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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注注

上好生命大课 迎接返校开学
宁波镇海中学 吴国平

4月13日，高三、初三师生将回到久别的校

园、久违的课堂，其余年级师生也将陆续返校，

这是一件让人感觉特别兴奋和期待的事情。

居家学习这段时间里，我校师生通过网

络、电视等媒体，密切关注着疫情的发展，关

注着武汉、湖北、全国、全球和我们所在的城

市、社区。我们围绕着同一个主题，上着同一

门课——一堂生命大课。我们和全国人民一

道听课、一道思考、一道交流，汲取新知识，掌

握新技能，培育新情感，增进新行为，提升新

思想。疫情虽然是一场灾难，但不得不承认，

灾难及应对灾难赋予我们很多积极有益的东

西。这种教育影响也许只有在这样的特殊背

景下才能生成，这一课也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

中打下深深的烙印。

根据上级部门的疫情防控工作部署，前段

时间，镇海中学已构建好“科学防控、严格管控、

精密智控”的三位一体防控体系。复课开学在

即，我们充满期待，但也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和

问题。接下来几天，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分析研

究，调整安排教学计划，并查漏补缺，做到措施

细化、分工明确、责任到人，全力保障复学工作

安全稳定有序进行。

学情诊断、心理衔接先行
绍兴越州中学 陈柏良

4月初，越州中学采用外部检测（线上教学

质量检测）和学生自身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学

情进行诊断。在对线上教学实施情况进行的

“云问卷”调查中，如对“开学后，你建议老师在

教学内容上如何调整”这一问题，48.52%的高一

学生、39.33%的高二学生和43.22%的高三学生，

认为“开学后，建议对线上教学内容进行1周左

右的复习回顾”。

在复学的前后一周，学校将通过年级视频

交流会、班会、假期社会实践成果展示会、居家

学习心得分享会等多种形式的活动，减轻学生

焦虑情绪。开学后，学校建议各学科对线上教

学内容以小单元、小专题的形式进行有重点的

回顾复习与归纳整理。开学后的一周将继续通

过调查问卷、访谈交流和学情摸底，来掌握学生

最新学习状况，灵活调整教学内容。

疫情中的线上教学是学校智慧课堂教学的

升级，并由此产生了很多新的教学启示。开学

后，学校将把在线学习期间积累的大量优质教

学视频、教案和课例，充实到已有的教学资源库

中；综合线上线下教学优点，引导教师研究线上

和线下融合教学的新路径……

走进“后疫情”学习
湖州新世纪外国语学校 胡晓华

在我们即将结束网课、重新回到课堂之际，

学生们千万别忘记这三件事：一是这场人类的

浩劫并没有结束，因此我们依然要摆出与之搏

斗的姿态、不能彻底放下所有的防范措施；二是

要从这次疫情中总结教训，要尊重大自然、尊重

科学、尊重规则；三是要以实际行动尊重每一位

曾经为保护我们作出牺牲的人，并在将来努力

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开学的兴奋是短暂的，修道士般的学习生

活是常态的，也许用不了一周，有的学生会开始

抱怨学习的艰辛、埋怨老师的严格。当清晨的

闹钟响起，要请学生记住：多少英雄冒着生命危

险把病魔阻挡在我们的对岸，他们希望看到怎

样的我们？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有义务提醒学生，别以

为此前的“停课不停学”进行的是一场完整的学

习。因为学习既是知识的积累，更是思想的碰

撞，学生要迅速地补齐两块拼图，那就是情感与

交流。所以，开学后学生应尽快地重新融入到

一个真正的学习环境中，从老师、同学的一言一

行中去体会、分享思考的快乐，从彼此的探讨中

去摸索思想的路径。

校园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容青少年尽情奔

腾跳跃。因此，我们要让学生们迅速重新奔跑

起来，让他们的每一块肌肉尽快地恢复原有的

活力。健康的体魄是他们将来实现理想的可靠

资本。

“生命健康”和“责任担当”
温州中学 徐 坚

温州中学开学复课第一课的主题将是“生

命健康”和“责任担当”。这与学校近几年形成

的“自律、自治、健身、修身、领导力”的大德育

课程体系是高度契合的。生命至上、健康第

一，告诉学生务必学会保护自己，保持积极乐

观的心态，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责任在肩，

担当于行，告诉学生务必不断打磨自己的技

能，淬炼自己的精神，在绽放的青春里融入浓

厚的家国情怀。

疫情期间的学生线上学习，“自律”与“拼

搏”是关键。而开学复课以后，做好线上教学和

开学复课后的有序、有效衔接，是确保教育教学

质量和维护正常教学秩序的关键环节。

学校将通过综合测评进行诊断评价和学情

分析，根据线上教学期间学生学习效果和个体

差异，区分不同年级、不同班级、不同学科情况，

有针对性地制订教学计划。同时，将此次疫情

期间的线上教学作为推进学校数字化信息化教

学变革的重要契机，使线上教学的“临时性、过

渡性”向“创新性、常态化”转变，为学校教育教

学发展注入能量。

为了春天的这场久别重逢
宁波效实中学 裘建浩

给教师：三个“足够”，让自己足够可以。

首先，请为开学第一课“备货”，让重逢具有

足够的仪式感。这一课，不一定由知识开路，更

重要的是精神导引，应成为未来弥足珍贵的教

育记忆。其次，因教学场景的转换而给学生留

下重新开始与适应的足够时间。有些教师也许

会担心线上学习质量，及时补充，甚至是“补救”

的心理可以理解，但操之过急往往导致过犹不

及、适得其反。耐心有时候就是一种教育定力

与自信。真实学习情境积极“场效应”的生成，

是以学生充分的“场适应”为基础的。最后，请

教师们尽快回到课堂教学实践的常态中来，让

自己的教育状态足够积极与饱满。在线上课的

教育环境决定了你的声音是连接学生的主要

“媒介”；而站在课堂里，教师本身就是课程，教

师积极的教学行为会成为学生学习的正向力。

给学生：三个“更加”，让自己变得更好。

首先，为自己准备一个“防护小包”，收纳简

易实用、便于携带的防护用品，为了更加健康的

自己。尽管，学校为大家做了充分的准备，但这

是一种切实的提醒：讲究个人卫生是一种人生

修养。其次，整理一张线上学习的知识清单，为

了更加有效的“出发”。请将线上学习内容做一

次完整梳理、整合、小结，根据学科特点与重点

列出知识清单，相对清晰地了解目前自己“站在

哪里”，以便为自己更有效地设计学习路径做准

备。最后，请思考特殊假期的特殊意义，让精神

生活更加明亮。请走回自己的内心，让真实的

心灵世界得到洗礼，能够就“生命的意义”展开

深刻思考并升华自我的精神境界，成为精神世

界明亮的大写的人。

迟来的开学 未迟的思考
杭州高级中学 蔡小雄

经历了一场空前团结的战“疫”，度过了史

上最漫长的假期，国家、时代、命运的宏大叙事

与个人的坚守、逆行、奉献时刻交织在一起，让

我们每个人对世界、对生命都有了全新的认识。

也许这次的开学“迟到”了，但我们的思考

不能迟到。一是感悟与共勉：希望每一位师生

都能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尤其是教师不能只做

“教书匠”“苦行僧”，学会工作，更要学会生活，

以健康的姿态，成长为生活的“弄潮儿”；面对新

的生活，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应该更加自觉

担当，努力奉献，用科学的管理、良好的习惯共

同捍卫学校的安全；持续暴发的疫情，考验着每

个人的判断力，面对新的生活，作为教育工作

者，更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学会沟通，善于总

结，积极反思，提升自己的思考水平与鉴别能

力；懂得感恩，面对新的生活，希望每一位师生

用行动感恩别人的每一份给予，回赠他人的每

一点付出，并以此把握生活的温度。

二是提醒与建议：要充分利用“窗口期”，平

衡好“防疫”与“教学”双中心，“特殊”的开学后

师生还得戴口罩，因此防疫防控这根弦丝毫不

能松；做好教学衔接，可针对“线上”教学中的薄

弱环节进行再指导，对重点内容进行再强化，对

不同学生进行分层、分类指导；正式复学后，让

“线上”与“线下”互相补充，充分利用大数据、课

程包、资源库助力“线下”教学；通过年级视频分

享会、班级主题班会、心理辅导课、社团活动等，

适当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

□本报记者 黄莉萍

清晨8时20分，穿着校服、佩戴红领巾的学生

们签到、测温；8时30分，五星红旗升起，周一国旗

下的晨会开始……这是4月13日即将发生在杭州

市江干区采荷第三小学的情景。只是，这些都将是

真实地同时发生在校园、各学生家中多个空间里的

“云签到”“云升旗”“云课堂”。

4月13日，我省初三、高三将正式开学。同样

这一天，采荷三小将正式进入“准开学”阶段，在线

上全面启动“衔接期”课程。

居家学习效果如何？“能力画像”来告诉！
63.27%的学生开学后需要教师在有困难的知识

点上对其进行个别辅导；

63.77%的学生居家学习时有自己的大致计划；

部分学生一周参与体育锻炼时间较少，达不到

锻炼的效果；

值得关注的是部分学生的作息时间不规律，

62.4%的学生“偶尔出现晚睡晚起”的情况，15.68%的

学生经常有此情况；

能经常承担家务的学生还不够多；

……

这，是3月底采荷三小经过对全校近2000名学

生2个月来的居家学习能力调研后，形成的全体“能

力画像”。

“由于在线授课不能及时了解学生听课的状态

和理解程度，存在一些弊端，因此这样的调研便于

教师了解‘学生已知什么、未知什么，想知道什么、

能知道什么、线上学习疑难，以及为什么有这些问

题等。”该校校长助理杨欣认为，充分了解学情才能

把握正式开学时的教学起点。

从健康生活、自主学习、学习效果、责任担当、

科学精神5个维度，采荷三小开展了调研与分析。

数据显示：学生的健康生活习惯培养较好，对居家

健康的知识掌握情况较好，但责任担当意识需要加

强，居家学习的效度还有待提高，需要在开学后通

过分层学习和指导进一步提高与夯实。

“网络学习的缺点是知识理解不透彻、掌握不

扎实。”杨欣介绍，调研中，63.27%的学生表示开学

后需要教师对个别有困难的知识点进行辅导。

但令教师们感到惊喜的是，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表现颇为突出。居家学习期间，除了教师的学习

安排，63.77%的学生有自己的大致学习计划，

23.95%的学生有自己详细的学习计划；在“遇到困

难，你会怎么解决”的问题中，67.43%的学生表示会

主动查阅资料、寻求帮助……

居家学习阶段，学生们锻炼出了更强的自制

力、规划力和自主学习能力。

图为学校根据调研数据绘制的全体学生“能力画像”

教师该做哪些应对？深度分析班级甚至个人信息！
“三年级某班A同学：各个维度的得分均偏低，除了‘健康生活’和

‘科学精神’的得分稍高，自主学习能力较弱、学习效果不佳，责任担当

意识都不强。”

“三年级某班B同学：自主学习能力很强，具有较强的科学探索精

神和实践能力，生活习惯不佳，从没参加过线上、线下的公益活动。”

通过调研数据，采荷三小的每一个学生都有自己的个人“能力画

像”。4月初，这些数据成了教师们深度分析学生的有力依据。“这两名

学生上学期的学习成绩差不多，居家学习两个月后状态却差别很大，因

而我对他们做了跟踪、分析。”陈懿男是两个班的数学教师。在对两个

月来的学生自身学习态度、家庭环境因素和班级学习氛围进行深入分

析后，她对这两名学生分别给出了直到开学前的居家学习建议。

“整体来说，505班的学生几乎都有自己的居家学习计划并努力完

成”“绝大部分学生在居家学习期间，有一个良好的学习心态，学习主动

性强”“敢于质疑，会独立思考，还形成了良好的卫生、劳动习惯”“半数

学生能对学科资料进行自我归类梳理，会主动地和父母、老师等交流学

习收获或困惑”……梳理着自己所带班的班级“能力画像”，505班班主

任黄江棋欣慰之余，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后期居家学习的班级策略研究。

“多梳理、有重点地进行学科性知识辅导，多提供、多宣传公益实践活

动，多选择、有梯度地布置学习任务……”在505班的语文学情登记表上，

记者看到每一个学生的姓名栏后都有着密密麻麻的各项学习记录与分

析。该班语文教师黄江棋介绍，根据学情登记和调研数据分析，她已经开

始了自己任教班级的学科知识点、重难点、易错点的梳理工作。

复课前后该做什么？“衔接期”将启动！
“做这些研究，都是为正式开学做准备！”

4月8日，采荷三小将在学校调研基础上形成的全体学生“能力画

像”、班主任黄江棋通过数据分析绘制的班级“能力画像”、学科教师陈

懿男通过数据分析比较绘制的学生“能力画像”分发给了全体教师。“紧

接着的教研组、备课组活动中，将组织全体教师学习这几份报告，并试

着对自己的学生（班级）进行数据分析，从而有针对性地制订‘衔接期’

和正式开学后的分层教学措施。”杨欣介绍。

而4月13日进入“准开学”阶段后，“衔接期”课程正式上线。记者

在该校的“衔接期”课表安排上看到，师生们的作息时间基本和以往学

校学习时间保持一致，但学习内容与居家学习、学校正常学习时有些许

不同。“衔接期”课表中同样有早读、眼操、大课间及学校40分钟的常态

课，但增设了“测温”“晨会”“七步洗手课”“观看开学后规范用餐、集会

等视频”等环节，下午还安排了“特长练习”时间供学生自主探究。

“衔接期我们不仅要让学科学习与校园场景体验相结合，更会侧重

于重建班级团队文化、学习常规培养、学科知识摸底等。”该校德育副校

长张智利介绍，除了“云升旗”仪式，“衔接期”该校还会陆续推出“云端”

家长会、“云上”师生见面会、“云走读杭州”活动等，“既要通过多种方式

的沟通交流调整好学生学习状态，让他们提前做好返校准备，也要进一

步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科学探究和责任担当等意识及能力”。

□徐中收

4 月 13 日起分批有序开学后，从“居家”到

“教室”，从“特殊”到“正常”，师生都需要一段时

间来适应。面对学生可能会出现的一些心理或

情绪问题，学校和教师应该如何帮助他们？

谨防“世界观”焦虑
一个16岁的中学生，看着新闻报道大声说：

“看，世界大乱了，中国以外国家确诊的新冠肺

炎病人已超100万名！前段时间他们还一直拿

我们的疫情说事，看你们好受！”

这场疫情不仅是身体的免疫测试，也是精神

的检测试剂。面对中小学生的“世界观”焦虑，学

校和教师要让学生明白，以看别人笑话来提升自

己的幸福感是卑微的，是没有胸怀、自信和担当

的表现；面对死亡，谁也没有资格“沾沾自喜”，更

不能“幸灾乐祸”；武汉和纽约都一样，死亡者不

是一个个数字，而是一个个生命；病毒是所有人

的敌人，今天它在吞噬欧美，明天也可能反噬中

国；面对恶意的非议和责难，要理直气壮予以回

击，揭穿其阴谋诡计，但同时要向疫情严重国家

表达我们的关怀和尊重并施以援手。

谨防“亲情观”焦虑
几近 3 个月的“窝家”生活，对于原来一天

到晚忙于生计和工作的父母、对于长期处于学

校生活和学习的孩子来说，似乎一切都“偏

轨”了。

就像一个读小学四年级的女生说的：“刚开

始，爸爸妈妈一天到晚陪着自己，觉得自己好幸

福，生活其乐融融。过了几天，爸爸妈妈开始烦

躁了，唠唠叨叨，反反复复地要求我努力学习，

不断地挑剔我的作业……我真不知道，回到学

校后我还能不能安心学习，平心静气地与老师、

同学好好相处。父母都不待见我，何况是别

人？烦死了！”

在学生复学后，学校和教师应特别重视学

生因长时间窝家所产生的心理问题，应以班会、

团体心理辅导、个体辅导等方式疏导学生的心

理创伤，并予以针对性的心理支持，促使学生内

在的自我复原力发生作用，以达到自我疗愈。

谨防“学习观”焦虑
学习成绩及排名焦虑，对于中小学生来说，

永远是焦虑的一个主要因素。疫情后的学习焦

虑与以往的学习焦虑会有一些不同：以往的学

习焦虑主要表现在看见他人的成绩比自己好，

由此产生嫉妒、愤怒心理；疫情后的学习焦虑是

在发现自己由于缺乏自律、没有用心、浪费时

间、学习落后所导致的内疚、自责、羞愧心理，具

体表象为自暴自弃。

正如一名高三男生所说：“在抗击疫情的这

段时间里，我每天关心的就是与疫情有关的信

息，心情烦乱，根本无心学习。眼看即将回校学

习，我变得寝食难安。离高考不到两个月了，我

以什么成绩参加高考，以什么回报父母的养育

之恩？我跳楼的心都有了！”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大卫·霍金斯分析了各

类情感的能量等级，发现最负面、伤身的情感是

羞愧，其能量值只有20；第二负面、伤身的情感

是内疚，其能量值是30。这些负面情绪甚至容

易导致“羞愧而死”“内疚而亡”。

作为学校和教师，要对学生，尤其是初三学

生和高三学生，开展有针对性的生命教育，进行

有效的情绪疏导，避免学生由于内疚和羞愧而

产生“生不如死”的感受而自残，甚至自杀。同

时，教师们要知道，疫情是危机，同时是开展教

育活动的好时机，是学生成长的好契机。

（作者系浙江省心理健康教育特级教师）

要正式开学了，
师生应如何面对“后疫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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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居家”到“教室”，谨防学生这三大焦虑

编者按：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日前正式发布通知，全省各级各类学校自2020年4月13日起分批有序开学。
消息一经发布，翘首以盼的师生、家长们着实吃了颗定心丸。

而面对即将到来的正式开学，校长们并不轻松，他们说——
（校长出场前后按姓氏笔画排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