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家上网课学习，没有课堂里的严肃氛围

在家上体育课

“晏晴（化名），起床上课啦！ 你老
师打电话叫你叫不醒，又打给我了。 ”
新晃一中的高二学生晏晴揉搓着睡眼
努力睁开，才知已是 11 点半，上午的
网课早已结束。

由于自己提早返回老家过年，父
母受疫情阻隔至今未能和晏晴见面。

这个假期， 她和表妹成了一对名
副其实的“落难姐妹花”。 姑姑、姑父
都是派出所的协警，疫情期间要在关
卡值守，吃住都不在家，她只好和表
妹学习烧火做饭，等午饭做好，天都
黑了。

穿着睡衣， 晏晴说自己每天都在
感受着课堂和床之间的“一秒穿越”。
早读课爬不起来， 上午第一节课坐在
手机前睡眼惺忪，但一到夜幕降临，她
就感觉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 和表妹
玩耍撒欢，好不热闹。

“晚上的数学直播课你帮我上吧，
我看个电视剧， 老师让我回答问题了
你再叫我。 ”表妹今年读初一，拿着姐
姐的手机一脸不悦，但又不敢反驳，心
想明天自己的课也要让姐姐“顶上”。

“怎么还不开学？ ”湖南师范大学附
属中学高三学生姚伟不记得这是居家
学习的第几天了，也不记得这是第几次
由衷地感叹。 距离高考不足 100 天，他
内心充满紧迫，学习计划早已安排得满
满当当，但家中课堂对比学校，总感觉
差了点什么。

“没有那种紧张度，和同学的竞争
不明显。 ”姚伟坦言在家里会缺少自觉，

打个盹、嗑个瓜子、吃个零食，平时在教
室里不敢做的事情在家上网课时都会
不自觉地进行。

无法去学校上课，老师为同学们录
制了学习视频， 也分享了很多视频资
料。“优点是有不懂的知识点可以反复
观看，但是一些难点疑点还是无法及时
和老师沟通。”对比线上学习方式，他更
期待能重返教室。

关注 编辑：彭静
版式：曾善美 校对：夏唯崴

2020 年 3 月 11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09

老师：传统课堂迎变革

2 月初，湖南多地正式开启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在线教学。 老师们纷纷
化身主播，通过一根网线，架起知识传输的桥梁。 新的学习形式，于师生而言，
是挑战，也是机遇。仍在假期温床中的学生、维持“母慈子孝”关系的家长、努力
打造网络“金课”的老师，这些元素相碰撞，会擦出哪些火花？

由于直播零经验，2 月 9 日，绥宁二
中数学教师杨光义开始学习直播平台的
基本操作。 3 天内，前后数十次向客服人
员请教：怎么设置声音？ 怎么摄像？ 怎样
连麦互动交流……一步步攻克直播技术
难关，一心想着打造网络“金课”。

2 月 12 日，杨光义的直播首秀遭遇
“翻车”。因设备落后，无法做到边板书边
讲解，学生在留言区“吐槽”老师“基本操
作都不会”，从教 24 年，经验丰富的中学
高级教师杨光义第一次被打上了“不专
业”的标签。 他坐在镜头前，满脸写着尴
尬，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滑落。

杨光义不甘心， 不断学习直播教学
技术手段，数学公式、图形难以写画，用
摄像头拍摄板书又有手影摇晃， 他自掏
腰包买来 Ipad 作为板书书写工具，通过
电脑投屏进行直播， 效果不错，“杨老师
666。”评论风向终于扭转。就是这样通过
摸索、 总结经验， 他学会了灵活使用钉
钉、腾讯、微课、班级小管家等软件程序
的配合教学，从一个“直播小白”，成为学
生心中的“网红”。

遭遇在线教学困境的教师不止杨光
义一人。 2 月 28 日，长郡湘府中学教师
刘一凡的直播间在线人数变少了。

“刚开播时，直播间有 60 名学生在
线听课，而课程结束时，学生人数只剩
下不到 30 人。 ”他认为，网络直播教学
并不能很好地还原真实课堂氛围，看不
到每一位学生的即时状态，也无法给予
学生更多的严肃感；独自面对屏幕上课
也制约了老师的发挥，这样的线上教学
只能成为面对疫情不落下学习的“替代
品”。

各科所需的教具、设备各不相同，致
使多数课程的丰富性难以在镜头下呈
现。

张丽萍是临武县花塘乡的一名村小
科学教师，就这门课而言，如果没有完备
的科学器材，直播就是“巧妇难为无米之
炊”。

临近直播首秀， 张丽萍决定利用家
中现有条件因地制宜开展教学。 直播开
始前， 她让丈夫去菜市场买来 3 条体型
较小的鲫鱼，放入白色塑料脸盆里，紧邻
脸盆，用两条板凳架起玻璃板搁置手机，
就这样，一堂《跟小鱼学潜水》的直播课
准备完毕。

直播结束后， 忙活了一个上午的她
苦笑道：“还好‘教具’是鱼也不会浪费，
中午煮个鱼汤喝吧。 ”

本报记者 曾玺凡

家长：寸步不离有压力

学生：居家课堂难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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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上邻居家的孩子大清早的跺
脚踏步，搞得我睡觉也不得安宁。 ”“大
晚上的小区里有孩子唱歌， 你们管不
管”……2 月底以来，临武县教育局负
责处理群众投诉的熊樱时常接听到这
样的投诉电话，几经了解核实后她才发
现，原来是学生在上“线上”体育、音乐
课时闹出的动静。

面对类似投诉，株洲市天元区曾淑
琴女士表示也很无奈，“语、数、外”不落
下，“音、体、美”也不能丢，但由于开展
教学活动的场地受限，一个客厅往往就
要承担“田径场、篮球场、练歌房”等多
项功能，“扰民”在所难免。

女儿读高三，是应届高考生。 因为

已经复工，现在，曾淑琴不
能时刻陪在孩子身边监督
她学习。 每天出门上班之
前，给仍在熟睡的女儿定了
5 个闹铃，分别提醒标注为

“起床打卡、赶快起床打卡、
吃早餐、上早自习、上早自
习了！ ”她说之前定的是 3
个闹铃， 发现女儿还是赖
床，于是又加了两个。

老师要求家长每天早
上 8 点在群里拍下孩子学

习的照片打卡，她会在前一天晚
上拍一张孩子的课本或习题册，第二天
再准点上传。“一开始我以为只有我家
孩子早上起不来，才出此下策。 后来发
现，一个班的家长同是‘天涯沦落人’。”

拍照留痕、 打印资料、 端茶倒
水……每天，曾淑琴扮演着无数角色，
甚至走路都要蹑手蹑脚，生怕发出响声
影响孩子学习。还有一件令她“抓狂”的
事情，“班上有 3 个布置、反馈作业的平
台，六门课每个老师喜欢用的平台不一
样，七八个通知群这个发作业那个收作
业，有的群只能家长进，有的群只能学
生进。 想要当好‘助教’太难了。 ”

为保证孩子拿手机用于学习而非
其他用途，家长们也是斗智斗勇。

疫情期间，长沙市天心区家长王一
萍很早就奔赴工作岗位，而读初三的孩
子刘天面临电子产品的诱惑失去自制
力。 无奈之下，她选择把手机充电器带
去单位，只留给孩子上网课的电量。“效
果不错，好歹是没再玩手机游戏了。”王
一萍说，当下她最盼望的就是孩子尽早
回归校园、回归正常学习生活。

“我以后再也不拿你手机上课了。”
2 月 12 日， 是儿子宅家上课的第 12
天。长沙市雨花区家长向前平时脾气温
和，但也没能躲过疫情之下的亲子关系
大考，与孩子开启了一场“唇枪舌战”。

事情的起因是当天上午某节视频
课，她观察到高三的儿子似乎不在学习
状态， 怀疑他借此机会拿着手机玩游
戏。 中午吃饭时，向前对儿子“旁敲侧
击”：“你上午上课有点心不在焉， 是不
是偷偷玩游戏了？ ”

“我没有。 ”孩子顶撞道。
“那你就是和同学聊天了。”这句话

把孩子点“燃”了，他没有正面回答，却
开始责怪妈妈不信任自己，有点恼羞成
怒，向女士心下了然。冷战一触即发，到
晚上要用手机拍照上传作业时，母子俩
都没有进行过交流。

“不知他明天会不会又找我借手
机。 ”向前苦笑道。

为学生进行网课直播的杨光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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