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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

□本报记者 黄莉萍

2月1日“仓促”启动时，汪燕宏没想到

的是，自己竟领衔了一个“国家级”的项目。

汪燕宏是杭州市下城区小学语文教

研员、“融语文”名师智慧空间站领衔人、

省特级教师。2月1日至今，她带领着越

来越“庞大”的团队，开发了小学语文四

至六年级同步教材“云微课”共118节。

这些“云微课”，于2月10日开始在“融

语文”微信公众号上连续推送，每天阅读

量逾2万；在“中小学作文教学”微信公

众号开辟专栏“让孩子在家跟着杭州优

秀老师学语文”，向全国师生同步推送，

每天阅读量逾5万。

而“庞大”的制作团队中，有“融语

文”名师智慧空间站成员、杭州市下城区

各小学的语文骨干教师和倾力增援的8

位省内名师。“大家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

智慧，异常辛劳却干劲十足，就是看到全

国越来越多的教师、学生、家长被吸引过

来说‘这些课，真是太好了！’”令汪燕宏

团队颇为自豪的还有，3月初，当时完成

的51节“云微课”被全部打包，参加了由

浙江省特级教师协会联合中国教师研修

网、中国教研网发起的“特级教师助力湖

北公益送教”活动。

做不了“逆行者” 做“先行者”
故事的开头很“大众”，因为疫情，县

市区纷纷组织小学骨干教师为区域内学

校“云课堂”录课。只是，杭州市下城区

小学语文组启动得有点早、有点广，还有

点“狂野”。

春节前后，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全

国人民的心。2月1日，大年初八，汪燕

宏敏感地意识到疫情即将对开学产生影

响，便对自己工作室成员先行发出录制

“云微课”的号召：“我们做不了‘逆行者’，

但可以做本职工作的‘先行者’，挑起这

份特殊时期的特殊担当”。

她指的特殊时期，不仅有导致新学

期开不了学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有2020

年春季本是全国小学语文四至六年级首

次使用统编版新教材这个特殊时期。无

教学参考书、无教案集、无教学设计指

南，甚至原本定于开学前后的区域新教

材教学培训也因疫情“泡了汤”。

2月6日，小学语文四至六年级（下）

第一单元的“云课”预告在“融语文”公众

号上一经发出，制作团队便感受到了隔

着屏幕那空前的热情。2月10日，“融语

文”公众号和“中小学作文教学”公众号

开始同步每日（工作日）推送一课，点击

数累计日均7万多。

“如此优质的同步课程资源，既能指

导教师备课，又能辅助教师网络授课，让

教师有较多精力探索线上学习指导和管

理，解了燃眉之急呀！”来自全国各地的

受益教师在留言栏里感激连连。

“战‘疫’背景下的教学和研究，是一

场挑战困难和极限、挑战创新和智慧的

‘战役’！”汪燕宏同本报记者分享了其团

队成员、教师谢婷婷的诗《世界有这么多

声音》：鱼缸的充气泵有声音/飞机时不

时飞过天空的声音/……/干脆躲进卫生

间试试吧/发现下水管也时不时有奔流

欢唱/衣帽间是不大/可是我说一句 回

声又顶来一句/搬个小板凳 独坐半夜的

客厅中央/我不是孤岛/我在录课/我知

道有一群孩子期待着我的声音。

全区海选优课 省内名师增援
“有一群孩子在等待我们的声音！”

因为这同样的信念，虽然面对着无教

学参考书等的“三无窘境”，2月1日至今，

从第一单元到第四单元的制作，参与的教

师却越来越多。“第一单元主要是工作室

17名成员，第二单元邀请了全区各小学

的骨干教师，第三单元干脆全区海选优

课，到了第四单元更厉害了——省内8位

名师‘慕名’赶来增援！”汪燕宏介绍。

早期参与制作的教师遇到的普遍难

题是如何尽快熟悉和实施新教材。

“没有了教参等‘拐杖’，就靠自己去

研读教材备课，哪怕只有电子教材！”“融

语文”名师智慧空间站成员、杭州市青蓝

小学教师蔡静很庆幸自己成了首批录制

微课团队中的一员。教龄10年的她因

为善于学习，已经是学校的语文骨干教

师。但此次录课让她有了一次完全不一

样的教学体验和成长收获。没有了现成

的教案参考，蔡静没想到自己反而能把

教材把握得更精准，“自己学的、悟的和

别人给的真不一样”。

学生们的学习也是一样的道理！

蔡静备课、录课有个“紧箍咒”，那就

是汪燕宏给制作团队的录课“脚手

架”——“学生在场”式设计的4个“必须

有”。必须有“明确的学习任务及路径指

导”“解决教学重点和难点的学习支架”

“学生自主实践、自能反思设计”“师生或

生生评价和互动的设计”。必须拥有这

些设计的一节课，时间固定为15分钟。

“每一节课的录制过程，都是汪老师

和负责教师‘点对点’的一次‘云教研’活

动。”团队成员们感慨。这，也是下城区

越来越多优秀教师愿意“放下身段”，不

惜通过参与全区教师投票海选优秀微课

初选的方式，“跻身”到汪燕宏的制作团

队中来。

丽水市实验学校党总支书记杨丽佳

原本只是个喝彩者和积极的转发分享

者，“学校开始线上教学后，我便关注和

分享了汪老师团队录制的微课，这些优

秀的课让我们丽水的师生也受益匪浅，

于是我也有了参与的冲动”。杨丽佳这

边念头刚起，那边就接到了汪燕宏的邀

请。两人可谓一拍即合。

杨丽佳是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省特级教师，曾经的全国青年教师作

文课堂教学现场展示活动一等奖获得

者。她和其他7位省内名师，都因为类

似的经历，成了第四单元“云微课”的强

大增援力量。

全国师生投票 好课标准思考
“课，是要让学生满意的。学生喜不

喜欢应该是第一位的。”在这样的理念

下，每一个单元推送结束，“融语文”微信

公众号都开展了面向下城区师生的“空

中好课堂”线上调查与评比活动。在四

至六年级每个单元的“云微课”中分别评

选出“扎实课堂”“灵动课堂”和“精致课

堂”三类“好课堂”。但第一单元的评选，

就收到来自全国19个省的投票；第二单

元评选，收到来自全国20个省的投票。

“除浙江外，广东、安徽、山东、河南

等地的师生投票积极性都很高。”蔡静录

制的《家乡的风俗》被选为六年级第一单

元的“精致课堂”。她最开心的是看到外

地家长在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小孩子

天天要盯着上这个课”；是区内外校学生

家长发来的感谢信息，“算因祸得福，孩

子能天天听到这么多优秀教师的好课，

启发很大”。参与了六年级一至三单元

录制工作的蔡静坦言，自己专业上最大

的突破就是实现了语言的精准性，“即便

以后备线下课，也会意识到每一分、每一

秒都是要有用的”。

40分钟的课堂，15分钟完成，还这

么受区内外甚至省内外师生欢迎，何

故？“教师的授课时间少了，给学生思考、

动手的时间多了！”汪燕宏告诉记者，教

师们常常意识不到，自己平时的课堂太

啰嗦了，“有不放心学生的缘故，也有不

懂得如何指导、促进和测评学生的自主

学习、自我建构的缘故”。

杭州市文龙巷小学教师黄颖是通过

全区优课海选，加入到了制作团队中的

一名新教师。“我既学到了在不同情况下

怎样上好一堂课；更知道尝试着上让学

生自我思考、自我成长的课。这样的课

哪怕还稚嫩，也不失为一堂好课。”教龄

才2年的黄颖告诉记者，她的经历给了

身边年轻教师非常大的鼓舞。

“这些精彩‘云微课’不仅让学生受

益，也让我们普通教师受益。高质量的微

课其实就是最有效的教学指导，如今，我

也开始在反思自己的课堂、自己的教学。”

“没想到这些15分钟的‘云微课’，

这样好地激发了学生的潜能。没了教师

面对面指导，学生的自我成长却在蓬蓬

勃勃。学生们的作品实在令我惊喜！”

……

因为持续的“云评选”“云教研”活

动，越来越多的教师开始了关于教学模

式的思考。“15分钟”带来的“震荡”还在

持续中。“愿意学习、善于学习的教师，未

来，会比普通教师在专业能力上的差异

越来越大。”汪燕宏笑道。

□林建锋

2 月线上教学开展了 1

周后，学校很快发现，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的高下基本

决 定 了 线 上 学 习 效 果 的

好坏。为此，我们开始把学

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作

为线上教学的内核。

师生、家长同思考，聚
焦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学校与家委会一道，组

织全体学生、家长，以班级

微信群为平台，开展主题为

“孩子的线上学习拦路虎”

的大讨论，每个班级的全体

任课教师也都参与。通过

大讨论，“培养和发展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形成较强

自主学习能力的人才能拥

有了终身学习的硬核”成了

师生、家长的共识。家校一

致认为，应全面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化“拦路虎”

为学生成长“筋斗云”。

师生、家长共学习，提
升自主学习能力认识

自主学习能力培养需

要专业认识作为支撑。学

校精心挑选有关自主学习

能力培养的网络教育资源，

通过网络平台进行了面向

教师、学生和家长的主题推

送，深度推进“学生居家自

主学习能力的培养”主题学

习。同时结合每周一次的

网络升旗仪式平台，学校连

续开展了主题为“三方齐心

探索前行，发展自主学习能

力”“远程教育新样态，各方

展现新姿态”的网络化升旗仪式。通过“校长

谈建议、教师话经验、家长说做法、学生展范

例”的方式，提升师生、家长对自主学习能力的

认识。

师生、家长齐践行，落地自主学习能力培养
开发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活动课程。2月19

日，学校正式实施“携手坚毅、以毅战‘疫’——

‘毅21’活动课程”。“毅21”活动课程，就是要激

发学生内在的毅力，通过坚持21天时间，在每

一天里都将自己确定的某一件指向自主学习

能力培养的有意义的事做到、做好，坚持自己，

发展自己，影响他人。有的学生每天按照自定

的学习计划（作息时间）执行，挑战时间管理；

有的学生用多样化的深度阅读方式坚持每天

阅读1小时以上，提升阅读品质；有的学生开展

自主预习，直面自主学习能力。在整个活动课

程实施过程中，学生自定“毅21”挑战书，提升

了计划能力；学生连续21天进行自我评价，提

升了自我认知和持续力。而教师负责对学生

挑战书的审核、指导，保证了方向的正确性；家

长在朋友圈打卡发布，提升了孩子的积极性。

创生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教学要求。如

何实现“在线教学的过程与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培养的过程”合二为一，学校创生了自主学习

能力培养的教学要求。一是对学生自主学习

的要求在教学目标中有位置，教师在备每一节

课时都要有意识确定到底要在哪个点上去寻

求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有明确的目标

表述；二是对学生自主学习的训练在教学过程

中有设计，根据教学目标，在教学过程中至少

寻找一个最适合的环节予以训练；三是对学生

自主学习的效果在学习评价中有体现，对学生

学习的评价要在对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发展情

况的评价上有所体现。

定制自主学习能力培养的各方评价。一

是建立对教师是否在线上教学中落地自主学

习能力培养的巡课机制，主要从“对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的培养，在教学目标中是否有位置、

在教学过程中是否有设计、在学习评价中是否

有体现”三个维度进行评价，由学校巡课小组

每周对每位教师评价一次。二是建立对学生

家长支持自主学习情况的评价机制，主要从

“对孩子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家长是否有慧

心（有没有让孩子自主学习的意识），家长是

否有匠心（有没有给孩子自主学习的指导），

家长是否有耐心（有没有包容孩子自主学习

的起落）”三个维度进行评价，由孩子每天对

自己的家长评价一次。三是建立家长对孩子

自主学习情况的评价机制，主要从“是否执行

居家学习生活计划表、是否以自主学习的状

态参与线上学习、是否每天都记录或与家长

交流一天中在自主学习方面做得最成功的地

方”三个维度进行评价，由学生家长每天对孩

子评价一次。

（作者系绍兴市上虞区城东小学校长、省
特级教师）

□蒋念文

2020年，因为疫情，学校延迟开学，

学生居家学习，这样的决定无疑是明智

的；可又因为网课，少数学校开足了考试

科目的马力，让不少学生几乎整天待在

屏幕前，“沉溺”网课不能自拔，学业压力

持续攀升。

于是，前不久便出现了几则“因为

网课，父母与孩子成为仇人”相关内容

的新闻。

网课乃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国延迟

开学背景下的“江湖救急”，虽是主动出

击，但着实让人措手不及：学校没有预设

预演，教师没有经过培训，学生的教材在

学校……

教学中的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家长

监督协同……各自边界不是很明了。有

些学校，从校长到教师到家长层层加码，

一味强化网课效率，强化教师的“主导”，

而忽略了学生的诉求。如果学生发出求

救信号——“我想要休息一下，行不？”教

师与家长回应他们的往往是“不行！”

网课强势之下，家长也成了“夹心饼

干”，陷于两难境地：一边是教师不时在

家长群里“问责”，令网课中出现状况的

学生家长说明情况；一边是孩子委屈的

眼神与誓死狡辩。这些忽略身心健康的

“变味”的网课，让学生、家长、教师身心

疲惫，可谓是本末倒置。

网课，挺美好的一件事。为什么有

些网课会令学生“不适”，甚至厌恶，逃

避？究其原因有二。

其一，课表满，拖堂多。有些学校在

贯彻执行教育部规定时走样，将网上学

习等同于学校正常教学，选择了“单纯意

义上的网上上课”，网课课表与学校课表

如出一辙，甚至删减了音体美科目，随意

增加学生的学习强度。此外，有些教师

还任意延长授课时间，压缩学生吃饭与

休息时间，学生生活状态堪忧。

其二，“批评”“踢群”惩戒过“界”。

现实中，教师作为教育教学的组织方，以

“主播”为主，辅以“签到+视频+踢群”等

管理机制，从事线上教育教学工作。教

师作为家长微信沟通群、学生钉钉教学

群群主，在网课教学中享有无上的权威，

“拉进来”“踢出去”，教育生态遭受严重

破坏。

这些教师没有意识到的是，线上教

学与线下教学存在很大差异，不能机械

地把线下课直接搬到线上，那样只会让

学生学得累。而教师应如何开展有效的

网课教学工作？

笔者认为，网络教学更要重视磨课

教研。应通过直播或者视频电话，组织

教师开展课前、课中、课后线上磨课活

动，让网上听课、听评课活动常态化，同

伴互助促进教师专业成长。

实话说，这一个多月来，网课路上教

师同样也是“唉”声载道，工作强度比起

线下教学不降反升。教师要线上备课、

上课不说，某平台上显示：一位“最拼”的

教师，最多一天内在线上批改了1694份

作业。

学生的学习生态又如何呢？不少学

生觉得上网课更累，因为课程满、学时

长，而且教师批评多、家长责备多。

离校不离教，网课让教师之爱有了

新的注解；教师应该非常重视学生网上

学习，珍惜学生的时间，经常开展网上调

研设法改进教学。这才是教师之爱。

2020年，数亿师生同时进入网课的

教学情境，这当然会倒逼教学方式发生

变革。新时代教育强调以人的全面发展

为中心，强调学生为学习的主体，就必须

纠正过去那种急功近利的教育思想及过

度追求分数成绩的教学模式，让学生的

潜能得到真正的释放。其实，无论线上

还是线下、面授课还是网课，学习的主体

终究还是学生，教师上课都应以表扬、鼓

励为主，积极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信任，往往更能创造美好的效果。

全区海选优课，省内名师增援，国内20省市师生投票评选

“15分钟”带给教师们哪些“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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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课，莫让教师“累死”学生“怨死”

校长说校长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