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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 实说.
浙江专业报新闻名专栏

□陈钱林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肆虐期间，

居家防疫成为千家万户不得已的

选择，这对学校教育教学提出了严

峻的挑战。我们相信，经过全国人

民的共同努力，疫情终究会过去；

但同时有必要反思，经历这场疫情

后，我们的学校教育需要做出哪些

改变？笔者认为要抓住三个重心。

首先，要把呵护学生的身心健

康真正落到实处。一直以来，我们

的教育都在强调要保证学生的身

心健康，但这些似乎只是说说而

已。当下，我们应该警醒，并且务

必要将呵护学生的身心健康落实

到位，从小事做起，从你我做起。

重视日常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如

勤洗手、多喝水这些小事。对学校

来说，要加快改善校内几百甚至上

千名学生洗手的条件，提供卫生的

直饮水，还要让学生了解“病从口

入”的基本道理，养成均衡饮食的

好习惯。强化学校防疫工作的常

规管理，包括针对学校的教学场所

进行消毒，针对门卫的安全工作进

行规范，针对校内可能存在的传染

风险采取隔离措施等，均要形成常

规。同时，要让体育锻炼成为学生

生活的常态。经历这场疫情后，学

校不仅要落实好学生每天一小时

的在校体育活动时间，还要教会其

居家健身的方法。

其次，要将培育学生的健全人

格作为教育的核心。人格是核心

素养的内核。然而，在目前的教

育中，帮助学生形成独立人格、促

进其精神成长是薄弱环节。今

后，我们要引导学生学会“自律、自

学、自立”。培育学生的独立人格，

让他们为自己的事情做决定，如让

学生自己制订生活和学习计划。

要借助各种教育资源引领学生精

神成长。作为校长，要认识到，引

领学生精神成长是学校不可推卸

的责任。

最后，要将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作为教育的重

要任务。教育界有句名言：“教是为了不教。”“不

教”，就是让学生会自学。从教学规律来看，在小学

中低段，学生的自学能力开始萌芽，如果注重培养，

那么到了小学高段，一些学生就可以获得自学能

力。对于中学阶段的学生来说，三分之一的学生完

全可以形成自学能力，但前提也是注重培养。如今

的学生自学能力普遍不足，根源就在于学校和家庭

“注重培养”的意识不足。当然，有人会问：“孩子不

会自学，怎么办？”我认为，不妨从引导孩子学会时

间管理做起，这是开展自学的基础。事实上，小学

中低段的阅读活动、探究活动，本身也是自学；而小

学高段和中学阶段进行的拓展练习、探究学习、预

先学习，也都是自学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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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疫情“大考”，家庭教育可以做什么

□本报记者 于 佳

2月16日上午，教育部正式发布《给全

国中小学生家长在疫情防控期间指导孩子

居家学习生活的建议》《给全国中小学生在

疫情防控期间居家学习生活的建议》（以下

统称《建议》），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朱永

祥和同事们看到后振奋又欣慰，因为这背

后是我省一大批心理健康教师所贡献的大

量数据和智慧。

朱永祥介绍，自1月30日接到教育部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专家指导委员会委托

后，我省便开始起草文件。“起初的考虑，是

以写信的方式为中小学生和家长提供心理

防护和居家学习生活指导，后来整合成两

份建议书。”

据了解，最终发布的《建议》相较最初

起草的内容，并无过多修改之处。在省中

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办公室主任庞

红卫看来，这要归功于我省各地第一时间

开通了24小时防疫心理咨询热线，文件内

容来源于热线中反映得比较集中的问题与

实际案例。

热线：第一时间开通 覆盖全省各地
1月23日，宁波在全省最先开通防疫

心理热线，湖州、金华紧随其后。到2月3

日，根据省教育厅的要求，全省11个设区市

（包括义乌市）全部开通了防疫心理热线。

截至2月16日，全省各地心理热线咨询电

话共接听2000个左右，超过3000人次的

心理教师轮番接听。

宁波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心理研究室主

任史耀芳通常接到电话后，会先倾听、记

录，然后就热线中反映的问题，以同理心进

行沟通。至于解决意见，史耀芳说：“我们

一般是用探讨性的语气回复，不会强加意

见。当然，值班的老师们会讨论，怎么具体

建议才能帮到来电者。”

作为“湖州37度心理”团队的核心成

员，湖州中学原副校长王强介绍，湖州除了

开通面向中小学生及其家长的热线外，还

开通了一条专门为被隔离人员及其家属服

务的热线。“我们首先要做的是稳定来电者

的情绪。比如有的人是因为买不到口罩而

焦虑，我们听完会请社区志愿者帮忙送口

罩。”王强说。

经统计，热线电话反映的问题集中在

焦虑恐惧、学习懈怠、亲子冲突等3个热点

上。新出台的《建议》做出了回答，如在调

节情绪方面，文件告诉学生，这是人面对应

激事件的正常心理反应，面对负面情绪不

必过于紧张，理解并接纳负面情绪的存在

才能更好地进行自我调适。

微课：将《建议》进一步落地
为了更有针对性地帮助我省中小学

生、教师及家长提高心理防护水平，2月1

日，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省中小学心理健康

教育指导中心响应国家卫健委和教育部号

召，启动了防疫心理微课的拍摄工作。微课

以“同心战‘疫’我们在一起”为主题，将一

个个问题具体化，如“你做好心理防护了吗”

“如何做好学习规划”“身边如有感染或隔离

者，你如何处理自己的情绪”等。目前，微课

暂定陆续推出20节，每节8~10分钟。

2月10日至15日，在我省疫情仍较为

严峻的时刻，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指导

中心已推出5节防疫心理微课，其中，首节

在之江汇教育广场推出后，浏览量已经超

过10万。

首节微课的讲授者孙炳海教授，是浙江

师范大学社会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有学生

反映，疫情期间提不起精神学习。对此，我

建议孩子们，要保持乐观，把一件又一件日

常的小事做好后，自然而然会更想去学习。”

孙炳海说，“我们主张‘停课不停学’，是因为

如果不学习会出现一些负面效果。上网课

不是复制视频，而是为了解决问题。”

宁波市奉化区教师进修学校中小学心

理健康教育教研员姜红霞设计的微课以

“对被隔离者，如何表达关心”为主题。在

准备微课时，她先在网络上搜索了大量的

隔离日记。这堂课通过分享隔离日记，让

学生感受到被隔离者的情绪，继而让学生

认识到被隔离者不能受到歧视，再从价值

观和行为上去引导学生。

微信：无缝对接每一种情绪
来自嘉兴的一支心理教师志愿者服务

团队结合热线、微信集中反馈的问题做成

心理科普咨询，及时发布在微信公众号

上。自服务开展以来，该团队已推送了102

篇防疫心理科普文章，阅读量达到45630

人次。

“这些文章被多次转载，主要是因为能

聚焦实际问题，切口小，表达精。”嘉兴教育

学院心理健康教育研究员孔宁说，接下来，

该市还将针对不同学段开展更具体的防疫

心理云课堂。

天台中学学生发展中心主任陈敏秀根

据各班主任反映的情况，建立了防疫心理

咨询微信群，后在全县推广。在微信群里，

她会分享一些舒缓情绪的音乐，也会分享

战“疫”故事。目前，群里共有400多名家

长，每天在群里形成问题接龙，陈敏秀先用

语音集体回答，再针对个别情况展开一对

一服务。“相比疫情的恐慌，更多问题集中

爆发于亲子关系，尤其是初三、高三家长。”

她认为，孩子出现任何情绪，都不是单方面

的，家长要先让孩子看到自己的改变，孩子

才会跟着行动。

虽然陈敏秀的微信群里大部分是本地

学生家长，但也有3位学生家长在湖北。针

对他们，她每天会发送新闻链接，介绍天台

当地以及学校的情况，让家长和学生感受

到教师的牵挂。

疫情引发紧张、焦虑或恐慌怎么办？

我省心理教师队伍迅速“集结”

本报讯（记者 舒玲玲）
“我只是给了陈师傅一张

设计图纸，短短一天时

间，他就利用废旧木板做

成了。”最近，江山市城南

小学科学教师吴燕很兴

奋，她和学校花匠陈宗清

共同制作的教具“钢索桥

模型”获得了2019年浙江

中小学优秀自制教具二

等奖。

记者了解到，这已经

不是陈师傅第一次制作教

具了，他参与制作的“电磁

实验架”“日食和月食”等

科学教具频频在省、市获

奖，其中“日食和月食”还

被带往北京参加了全国科

学课展演。“平时就发现陈

师傅手工活特别好，他还

会利用废弃的毛竹制作竹

篱笆。”科学教师王丽萍

说，2017年，她要制作一款

教具，但找了几家广告公

司都不尽如人意。听闻此事的陈师傅

毛遂自荐。几天后，拿到陈师傅自制

教具的王丽萍很满意：“这比广告公司

做得好多了。”

渐渐地，该校很多科学教师都知

道陈师傅这一手绝活，他也慢慢成为

科学组教师们的“御用”教具制作人。

“他不仅能按照设计图纸顺利制作出

教具，有时还会增加一些精巧的设计，

让教具更好用、更便利。”教师们纷纷

给陈师傅点赞。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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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第

桐乡市濮院小学教育集团翔云小学把学校实验室的
一批教学用防护眼镜捐赠给桐乡市第四人民医院，供一线
医护人员使用。 （本报通讯员 王晓娟 摄）

长兴县张家村花园幼儿园近期向幼儿和
家长推荐了多个亲子游戏，图为该园一对父
子在玩“保龄球一路向前”亲子游戏。

（本报通讯员 许斌华 尹卫萍 摄）

杭州市胜蓝实验小学代表全体
少先队员，将假期前种植的蔬菜以

“零接触”的方式，送给学校所在社区。
（本报通讯员 童灵莉 施程翔 摄）

抗抗抗抗““““疫疫疫疫””””中的他们中的他们中的他们中的他们

□本报记者 朱 丹

疫情当前，本该重返校园的孩子

们不得不“宅”在家中。随着亲子相

处时间越来越长，家庭教育的重要作

用不断凸显。然而，不少家长却在网

络上流露出了焦虑情绪：一家人24

小时同在一个屋檐下，竟不知道怎样

高质量度过亲子时光，反而还暴露了

一些平时没有留意到的问题。那么，

疫情之下，家庭教育可以做些什么？

家长该如何发挥孩子的“第一任老

师”的职责？

疫情，就是一本“活”的教科书
前些天，一则关于浙江400多名

医护人员驰援武汉的新闻，让无数人

热泪盈眶。有感于此，杭州市锦绣育

才教育集团附属小学校长丁杭缨给

孩子们发去了一封信，她提议停上一

天网课，鼓励各个家庭一起讨论与疫

情相关的“哲学十问”。“在疫情风暴

中，眼前发生的一切就如同一本生动

而深刻的教科书。”在她看来，这场疫

情和课本里的知识一样重要。

于是，育才小学的家庭纷纷响

应，展开了相关问题讨论：“钟南山爷

爷、李兰娟奶奶和医务工作者们害怕

病毒吗？”“为什么会有新型冠状病

毒？”“不能出门的日子里，你怎么理

解‘幸福’？”……对于这些家庭而言，

疫情不仅改变了孩子们的学习方式，

也给了家长们一次对孩子进行社会

生活教育的机会。

“疫情防控期间，家长要将教育

变被动为主动，给予孩子正向的支持

与引导，鼓励孩子观察、思考、体悟，

其教育效果将远胜于课堂学习。”中

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首席专

家孙云晓认为，家长要引导孩子关心

社会，帮助孩子开展探究性学习。“比

如，面对海量的疫情相关信息，家长

可以与孩子收集、整理信息，并在此

基础上进行讨论与研究。在去伪存

真的过程中，孩子不仅深化了对疫情

的科学认知，而且也掌握了研究方

法，提升了逻辑能力。”

在杭州市观成幼托园总园长、省

特级教师杨蓉看来，不仅是中小学

生，这次疫情对学龄前儿童而言，也

是一个不错的教育契机。“在足不出

户的假期中，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亲子

课程了。”她建议，针对3~6岁儿童，

家长不妨借助网络寻找这一年龄段

孩子能看懂的绘本，帮助其了解新型

冠状病毒；同时，面对疫情蔓延，家长

应客观地讲述疫情，切忌刻意夸张。

“此外，近来涌现了许多充满正能量

的事件和人物，家长可以选择性地与

孩子交流。”她补充道。

培养孩子养成好习惯
“宅家时间长了，孩子变得有些

懒散。”“孩子只吃不动，体质下降。”

“孩子无心学习，沉迷手机。”……在

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家长们似乎更容

易观察到孩子的一些“坏毛病”。

“家长要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养

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北京师范大学教

授、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健康与教育研

究所所长边玉芳分析说，“饭前便后

要洗手”“正确洗手”“避免用手接触

口鼻眼”等卫生习惯，家长平时唠叨

了无数次都未必有效，而此时要耐心

地和孩子一次次地把习惯做到位。

近来，杭州市上城区抚宁巷小学

校长梅升君和正处于高三阶段的女

儿每天都会居家锻炼。“除了注重卫

生，良好的生活习惯还包括规律作

息、均衡饮食、坚持运动等。”他说，家

长要引导孩子合理安排作息时间，

“保证孩子充足的学习时间固然重

要，但休息间隔、体育锻炼同样也不

能少”。

孙云晓曾对青少年儿童习惯培

养进行了连续十年的课题研究，他倡

导培养中小学生养成九个好习惯，包

括喜欢阅读、勇于质疑、自我管理、坚

持运动等。“值得注意的是，习惯的养

成不能只靠行为训练，而要抓牢认

知、情感和行为三个关键环节。”他

说，以劳动习惯为例，家长首先要借

助事实，让孩子认识劳动的价值，产

生参与劳动的兴趣；其次，要寻找身

边的榜样，激发孩子对于劳动的情

感；最后，经过具体操作习得劳动技

能，并长期坚持直至养成习惯。

在陪伴中反思教育
为什么延迟开学会让家长倍感焦

虑？“孩子在家学习效率低，担心开学

后跟不上。”采访中，不止一位家长这

样对记者说。出于这种“在家也不能

输在起跑线上”的心理暗示，一些中小

学生家长还给孩子额外安排了培训机

构的线上授课。对此，教育专家呼吁，

希望家长不要将孩子一味地“推”给在

线课程，而是应该在陪伴中反思，如何

给予孩子终身受益的素养与能力。

2月9日，在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

的网络开学典礼上，校长俞国娣请全

校学生思考：“长大做一个怎样的

人？现在应该做什么？”她邀请家长

引导孩子带着这个话题去观察当今

社会发生的一切，进而理解大爱小

德，以及自己应该具备的责任与担当。

“家长不妨多和孩子聊聊天。亲

子之间沟通是否顺畅，是家长家庭教

育能力的试金石。”全国“百佳班主任”

杨春林说，趁这段时间，家长要学习做

一个倾听者，尊重孩子这一生命个体

的想法，锻炼孩子独立思考的能力。

自然教育、生命教育、感恩教育、

责任感教育……这次疫情把这些对

孩子成长有着重要意义的教育内容，

统统摆在了家长们眼前。“其实，疫情

带给孩子的还有很多，如理解责任与

担当的意义，看到科技和大数据的力

量，体会决策的关键与重要等。只要

家长足够有心，教育题材比比皆是。”

边玉芳说，家长要静下心来陪伴孩

子，才能收获一个更懂事、更成熟、更

有责任感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