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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黄莉萍

“云开学”这1个多月以来，教师们进入职业生涯中史无前例的“兵荒马乱”。

仓促上阵的“十八线主播”忘记开麦克风？直播课有学生没进群签到？网课评

论区里学生那些“不忍直视”的发言？录播课点击率不到一半，不少学生还3倍速快

进？原本面对面一两句话能讲清楚的问题，花费了更多的时间……

这边是“无法掌控”的学生，那边是专家提醒：线上教学恰好能促进教师教学方

式的自我变革——促进教师专业指导下的学生自主学习。

这个“新学期”，教师们咋就这么难呢！

曙光即将到来，也许当学校正式复课，教师再次面对着学生们授课时，会怀念起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教学那些“翻车现场”的窘状、半夜备课的辛劳、不断反思带

来的成长、自我突破的智慧教学环节，以及师生、家长亲密互动中的感动瞬间。这

些，都是浙江教师疫情期间教学的集体记忆。

很多教师们感慨：疫情开启的，

不仅仅是一场学生“学习的革命”，更

是一场教师“学习的革命”。教师“学

习的革命”，教师们在学什么？

“云课堂”开启后，教师甚至年长

的教师都在被“逼”着学习新技术、适

应新平台，敏感而善于反思的教师更

主动经历着新样态教学模式带来的

教学思想、行为、模式的多重冲击。

对着空气的教学，犹如武侠小说中气

功大师牢牢把控在两掌之间的真气，

“散”了。疫情期间，传统的学生“无

处可逃”、教师满场全控的课堂不复

存在。这时，只听见以前“满堂灌”教

师的“哀号”和教育专家们欢欣的呐

喊——教师应积极适应和研究教师

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

不管教师们愿不愿意，我们总能

看到，有些“云课堂”学生开小差，有

些“云作业”学生不想交。但同样有

那么多智慧的“云课堂”，课上学生们

兴致盎然，课后富有想象力、创造力

的作业成果展示令他们的教师惊喜

连连。

如何让学生愿意学、喜欢学、自

己承担学习的责任？许多教师都有

了自己智慧的探索。在线上学习这

段时间，记者发现，有些教师很忙，而

有些教师很“闲”。不少中学的“云课

堂”，一门学科基本由年级组里的几

位骨干教师担纲；而小学的“云课

堂”，很多都是区、县骨干教师的探索

成果。因而，有教师大胆猜想——未

来，很多教师也许可以下岗了！

这当然是一句调侃。

大家都知道，除了课堂，教师的

工作还有很多。比如不承担“云课

堂”任务的教师，大多承担着学生管

理、作业辅导、家校联系等职责。只

是，可以预见的是，不努力前行的教

师似乎更符合“助教”这个角色。

前不久，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加

强“三个课堂”应用的指导意见》，要

求到2022年，全面实现“专递课堂”

“名师课堂”“名校网络课堂”在广大

中小学的常态化按需应用。目标直

指“教育均衡，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实践深度融合，创新教育教学模

式，促进育人方式转变”。

春天来了，人们都能感受到春风

的吹拂。教学革命来了，犹如春风般

生机盎然的，是越来越多的教师行走

在教学革命的探索之路上。“云课堂”

中，不少教师感慨，师生共学，甚至某

些环节学生教教师，让新的教学形态

更富有勃勃生机，更有春天的模样。

学习，就是力量。正如杭州市余杭区

太炎小学副校长张自恒所说，教师学

习的姿态留给学生的，或许比教给他

们学习了多少知识更影响深远。

□周克秋

现在的朋友圈一打开常常满屏都

是打卡信息（主要是小学）：“阅读打

卡”“跳舞打卡”“运动打卡”“背诵打

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线上授课，

更是调用“打卡”软件，以时刻监督学

生作业的完成进度。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教师和家长的抱怨声此起彼伏。

教师觉得家长不负责任，没有及时督

促孩子完成作业；而家长更苦，说孩子

压根不听自己的。他们在这场无硝烟

的家校战争中，两败俱伤。

这场以“打卡”为落实纽带的学

习过程中，我们忽视了什么？

“打卡”的初衷：督促学生养成习

惯，达到自我约束，完成学习目标。

“督促”与“自我约束”是一组矛盾体，

既然是督促，那就意味着“打卡”的主

角——学生是不靠谱的。笔者认为，

如果学习任务是无趣、无意义的，那

么学生接受的就是苦差事。如因为

“打卡”有时间，学生反而降低了阅读

兴趣，忽略阅读本身的快乐。笔者甚

至认为，学生学习的内动力，在“打

卡”中一点点流失；学生思维的宽度，

在“打卡”中一点点缩短。

那么，该如何来提高学生的学习

内动力呢？

首先要提高学生线上学习的自

主动机。

在学习模式改变时，我们和学生

交流过吗？为什么采用这种模式？

教师希望达到什么样的预期目标？

为了更好地实现目标，该如何合理安

排学习？要知道，家长没上班前，教

师们预设学生只是孩子，没有能力安

排自己的学习，所以需要教师和家长

的督促引领。等家长们陆续上班，试

问，一个从未有机会锻炼自主能力的

孩子，怎会一夜长大？

学生作为学习的主人，在一开始线上授课时，

就应有权利全面了解与自己息息相关的学习信息，

拥有选择权。

教师可以布置一周的学习任务，然后由学生自

己安排每日的学习内容、学习时间及学习方法。如

果是一天一课，可以提供多个优秀教学视频供学生

选择；甚至只是规定学习内容，由学生自行上网搜

索适合自己的网课。学生未来的路很长，不会因为

这一个来月的选择不妥而导致不可估量的损失，反

而能在磕碰中学会辨别。

无论教师还是家长，都应拥有允许孩子自主选

择学习方式和学习时间的气量，并给予孩子全权承

担交作业的责任和直接与教师沟通的权利。每个

学生天生就是玩家，而不是小兵，只有他们对自己

的学习负起责任，才能激发其学习内动力，成为自

主的个体。

其次，教师要丰富学生上交作业的鲜活形式。

宅家学习，不该让冷冰冰的“打卡”阻挡师生之

间的交流。作业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机械地重复

课堂已经讲过的内容，而应是提升学生掌握知识的

能力。作业的呈现方式可以是鲜活、温暖的，可以

制作一个美篇介绍本周的收获，然后同学之间互

相观摩；也可以设计一些亲子互动的作业，落实知

识的同时还可以增进亲子关系。只要教师花一点

点心思做一点点努力，完全可以走出“粗暴打卡”的

怪圈。

我们应该怀着培养能终身学习的未来接班人

的梦想，去引领学生的学习和生活。别让“打卡”这

种简单粗暴的模

式，侵蚀掉学生

的学习内动力。

（作者系温
州市瓯海区新桥
第二小学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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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窘”，浙江教师线上教学的集体记忆

“云开学”之初我在大山深处的

老家，于是开启了满村找信号的窘

途。一阵折腾下来，才在村口路边及

施工房顶上找到些许信号，赶紧搬起

小板凳上那直播去。鸡鸣犬吠、鸟声

啁啾、青山绿水，这样的上课环境太

难忘了。（衢州市白云学校 傅红珍）

结束直播的时候，新的问题又出

现了，我突然找不到关闭直播的地方

了。全年级学生就这样默默地看着

我的鼠标在电脑屏幕上左右上下不

停地滑动，当时真是满面窘状啊！（杭

州外国语学校 张传鹏）

白天，笔记本电脑架在马桶盖上，

接线板放在洗漱台上，自己坐在小板

凳上。“妈妈，妈妈……”孩子快把厕所

门敲爆了。深夜家人都睡了，正是录

课的大好时光。可刚录制了一个开

场，身边就传来丈夫呼啸般的呼噜

声。（江山市贺村第三小学 王倩倩）

教龄30+，首次直播课的前一晚

愣是没睡着。第二天早上肿着两只

大眼睛，心跳加速到无以复加；每次

“连麦”，点击的名字都与“连麦”后视

频里出现的学生对不上号。学生们

哈哈大笑——难道以为我不认识他

们了？（长兴县实验小学 宋末琴）

喜剧的内核是个悲剧。录了 8

遍课，因为录课软件在不同设备上不

兼容，五六种移动终端都用上了。各

种失败、卡壳，当我发出“愤怒”的怪

叫时，学生们发出了快乐的笑声。给

学生们看教师录课的窘状，是希望我

们的努力能得到他们的珍惜，更希望

他们也能像我们一样不断学习着克

服困难、迎接挑战。（宁波镇海中学

张文强）

整个二月，新冠肺炎疫情让我滞留

在了加拿大。13个小时的时差，让我

“黑白颠倒”地给学生上了3个星期的

网课。（浦江县浦阳第一小学 陈月平）

3 月 2 日那天，上完课后忘记关

直播，紧接着开始在电脑上找资料

备课。全班有近一半学生就这样一

直看着我备课。（诸暨市城西小学

孙晓菲）

疫情期间头发疯长，无奈之下只

得拜托妻子的手艺。某天直播，不小

心点到了露脸键（平时上课都是屏幕

分享），学生直接就炸锅了：“哇，你看

王老师发型好帅”“王老师发型像月

球表面……”“果然只有王老师才能

驾驭这发型”……（宁海县胡陈乡初

级中学 “帅气的王老师”）

为了让4个班的孩子都能够准时

进入科学课直播间，我是用尽了各种

“诱饵”：分享了自己有趣的休闲时光；

录制班级微照片集一起回味过往，寄

情当下；对话童年，放上我小时候的照

片，一起交流“曾经的我，现在的

你”……（杭州市濮家小学 卢 依）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先在钉钉

“班级圈”中创建一个话题，如“阳光

下物体的影子学习交流”，鼓励学生

在圈内发表自己对学习这个内容过

程中的困惑、心得与成果，提升线上

教学学习效果。（绍兴市柯桥区齐贤

中心小学 陈高峰）

作为一位小学科学教师，最怕的

是上没有材料的科学课。我挖空心

思，瞄准了学生宅家就能找到的各种

坚果，开启了含油食物大揭秘的科学

课。孩子们边吃边做，效果很不错。

（教师Q）

我的数学直播课会有把知识点

和生活实际紧密联系起来的“让鸡蛋

浮起来的猜想”，也会带领学生一起

制作全国和浙江省新冠肺炎感染人

数统计表。（丽水市特殊教育学校听

障部 张新富）

家长复工后，怎么破解学生作业

提交难的问题？有了！“健康码”！按

时完成作业给“绿码”，加5分；未按时

完成作业给“红码”，减5分；延时完成

作业由“红码”转为“黄码”，不扣分。

（嵊州市剡溪小学 张小丽）

如何让云端上的音乐课更有趣

呢？苦思冥想时，猫咪悟妙跳入怀

中，一会儿又踩在电脑的键盘上。有

啦！何不让我家的小猫“代替”我进

行鼓励和评价呢？如今，“来自”悟妙

的评价和悟妙有趣的生活短视频都

成了学生们期待的奖励。（江山市中

山小学 吴 彧）

利用电子书写板，每天我都通过

自己的微信公众号推出一篇讲评作

业的文章。每篇文章包括前一天作

业情况分析、易错题目讲解、相关好

题挑战、读读数学史等4个板块，并附

上视频讲解。（杭州外国语学校 张

传鹏）

因为带一年级，我班级的“云课

堂”以“自主学习小能手、争做家务

小能手，积极防疫小能手”等实践活

动为主。我还在班里推出了“助力

抗疫”“小小书法家比赛”“朗诵比

赛”“独唱比赛”“以平凡战不凡，致

敬逆行公益人”等活动。（台州市学

院路小学 林 凌）

我在教学平台上开启了特别专

栏，每天推出一名学生成为“小主

播”，发布他（她）对世界（疫情动态为

主）的思考、作业的反馈、习惯的引

导、方法的点拨等。（宁波市鄞州区江

东中心小学 陈元隆）

每天，我都在学生作业的页脚上

附上一句自编的励志语。如 3 月 15

日：战“疫”的春天那么美，祖国战

“疫”大军攻坚克难，我们就要胜利

了！（开化中学 李承法）

左手学生，右手孩子，我在“做最好的老师”

和“做最好的家长”中修行，前面就是曙光。（郑

晓萍）

二月初我乘高铁返回杭州。当日几经兜转

却被集体公寓拒之门外，好在有校长周旋，得以

返至校内住处。次日一早，校长在门口放了一

袋满满当当的食材，外加一台半身左右的冰

箱。（杭州市濮家小学 刘 威）

50多岁的人了，好在自己能勤奋学习技术，

不然这个“亏”可是吃大了。（长兴县实验小学

宋末琴）

“云课堂”需要教师更细致地研究教学，梳理

知识体系和关联，化繁为简，深入浅出，激励、吸

引学生持续地学下去。（宁波镇海中学 张文强）

虽然我看不见学生，但明显感觉他们比以

前学习更努力了，也懂事多了。一次上课，不知

什么原因，声音有点卡。我当时很紧张，不知如

何是好。这时，一个学生说：“您继续讲，听不到

声音的时候，我们看课件好了。”另一个说：“老

师，我们能听懂！”上完课，又有一个学生主动帮

我分析卡的原因。（浦江县第二中学 朱耀照）

对于我这样的中年教师而言，疫情期间经

历一场云技术革命。不仅仅是对新鲜事物的认

知和接受，更是对自身教育生命的一次洗礼，唯

有更厚重地努力。（杭州滨兴学校 姚贺国）

以前打开手机相册，满满的都是孩子的照

片。现在打开手机相册，同样是满满的照片。

只是它们变成了疫情期间作为存档的一次次拨

通家长联系号码的照片、一张张学生作业批改

后的照片、一段段的直播和录播课的翻车视

频。翻着相册，看着照片，嘴角自然而然地开始

上扬。（浦江县浦阳第一小学 毛钰莲）

惦记着学生是否专心听课、是否认真完成交

给的任务……起初，我被似有似无的焦虑感笼

罩，直到看到学生在不断学习中完成的极富有创

造力的作品，才放下心来。教师应真正成为学生

的“引导者”。师生相互学习，才能促动学生最核

心的深度思考能力和独立探索能力的形成。（宁

波滨海国际合作学校初中部 应华楠）

这届教师的“花式”窘状

这届教师的“花式”秘籍

这届教师的
“花式”感慨

记者手记：“云课堂”后，
关于教师职业的“云猜想”

屋顶上的“云课堂”。

有趣的“云课堂”里，客串的有教师的娃、
教师的童年照，还有教师家的猫狗鸡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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