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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词斩
□绍兴市柯桥区鉴湖小学 吴 芳

学生宅家用什么方式学习英语，能满足每天

进行、简单易行、还要可视化能够便于教师线上

监督？

我想起很久以前，自己用百词斩软件每天背

几十个单词的经历。有一篇公众号文章说，百词

斩无用，可下面许多留言称百词斩帮助自己在中

高考和英语四六级考试中过关。用过百词斩的学

生，看到阅读理解题出现课本上没有学过的词汇，

也能明白它的含义。这段时间学生有父母陪伴，

能管控好手机的使用，正是学生扩展词汇量的大

好时机。

我倡导学生们使用百词斩背单词，是1月13

日开始的，当时疫情还没有暴发。起初的想法是

丰富学生寒假的学习生活，让学生有空就用百词

斩背单词，先复习刚刚学过的词汇，背完在微信群

里分享打卡海报。

渐渐地，“五上”的单词背完了，“五下”也背完

了，“六上”“六下”也相继背完，随着疫情持续，假

期延长，到2月底，大部分学生都能背到“七上”。

在这期间，我评测了背诵效果。正月初一，我

请学生们做略低于“五下”期中考试水平的阅读理

解题，总共4大题16小题，时间大约4分钟。一个

班41名学生参加测试，平均分76；另一个班，也是

41名学生参加，平均分81。

3月2日，我又组织了一次“六下”阅读理解测

试，8篇阅读理解25道题，一个班参加人数是42人，

平均分86，另一个参加人数是43人，平均分是84。

两次测试，相隔近一个月，第二次比第一次题

量要多，题目要难，但第二次的平均分比第一次

要高。

当然，测试题无法排除极个别学生争取外援，

但我相信大多数人的学习数据是真实、有效的。

等背完初中词汇，我打算组织一次“八下”期

末考试阅读理解能力测试，和前几次测试作对比，

追踪背诵效果。

我没有严格规定学生每天应该背多少单词，3

月初的时候，速度快

的学生已经背完所有

初中单词，慢的还在

背“六下”。但这没有

关系，只要学生形成

每天背单词的习惯，

自觉打卡，乐意去做，

效果就是好的。

□蒋 莹

疫情给学校开学按下一个暂停键，

我们的教育也变成了一个大实验，所有

教师、学生、家长，不管有没有准备好，都

投入到这个实验里。

这个实验就是——全民网课。

电影《流浪地球》开篇说：“最初，没

有人在意这场灾难，这不过是一场山火、一

次旱灾、一个物种灭绝、一座城市消失……

直到这场灾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我也开了个脑洞，写了一篇小小说。

最初，没有人在意这场变革，这不过

是一次传染病、一次全国学校停课。我们

开始在家学习，教师开始上线直播……直

到2050年，网课和每个人息息相关。

2050 年的学生，语数外史地生理化

都是网课，做实验用VR眼镜，体育课用

跑道模拟器。

每个月，学生只需要集中到校一

天。这一天，用来面对面社交，防止学生

患上一种叫作网络孤独症的心理疾病。

2050年，申请学校和找工作，大家都

看两个分数——网商和BMI。

网商指网络学习和信息获取能力。

BMI（身体质量指数）和体脂率：可

以筛掉那些在家没有坚持锻炼、缺乏自

我管理能力的学生。

未来教育会是这样吗？也许。

受到技术、人力和社会等因素所限，在

我的孩子这一代、甚至下一代，全民网课或

许也不可能实现。但是，现在已经有了未

来的雏形，并且已经有很多学生受益。

比如成都市第七中学的网络直播课。

成都七中有多牛？

2020年高考还没开始，成都七中13

名学生就获得保送清北资格（入选奥林匹

克国家集训队），位列全国中学第一名。

北京市海淀区黄庄的中国人民大学附

属中学，有这样一个段子：教师对学生说，你

要是不好好读书，就只能上隔壁大学——

人大附中隔壁是中国人民大学。

而在成都七中，也流传着这样一个

段子：教师对学生说，你要是不好好读

书，就只能去对面的大学——

成都七中（林荫校区）对面是四川大

学（望江校区）。

和成都七中形成鲜明反差的是，远

在1000公里外云南的禄劝第一中学，其

位于国家贫困县，年年零一本。

禄劝一中有个中考镇状元、数学课

代表，拿成都七中考卷来做，除语文外，

门门不及格。

这两个八竿子也打不着的中学，却

因为一块屏幕连接起来——通过网络直

播，禄劝一中在内的248所贫困地区学

校，与成都七中同步上课。

学校和家庭起跑线的差距、学生十

几年累积的见识能力习惯的落差，靠一

根网线、一块屏幕就能连接？就能缩小？

是的。虽然不能完全抹平差异，16

年来，7.2万名贫困学生，跟随成都七中

走完高中3年，其中88人考上清北，大多

数成功考取本科。

在禄劝一中，一位高二学生在接受

中青报采访时说：“我们学校又有人考上

清华。这说明我们真不差，有底气，有希

望，真的好开心。”

这就是网课的力量。

即使教育起点再不一样，学生向上

的心却是一样的。

除了中国的成都七中，放眼全球，还

有慕课（MOOC，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

数以百万计的人不管身在何处，都可以

当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的网课学生；

可汗学院，全世界最想学习的人，通过百

科全书式、全免费智能跟踪网上平台，向

全世界最牛的教师学习。

这些学校，给我们展示未来教育的

样子：

1.资源海量共享。

2.费用越来越低。

3.主动学习取代被动听课。

对于资源匮乏、起跑线落后的学生

而言，上网课的感觉就像“往井下打了

光，丢下绳子”。

海淀区“六小强”也正式开了网课，

一切都井然有序。

语文、数学、英语、物理都是小课，是

教师和学生面对面直播，其他科目既有

年级大课也有班级小课。

学生们上课都很认真。

体育课和音乐课是录播，一周一次

音乐讲座，每天上下午各有一节体育课，

大家都跟着练。

大家都把孩子进“六小强”上学叫

“上岸”，我偶尔也戏称自己“阶段性成

功”。可是我们教育的目标，是以上名校

为终点吗？

比“六小强”更优质的教育资源，网

上其实有很多。

人大附中、成都七中等名校都向全

国开放大量线上课程和教研资源。

人大附中开放的教育资源和线上课

程来自“人大附中”公众号，还有猿辅导

大师人文课、学而思提供的公益网课等。

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中国教育

电视台空中课堂，都是面向全国的免费

学习平台。

也就是说，除极少数没有网络覆盖、

缺乏电子设备的地区，只要学生想学，没

有资源限制，没有时空限制，也没有贫富

限制。

资源都在那儿，可以随意获取。但

是学习效果如何，却因人而异。

和在校学习相比，网课缺乏强制性，教

师无法现场监督，学生之间的竞争也减弱了。

体育课是最明显的，谁也不知道，你

到底有没有跟着上。你可以做完一节

课，也可以躺完一节课。

只是，身体是自己的，可以骗过教师

和家长，但骗不过自己的健康。

学识和能力也是自己的，可以骗过

教师和家长，但骗不过自己的头脑。

这是最难的时代，也是最好的时

代。从来没有一个阶段，像现在的网课

一样，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也给他们足

够的考验。

这就是为什么哈佛和斯坦福大学很

多课程公开，却只有少数极其自觉和自

律的人才能结业。有这样一个数据，慕

课辍学率超过75%，根本原因是学生缺

乏自我约束力。

禄劝一中直播班里，既有考上北大

清华的，也有依然考不上大学的，即使能

够和名校一起上课，学不学得出来还得

靠自己。

优质资源共享，就像往井里打的光，

扔的绳子，但是井里人仅仅向往光，摸摸

绳子，也没啥用处。

不行动起来，还是无法抵达井外的

广阔天地。

我从来不认为，上名校就可以高枕无

忧，因为考试是一时的，学习是终身的。

我也从来不认为，所有学生都应该

学习好，都把考上名校、有个高薪工作作

为一生奋斗的目标。

也请你不要这样认为。

但我倡导“鸡娃”，并且要科学“鸡娃”。

这是为今后和孩子回忆起幼升小、

小升初、中考乃至高考，别用到一个词，

叫“悔不当初”。

我见过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和心仪

的小学、中学擦肩而过时，说一句：“当初

知道就好了，当初努力就好了。”

如果有时光机器，我们能穿越到小

升初后回头看，我们现在站着的这个位

置，就是“当初”。

如果有时光机器，我们能穿越到未

来回头看，我们现在站着这个位置，也是

“当初”。

只是，在龙卷风来临的时候，处在风

眼中的人却往往毫无知觉。

现在，全民吐槽网课，微博微信各种

段子，我也看得很欢乐。

欢乐之后，聪明的家长还应该透过

现象看本质。延迟开学，对学生的影响，

真的那么大吗？除了吐槽，我们还该借

这个机会，做些什么？

我觉得，我们应该明白，课堂上的通识

教育决定不了学生的未来，主动获得知识、

管理自我的能力，才是未来竞争的关键。

网课不只是上课，是学生自主学习

的重要训练，也是未来教育模式的彩排

和预演。

世上最大的不平等，就是教育的不平等。

而在网课面前，在未来面前，不平等

的不再是教育资源和学习途径，而只是

学生的自主学习和自

我管理能力。

这个时代缺的不

是资源，而是主动获取

资源的能力，这个时代

缺的也不是机遇，而是

迎机遇而上的素质。

未来已来，这个

起点，就是今天，就是

现在。

翘 楚（楼主）
我问支持“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的

教师，该怎样去关注优秀生，让他们得到

更好的发展？

这位教师告诉我，其实班里学生基

础都很差，都需要教师慢慢地去教。他

其实自己也很担心：按学生这样的发展

速度，恐怕到初三还不能适应初中学习，

中考怎能取得好成绩呢。

我一直以为，教师要以中等学生为

基础，以完成教学任务为出发点，以学生

活动为中心设计教学，让每个学生积极

投入学习。以为学生学少点就能掌握，

结果会使班级整体水平上不来，是有违

教学规律的。

龙泉许东宝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给特别的学生特

别的爱，从最后一个教起，让大家都有发

展，这些理念都蛮好。学生接受知识的过

程是循序渐进的，因此教学是先让全体学

生都能掌握基础，然后根据学情，因人施

教，逐步增加难度。考试时，不也是先考

简单题、基础题，再考难题吗？如果一开

始就要教师组织三个层次学生的学习，那

课堂是不是会变成以前的复式教学呢？

俞和军
“从最后一名教起”体现的是教育面

向全体、不落下任何一个学生的教育理

念，像他这样做，是降低了课堂效率，牺

牲了其他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课堂教

学应该以中等水平学生为基准，以完成

课堂教学目标为任务，个别学生完全可

以课后个别辅导补短。

当然，一个班如果只有 10 来名学

生，可以耐心地一个个辅导。

骄 阳
1.从教育公平角度讲，“从最后一个

学生教起”是对的；2.从课堂效率讲，上

课时要照顾大部分学生的水平，不要为

一棵树放弃一大片森林；3. 最后一名只

能课外补。

清 心
这句话和“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

老师”一样，具有道德层面的约束意义，而不具操作

层面的现实意义。假使按这句话操作，当教师把

“最后一名学生”教懂时，前面的学生已经可以“环

游世界”回来了。

班级教学模式的出现是为实现教学效率的最

大化，应以多数学生为基准，兼顾两头。偶尔几堂

课“从最后一名教起”是可以，若每堂课“从最后一

名教起”则会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误人子弟。

dzh6024205
优秀学生是教师教出来的吗？如果你这样想，

就大错特错了。

优秀学生之所以优秀，就是因为即便遇到问

题，他也能想出许多连教师都想不到的学习方法和

解决问题方法。

优秀学生是自己学出来的。一个不懂得怎样

学习的学生，想成为优秀学生，一个字：难。两个

字：很难。三个字：非常难。所以，有经验的教师，

根本就不怎么去教优秀学生，而是让他们自己学。

就算有些东西优秀学生不会，你还是那句话：

“你再想想。”

不是有句古训叫“教学相长”么？它告诉我们，

教师要学会从聪明和会学习的优秀学生身上，学习

他们好的学习方法，然后，用他们的方法去教那些

不聪明的学生。说到这，大家都明白了吧。

需要我们教师教的，就是那些所谓学习有障碍

的“不聪明”的学生。你的教法好不好，成不成功，

就看几个“不聪明”的学生是否被你教得聪明。

因此，“从最后一名学生教起”的观点，我不但

非常赞成，而且很肯定地认为：做教师本该这样做。

悟的教育
我不知道“最后一名学生”是怎么来的。

龙泉许东宝
教师不抛弃、不放弃、不舍弃、不丢弃，有一部

分学生可能会进步，有的或许真是没办法，其他方

面或许有好的发展也行。

青青那央
前不久听一个音频，说中国基础教育为什么世

界领先，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实施的是“精英教育”，

不管城市还是乡村，东部还是西部，教材基本都一

样。这样教下来后，优秀学生更优秀，暂时落后的

学生也能提高基础。所以个人反对“从最后一名学

生教起”。

□杭州市德天实验小学
杨 宁

线上教学已开展一个多月，我

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现在的驾轻

就熟，中间经历了因课堂时间不够

导致的教师一言堂局面，也经历过

为多倾听学生想法而拖堂的一幕。

怎样利用好线上短短的20分钟，让

教师有效指导，让学生高效学习

呢？在不断反思和实践后，我总结出

课前、课中、课后的“三段保障法”。

课前——保障教学环节紧凑
见缝插针地利用好课前时间十

分重要。在学生早读即将结束、休

息护眼的空窗期，我有以下措施。

措施一：海报预告新课内容

在早读即将结束时，我会在学

习群出示海报，告知学生这节课的

教学内容和需要做的课前准备，让

学生们提前知晓“这节课学什么、

怎么学”，并做好充分的学习准

备。这不仅让学生牢记线下学习

的规范，无形中也培养了学习习惯。

措施二：提前上传教学微课

趁着学生休息护眼，上传微课

视频，让学生利用下课10分钟下

载，节省上课时间，让教学环节变

得紧凑。

课中——保障教学落实高效
线上教学最大的缺点是“隔着

屏幕，教师看不到学生的学习状

态”，学习效果无法保障。如何提高

课堂效率，即时检验学习成果呢？

措施一：随机抽查学习情况

每天教学新知之前，我会随机

抽取学号，检查学生前一天的学习

情况。检查内容有时是前一节课

重要的知识点，有时是一些预习情

况或板书记录，有时是在家听写情

况。被抽到的学生用语音回答或

拍照上传学习群。

通过点评个别学生，要求其他

学生检查自身、发现问题、及时改

正。如果被抽查学生不能及时发

言或上传，需课后说明原因，并成

为近期被抽查的重点对象。

采取随机抽查的方法，鞭策每

个学生，使每个学生都做好充分准

备，更有效率地听课，更高质量地

完成作业。

措施二：微课截图出示重点

根据教学重点和难点，我从微

课视频中截取图片。在学生学习

微课之前上传图片，并提醒学生看

到这些内容时，需要按下暂停键并

完成学习任务：或朗读思考，或在

课本上做好笔记，或做语文作业本

上的题目。这些重难点往往也是

下节课的抽查内容。

课后——保障教学效果明显
线上教学较校内学习有更多

空闲时间，让课后作业变得既有效

又有趣，我有以下措施。

措施一：结合课本开展活动

结合口语交际“春游去哪儿”，

让学生拍摄视频，推荐春游好去

处，并展示在学习群，既检验课堂

学习效果，又提高学生敢于表达、

乐于表达的自信；利用课本的综合

性学习内容，让学生查阅资料，用

编小报、画表格等多形式呈现中国

传统节日知识；在教学习作时，先

指导学生画思维导图，再让学生动

手画思维导图，根据思维导图来写

作文，降低学生对写作的畏难情

绪；我还让学生写硬笔书法作品，

选拔第一批可以使用钢笔的学生，

以此奖励练字成果，增强学生把字

写好的动力……

措施二：利用平台有效点评

利用钉钉强大的作业批改功

能——书面评语、直接圈画、录音

讲评、打回订正、提醒家长、标示优

秀……让师生隔着屏幕畅通无阻

地交流，让学生扎实掌握知识；利

用微信小程序，通过投票方式，选

出优秀实践作业，开展生生评价。

2050年的未来教育，2020年提前感受

线上教学“三段保障法”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湖州
市织里镇轧村小学在做好学
生居家的“空中课堂”外，还积
极鼓励学生陪家人玩益智游
戏，进行互动沟通，缓解情绪
压力。图为502班学生韦海洋
在学完网络课程后与家长下
围棋。

（本报通讯员 张真真
费凤飞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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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课堂，教师的学习革命，你怎么看？

教 无 定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