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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朱 丹
实习记者 秦钰阳

目前，我省高三、初三学生复课

已有一个多月。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今年的中高考均延期了，尤其是

高考比往年推迟了一个月举行。对

于这样的变化，考生们该如何应

对？不久前，问卷网针对家有考生

的家长开展了一项关于“中高考延

期”的调查。数据显示，79.4%的受

访者认为中高考延期对考生备考存

在影响。应对中高考延期，79.1%的

受访者认为考生需调整心理状态，

78.1%的受访者认为考生需调整备

考状态，67.8%的受访者认为考生需

调整复习计划。

面对疫情压力下的中高考延

期，学校如何因势而为，支持考生积

极备考？记者就此采访了部分教育

专家学者和中学教师，听听他们的

建议。

把积极的心态放在第一位
上周，衢州第一中学的高三学子

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由校长

徐衍昌亲手分发的枇杷。每年5月，

该校教学楼前的枇杷树果实成熟后，

都会举行采摘仪式，并以分发枇杷的

形式为毕业生送上祝福。“很甜很减

压！”学生们吃完枇杷这样说道。

“对于今年的考生来说，心态非

常重要。”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

院长、教授李立国分析，本学期，高

三学生在校时间缩短了，与教师当

面交流的机会也相应地减少了，特

别是网课期间一些学生宅在家里，

情绪往往不容易表露出来。他建

议，相比关注学生的成绩、复习情

况，教师们现阶段更要关注学生的

心理状态，及时做好情绪疏导。

“面临高考，学生们本身就存在

一定的心理压力。遇到高考延期，

有的学生认为多了一个月时间复

习，心态就松懈下来了；而有的学生

则更加焦虑了，身心都承受了比较

大的压力。”衢州第二中学高三年级

组组长汪耀生介绍，考虑到部分考

生近来的心理变化，该校通过班主

任家校互动、学生面谈，全面了解学

生心理状态；借助班会、心理辅导

课、心理减压操等方式，帮助他们保

持健康的心态；开通线上心理咨询

和心理辅导，学生可以预约心理教

师进行面谈。

“也有很多人担心 7月天气太

热，影响考生临场发挥。事实上，今

年高考延期的影响总体上可控，考

生、家长及教师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是

最重要的。”宁波市镇海中学校长吴

国平认为，除了考生要积极调整心

态，家长也要缓解自身的焦虑情绪，

有问题马上与教师进行沟通。

给予考生个性化的学业支持
调查数据还显示，67.8%的受访

者建议学校和家长帮助考生把控好

备考节奏，62.5%的受访者建议给予

考生时间规划的指导，47.8%的受访

者建议引导考生养成规律作息。

“今年初三、高三不能按照往年

的方式备考，由于开学时间晚，学生

复习的时间可能没有往年多。但

是，对于自主学习能力强的学生来

说，可能会收获比往年更好的成

果。”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

朝晖建议，学校教师这段时间需要

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学习生活中的

种种问题，在充分调动自主性的基

础上，引导学生科学管理时间并制

订复习计划。

记者发现，多数学校选择在复

学后进行学情摸排，经教师集体教

研讨论后明确查漏补缺的方向，并

按照考试时间重新制订有针对性的

复习计划。海亮教育集团总校长叶

翠微认为，考生要敢于将自己的学

习短板主动“晒”在教师面前，如学

科短板、知识短板、考试短板等，有

利于与教师一起形成“一个考生一

种个性化解决方案”。“同时，考生还

要学会结伴而行，与同伴组成学习

共同体，分享各自的学习秘籍。其

实，考生越乐于分享就能获得越多

的正向反馈，这样对于提升自我效

能感很有帮助。”他说。

复学以来，杭州市长河高级中

学采用“非统一时间、非统一科目、

非统一要求”的考核方式，帮助考生

对自己的复习效果进行检测，并筛

查学习中的易错点、易漏点和易混

点。“过去，学校在复习过程中每个

月都会进行阶段性测试，以便教师

调整复习的节奏和进度。如今，这

种个别化的考核方式虽然增加了教

师的工作量，但更有利于帮助考生

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安排复习计划。”

校长何东涛说。

□本报实习记者 秦钰阳

近日，平湖市的幼儿园男教师们

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阳光运动操”展评

活动：选手们自主录播，再将作品上传

至云盘，最后由评委线上评选，完成这

次疫情期间的“特殊”研训。活动中，

男教师们个个摩拳擦掌，从选择合适

的音乐到反复打磨动作，再到精心选

择录制素材，最终呈现出《病毒走开》

《稍息立正站好》等运动操成品。疫情

以来，该市的这支“幼教男团”已经举

行过数次网络研训活动，真正做到了

“停课不停训”。

这支队伍的全称为“平湖市幼儿园

男教师成长团”，由平湖市教育研究与

培训中心牵头成立，目前已有20名成

员。“近年来，随着幼儿园男教师数量的

增加，这一群体逐渐成为学前教育中一

股不容忽视的新生力量。”平湖市教育

研训中心幼教教研员、省特级教师包亚

燕发现，幼儿园男教师在平衡女性主导

的幼儿园文化、完善幼儿性别知识结

构、增加幼儿在园安全感等方面发挥着

特殊作用，“尽管社会对男幼师的刻板

印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这个群体的

职业稳定和专业成长，但幼儿园男教师

的日益增多是我国学前教育事业全面、

健康和良性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必然现

象”。为了从源头上呵护好这群新生力

量的茁壮成长，平湖市教育研训中心牵

头组建了这支队伍。

紧接着，平湖市教育研训中心为

男教师们量身定制了《平湖市幼儿园

男教师成长团培养方案》，涵盖男教师

各方面的培养，如以园本培训为抓手，

男教师每月撰写一则有价值的教育故

事，每学期提升一项个人特长技能；研

训中心组织团队成员每月共读一本幼

教刊物，每学期填报一份“成长手记”，

并参与一次集中研讨或跨区专业成长

联谊活动；在专业导师的引领下，男教

师每学期参加一个研修小组，每学期

设计并执教一个特长领域的教学活

动。在包亚燕看来，男教师们通过多

维研修项目，逐渐根据自己的特长爱

好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也获得了职业

认同感。

两年来，这支团队坚持举行“梦

想在远方·成长在路上”主题专场活

动，成长团中的每位男教师都会逐一

亮相，展示才艺特长、教学活动、教育

故事和教育情景剧，向社会展现幼儿

园男教师特有的精神风貌和工作状

况。同时，团队成员们还根据自己的

专业发展需求与市级名师工作室成

员结成师徒。这样的结对，不仅确保

了师徒之间对日常教育教学的“切

磋”，也让导师们给予徒弟师德方面

的引领与熏陶。

“在幼儿园，男教师更多地会承

担安全健康课、户外运动等方面的教

育工作，我们就尽可能鼓励他们在这

些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包亚燕说，如

今，成员们在各自的幼儿园发挥着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有的拥有了属于自

己的艺术工作室，有的成了健康领域

的专业骨干，还有的成为幼儿园课程

改革的先锋人物，“未来，平湖将会吸

纳越来越多的男教师加入并扎根幼

儿园，在学前教育事业发展中肩负起

更多责任”。

□张 丰

几个月前，新冠疫情突然来袭，逢临

开学的学校忽然间变换了教学模式。在

教育部“停课不停学”的要求下，大部分

学校利用网络开展教学与指导。许多教

师“改行”当主播，通过网络直播课进行

教学活动。

切换到上网络直播课的教师，一开

始总有一种不自然的感觉。前面只有一

个摄像头，却要假想面对一群学生，进行

有声有色的讲述，这是需要一点定力

的。教师很想知道网络另一端的响应，

却又触摸不到，就好似原来拉着的风筝

线突然断了，因而他们体会到了忽然失

去掌控力的那种感受。

肯定会有教师以埋怨的情绪面对这

样特殊的课堂。然而，这样的课堂却可

能是学习的本来形态，只是因为控制课

堂的习惯性思维让教师在不自觉间将自

己的课堂权力悄然放大了。其实，今天

教育中的控制倾向依然广泛而强势地存

在。正如在“停课不停学”的初期，许多

学校立马就安排出与原先一样的、填满

上下午时间的课表，全天候地隔空给学

生上课。这些学校或许以为，课表安排

得越满，就代表教师越努力，对学生帮助

越大，殊不知以“控制”代“教育”必然是

一厢情愿的。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教师对学生的

影响必须从实时的控制转换为积极的感

召。教师们意识到这样的转变了吗？尽

管有不少教师感到措手不及，但依然有

许多教师恍然发现教育的真谛而调整对

策。如何成为学生们主动学习和健康成

长的促进者？对此，教师们积极地找寻

着教育之“蓝牙”。

众所周知，利用“蓝牙”技术的鼠

标往往会配有一个 USB 插拔的小物

件。使用者要事先将之插在终端设备

上，才能建立终端设备与鼠标的关联与响应。这

就好比教师在与学生的交流中，必须事先植入

“成长之芯”，这比任何事情都重要。如果教师平

时不注重对学生进行自我认知的唤醒、学习动机

的激发、自主学习的引导、自我管理的鼓励，那就

会在“学习场”看到许多忽然隐去的迷茫学子，哪

怕学业成绩很优秀，但依赖控制而“进步”的学生

只是“牵线木偶”。

人们的认识，不一定来自于先知的提醒。然而

凡是亲身经历后的体验，便可能刻骨铭心。疫情暴

发所形成的突然“休止”，给了教育者特别的情境与

特别的思考。我们必须反思教育中的控制倾向。学

校教育之于学生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成长之芯”。

找寻教育之“蓝牙”，不忘植入“成长之芯”。

中高考延期，考生需要什么支持？后
疫
情
时
代
，找
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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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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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
﹄

复学后

这些聋哑学生有了“代理家长”

本报讯（通讯员 王 琛）近日，针对疫情防控期间家长

入校受限制的实际情况，绍兴市聋哑学校的教职工纷纷化

身“代理家长”，为聋哑学生开启复学季的特殊服务。

开学当日，“代理家长”除了指导学生进行个人防护

外，还为其提供行李消杀与搬运、宿舍内务整理、必需品代

买等服务。同时，他们为有需求的家长做好换季行李的转

运服务，解决家长的后顾之忧。到了周五清校日，“代理家

长”负责出校手续办理，做好与家长的一对一交接。针对

学生存在心理障碍和行为偏差的现象，以各班班主任和心

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为主的“代理家长”全程参与援助活

动，做到知晓学生的生活轨迹、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开展

心理干预与辅导。另外，考虑到住校生多数来自农村留守

家庭、单亲或离异家庭，该校建立了“代理家长”结对陪伴

制度，为他们提供亲情陪伴服务。每个“代理家长”需要为

结对的学生制订一份关爱计划、撰写一份教育方案、做好

一份成长档案，以此为载体来关爱学生生活与健康，培养

其学习习惯和劳动技能等。

本报讯（通讯员 蒋炜宁）每天

中午，宁波市鄞州区姜山镇丽水小学

的教学楼里便会传出阵阵乐声。这

是该校6个年级560余名学生在演奏

竹笛、巴乌和葫芦丝。校长许剑波

说，该校学生每人都至少会一项民族

器乐吹奏技艺。

丽水小学地处农村，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占了六成多，多数学生家境并不富

裕，去外面培训班专门学一门乐器的不

多。2000年，念师范时主修民乐专业

的教师唐银磊来到丽水小学任教，在学

校的大力支持下，他组建了首个民乐兴

趣小组。小组的门槛不高——只要对

器乐感兴趣的孩子都可加入。

最先引入的是竹笛，学校购置了

谱架、竹笛、教材等教学用具，还安

排了专门的教室作为兴趣小组活动

场地。后来，葫芦丝、巴乌也成为大

家手中的乐器，器乐进课堂正式在

该校全面展开，一个年级段学习一

种乐器。每天 12：15—12：30 作为

练习时间，由任课教师管理；每周一

节校本器乐课、一次社团活动，将学

生分成普及班、提高班开展针对性

教学；每学期开展乐器演奏班级对

抗赛；每年举行乐器演奏节，并结合

各类活动进行个人风采展示。学校

还自编了一套民乐学习教材发放给

每名学生。

不光学生学器乐，教师们也喜欢

上了吹拉弹唱。如今该校每位教师

都在边学边教中熟悉了竖笛、葫芦

丝、巴乌、横笛里的两三种器乐演奏

技巧。

目前该校是鄞州区器乐艺术特

色学校和鄞州区中小学生艺术教育

民族管乐项目培训基地。据了解，这

所农村学校还立了个小目标，将来组

建一个师生民乐团。

视点第

这所农村小学人人会一项民乐

平湖有支“幼教男团”

连日来，缙云县舒洪小学的校内实践基地
“半亩园”里呈现出一派热闹景象，该校五年级
学生正起劲地学着收割小麦。近些年，该校结
合当地农耕文化，开发了“半亩园”拓展性课
程，学生们按季节轮番种植农作物。图为学生
们正在打麦子。

（本报通讯员 徐远敏 杜益杰 摄）

““半亩园半亩园””里学割麦里学割麦

根据校园防疫要求，东阳市实验幼儿园在幼儿用
餐的桌上放置了一组透明隔板。开学以来，这块隔板
不仅给幼儿提供了一个相对独立安全的进餐空间，还
成了他们的创意美术画板。图为该园幼儿在透明隔板
上创作。 （本报通讯员 单了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