透露，开学初，两校就密切商议，排出

一份同屏课安排表，每周尽量安排同年

级上课。

此外，为提高同屏课的教学水平，

每位教师的听课评价都非常值得珍

视。每位听课者都被要求认真填写课

堂师生互动有效性观察表，明确分工，

数据监控，定期诊断。

为提高课堂效率，学校更加关注对

学困生的辅导，录制了重难点教学微

屏，提供给学生温习、消化和巩固。

“作为省‘互联网+义务教育’试点

学校，我们全员参与，全方位融入，带着

问题深入研究，希望能尽快走出磨合

期，进入快车道。”校长杨根法充满信心

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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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儿童节来临之际，湖州
市戴山学校“翰墨书画”社团学生
在教师指导下，在纸伞上作画。荷
叶、水草、金鱼……构成了一幅幅
意境优美的水墨画。完成的纸伞
用于装饰校园里的廊道，为节日增
添一份美丽。

（本报通讯员 金新林 摄）

赵占云
现在不少小区是封闭式的，

门禁很严，教师出入不方便。

再者，家长大多是上班族，

若是等到他们下班去家访，正好

是饭点，似乎不太合适；若是晚

上去家访，教师自身也有安全

问题。

如今网络通信这么发达，通

过视频交流也具有同样效果。

如果确实有必要与个别家

长进行面对面接触，让家长抽空

来校进行“校访”也是可以的。

伊 人
到学生家里实地拜访、约请

家长到学校面谈，或者另找地点

坐下来谈，还是通过电话、视频、

QQ或微信等交谈，只要能达到

目的，都是有效的家校沟通。

现在不少学校下达硬性要

求——家访务必到学生家里，大

概是担心部分教师对待家访草

率马虎，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但这一规定不符合当前实

际，学生家庭住址分布很广，除

了本地的，还有外地的，要走个

遍，没个十天半月还真不行。

单眼皮
如今，传统的登门式家访正

逐渐被手机、网络沟通替代，便

捷的同时，少了面对面的温暖。家访不仅是用

眼睛去看，更是用心灵去听，更见温情和深度。

教师们叩开的，看似一扇扇家门，连接起的却是

家校之间的心桥。切不可让微信、QQ 等“隔

空”手段彻底取代传统的家庭走访。

悠 闲
我觉得，家访不仅仅是与家长互通学生在

家、在校的表现，家访有时还能发现很多通过网

络通信手段无法反映的问题。当然对于每学期

至少一次的班级全员家访的做法本人不苟同，

毕竟教师日常工作量比较大，初中三年至少一

次家访还差不多。

谌 涛
许多学校对家访工作非常重视，特别规定：

新生入学前，班主任实地家访全覆盖，一个都不

能少。

这样的做法受到学生和家长的欢迎，受到

社会赞誉，但一些学校在操作过程中简单化，仅

仅提出强制性的目标要求，对于班主任如何实

现、能不能实现、实现过程中有什么困难则不管

不顾。暖了学生，寒了教师。

学校需要对家访工作进行统筹安排，合理

补助家访的正常支出。如对于某一区域的学

生，应组织教师集中在某一时段去家访，由学校

统一安排教师的交通和食宿。到偏远乡村家

访，应派多名教师结伴而行，教师在家访期间应

按照相关规定报销差旅费。

家访不仅是班主任一个人的事，任课教师

也应参与家访，减轻班主任的工作压力。

张祖平
上门家访对于班主任了解新生非常有必要。

出行之前，我会认真备课，争取做到满载而归。

进门之后，我会请学生朗读一篇文章，写一

段命题小作文。通过这个过程，我能了解学生

的学习能力。我还会问：“新班级中，有没有你

的小学同学？”其实，我尤其想知道的是，哪几个

学生是特别调皮的。

我让学生家长回避，让学生做问卷调查（网

址为：https://www.wenjuan.com/s/Ev22iq/），收

集数据，为初排座位、选拔班干部提供参考。

学生写完文章后，我会请他们回避，让家长

点评，以此大致判断家长的文化水平。之后，我

会进一步了解，家长有无双休日和假期，每天晚

上有没有督促孩子高效学习的习惯。

征得学生同意后，我会踏看学生卧室，会向

学生和家长传达一个明确信息：学生卧室里不

应该有手机或电脑。

此外，我会旁敲侧击地了解学生是否属于

单亲家庭。因为从统计数据看：单亲家庭学生

的问题确实比较多。

以上步骤，如果不是上门家访，可能很难做到。

带 鱼
我觉得以下情况适合去家里家访：新入学

新生、中途接班、家庭有变故（如父母离异、生病

等）、行为习惯大幅偏差、学习成绩明显下滑等。

□宁波科学中学 金宏雁

低头时，颈椎会承受额外的压力，致
使韧带和肌肉紧张，并压迫神经和血管。
学生常常因为视线与书本倾角太小，不自
觉地弯曲颈部，以便看得更清楚，甚至有
些学生索性就趴在桌子上，对视力产生了
不良影响。

为了有效防止学生学习时的低头现
象，我校设计了一套课桌椅，并作了多次改进。

桌板带倾角，使学生不用低头即可保
持视线与桌面垂直，这样的设计很多年前
曾经出现过，但倾角是固定的。我们设计
的这套课桌椅，通过一对细浅螺纹杆，桌板
可以自由调节倾角。

桌板下方有一段凸起，以防止书本
下滑。

因桌面倾斜，不便叠放大量书本，我
们对座椅进行了重新设计：坐板下方特制
了一个两层网架，可以放置不少书籍。

今年我们又作了进一步改进：缩短了
桌板上凸起的长度，使其居于桌面中下
方，减少给手臂带来的不适；桌斗两侧各
安装三个挂钩，可用于挂书袋。

整个设计结构简单，操作方便，不易损
坏，成本低廉。最主要的是，能够让学生在
头正身直的坐姿下，舒服而自然地阅读和
写字。

该设计方案已
申请国家专利，并
委托厂家依此批量
定制。

□衢州新星初级中学 王志兰

立夏日，灏云来学校看我，带来

一杯奶茶，还有一脸笑意。

“老师，好久不见，很是想念你

啊。”灏云的话语有点煽情。

真是“士别三日”啊。我心里热

潮涌动，这孩子竟如此懂事了？

“在学校里过得怎样？”例行问语

脱口而出。

“我在杭州一所中专读书。我语文

成绩最好，班里第一名呢。我是班长，

还是学生会主席……”他娓娓道来，完

全不是之前那个话不成句的学生。

“有出息呀，恭喜。”我真诚地为

他感到高兴。

“这还不是要感谢老师你，感谢

你老是‘抓’我。”

我将往事拉到眼前——

三年里，灏云是班里成绩垫底的

学生，每门功课都倒数第一。我教的

语文呢？字写得歪歪扭扭，形同蚯

蚓；作业答非所问，没有要点；作文不

得要领，怎么写也凑不到500字……

每次语文测试都在及格线以下。

他的成绩严重干扰了班级的合

格率、平均分，每次让我又担心又难

过，苦口婆心劝他好好学语文。

我请他来办公室补课，起初他并

不情愿；渐渐地，每天中午，他会主动

来补习。

我帮他听写、订正、指导作文……

三年来，我没有放弃他。到九年级

时，他考试终于及格了，后来能考70

多分。

今天的灏云坐在我的桌前，感谢我

的坚守，而我在内心里反而要感谢他。

一是感谢他的听话，坚持努力完

成每一项作业，完成每一首诗词默

写，且三番五次地补默；二是感谢自

己的坚持，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是我

的教育底线。

也许有人会说，帮学生补课，学

生一下子不会有太大进步，有些时候

吃力并不讨好。可我一直认为，不管

是怎样的学生，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

一定得过关，一定要培养好学习习惯

与兴趣。

坚持下去，学生总会多些对语文

的兴趣，多掌握些学习方法，有利于

其终身学习。

学生会上，一位20年前毕业的

农村学生在我面前流畅地背完《岳阳

楼记》，他说，这是我逼他的结果，我

曾将他留到晚上9:00，直到背完才

让他回家；

一位已是书法家的学生说，他之

所以有今天的成绩，是因为我逼他每

天写字，每次写完必讲评点拨，还鼓

励他参加比赛……

这些小事我记得不是很清晰，回

味间总有热浪滚过心头……

“老师，我还想着两年后考本科。

我语文极好，没有问题，但数学和英语

要拜师补习。”没想到这个曾经被任课

教师“拎来拎去”的学生，今天有这样

大的梦想，真是出乎我的意料。

“初中三年还好在九班，还好有

您和数学胡老师抓我，一直都不放弃

我。我要感谢您和胡老师。”灏云的

话如同春光，格外豁亮。

喝着灏云带来的奶茶，有点甜。

“老师也要谢谢你——三年里，你顶住

压力，听从老师教导，尽力做好自己的

事。”我看着他的眼睛，真诚地说。

灏云连连摆手，面露愧色。“请相

信，我会努力的。”他对我说，又像是

勉励自己。

城乡同步课堂：要做到“真同步”并不简单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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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曾放弃他

上
门
家
访
很
暖
心

每
户
皆
到
不
现
实

—
—

家
访
一
定
要
去
学
生
家
里
吗
？
（
续
）

无
须
注
册

扫
码
参
与

下期话题：
农村学校要评首席教师，你有声音吗？

前线传真

从教感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