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中课堂，今春校园的别样风景

3月27日17：30，嘉一联中初二学

生张晓雨结束了当天最后一门课程学

习后，伸了个懒腰。但一天的学习还没

结束，短暂休息后，她还要继续完成任

课老师布置的作业。

按往年的教学安排，3 月份嘉一

联中初二学生要上完 2 个单元的新

课，而受到疫情的影响，这个学期的进

度明显比往年慢了一拍。但考试并不

会延期，2个月后历史科目的中考，目

前并未收到延期通知，或将如期到来，

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感受到了时间

的紧迫。

节奏快，是空中课堂给张晓雨的

第一感觉。原本40分钟的课程压缩至

半小时，意味着学生需要注意力高度

集中。“一晃神，可能老师就讲到下一

个知识点了。”张晓雨说，刚开始上课

时，她明显觉得跟上节奏有些吃力，

“以前有问题可以直接举手提问，老师

可以及时讲解。在线学习就不一样了，

很多时候要带着问题上完一节课。”

“好在还有答疑课与统一网课穿

插进行。”张晓雨介绍，答疑课一般由

各科任课老师负责，在每节统一网课

后，会通过“晓黑板”“钉钉”等软件，花

二三十分钟时间对每节课的知识点进

行补充和延伸，有针对性地解决学生

疑难问题。

不仅是学生，老师也需要逐步适

应在线教学的节奏。“很多时候我们要

根据学生的现场反应，来判断他们对

知识的掌握情况。”在方泰小学一年级

语文老师戴瑶看来，与高年级学生相

比，低年级学生更需要靠互动来保持

注意力。考虑到这个因素，低年级统一

网课只有20分钟时长，剩下的20分钟

由学校各科任课老师把控。

“学生到校上学，在时间、衣着、礼

节、坐姿乃至卫生等方面都有要求。而

居家接受在线教育，由于师生并非真

正‘面对面’，这些常规操作也就被省

略了。”戴瑶表示，仪式感可以更快让

学生进入角色，回到学习状态。

空中课堂开课首日，卢湾一中心

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茅伟诚吃完早

饭，穿戴整齐后准时站在电视机前，有

条不紊地迎接学校为他们准备的“云

端相守，拥抱春天”开课典礼，“开课典

礼结束后，有种假期结束要开始学习

的感觉。”

家长们也在努力营造学习氛围。

早在空中课堂开课前两周，茅伟诚的

妈妈就做好了一切准备：一楼客厅改

成了临时“教室”，学习桌椅、笔记本电

脑、打印机等设备一应俱全，课表张贴

在客厅醒目位置上。同时，几个辅助软

件也都下载安装完毕——“钉钉”开班

会用，“晓黑板”用来与老师互动、上传

作业。“我觉得这种准备还是有益的，

进入这个空间后，他就像在教室一样，

能更快进入学习状态。”茅伟诚的妈妈

表示。

讲究仪式感，更快进入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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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定在行动嘉定在行动抗击疫情

安亭高级中学心理老师林亚娟在

直播课中曾向学生们赠言：“空中课堂

并不是简单的课堂转移，学习方式的

转变并不会替代学习本来的意义，更

重要的是学会利用互联网手段，养成

良好的学习习惯，从而拥有属于自己

的精神天空。”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离不开老

师和家长的共同配合。杨佛兰是外冈

小学五年级某班的班主任，一次，她发

现班上一名学生上线时间只有短短

32 秒，立即打电话联系家长说明情

况。“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我们还是

希望有家人在旁督促。”杨佛兰建议，

如果父母双方都要上班的话，长辈们

也可以在旁看管。

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

童敏表示，空中课堂虽是为应对疫情

而设，但也是培养孩子养成良好学习

习惯的契机，“低年级的孩子可以制定

一日作息时间表，根据时间表来合理

安排学习时间。”

嘉一联中初二学生张晓雨的爸爸

对此十分认同。空中课堂开课之初，他

就为张晓雨制定了一张计划表。计划

表上详细列出了每天的学习任务，除

统一网课外还有“加餐”——包括练英

语听力、背文言文以及培训机构的网

课等。他表示，网课不过是把线下学习

搬到了线上，学习的本质没变，只是多

了机会给孩子学会安排作息。这个观

点与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

茅伟诚的爸爸不谋而合：“正好可以借

网课模式，提高儿子的自律性。只要家

长引导到位，该放手的地方就要放

手。”

无论线上还是线下，学生的健康

始终不应忽视。在每天的课表中，课与

课之间都会穿插广播体操或眼保健

操，各年级课表也充分考虑了不同年

龄段学生的身心发展和学习规律。有

的学校还增加了由专职的心理老师录

制的视频，每周按年级推送一节心理

课，帮助学生正确面对疫情期间产生

的各种情绪。

养成良好习惯，建立自己的精神天空

■ 上海区县报优秀品牌

① 区教育学院和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承担了全市小学体育学科所有线上课

程的录制任务。

② 卢湾一中心实验小学四年级学生茅伟诚正在妈妈的陪同下，完成空中课

堂后学校任课老师布置的作业。

这个春天，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广大师生及学生家长不得不迅速适应在线教学的模式。伴随着全市空中课堂的开启，嘉定
8.48万名中小学生实现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

原以为在线教学是临时的、补充性的，但随着疫情的发展，“空中课堂”已实施近一个月，或许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嘉定的教师和学
生家长也在不断尝试，通过制定计划表、花式教学等方式，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保障教学质量。空中课堂，已成为这个春天的一道别样风
景。 记者 王安琪 文/摄

为应对疫情开展的空中课堂，无

疑给在线教育按下了“快进键”。为此，

嘉定的教育部门也做了充足的准备。

早在大年初一，区教育局就意识

到疫情防控是一场“攻坚战”，需要做

好延迟开学的准备。为此，区教育局决

定举办“双师云课堂”，录制了为期两

周的网课，帮助学生进行复习巩固，在

超长寒假里保持良好的学习状态。

“‘双师’有两层含义，一是在录制过程

中，学科老师和技术专家合作；二是在

播放过程中，既有名师录播讲课，也有

任课老师根据课程内容进行班级互

动。”区教育学院师训部主任颜晓莉介

绍，“双师云课堂”从录制到直播，都是

老师主动志愿报名，全区共有 500 多

位老师参加。

“双师云课堂”的经验，也为全市

空中课堂在嘉定的开展打下了坚实基

础。按照“同一学段、同一课表、统一授

课老师”的原则，全市组织了 1000 多

名优秀教师开发空中课堂的录播课，

涉及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总计

约21个学科141门课程。区教育学院

和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承担了全市小学

体育学科所有线上课程的录制任务，7

名来自嘉定的骨干教师参与了一到五

年级6个单元课程的录制。

对于强调互动性和实践性的体育

学科来说，更要精心备课。“如何挖掘

一些适合居家锻炼的体育项目，同时

与课程标准和教学要点相结合，是教

师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高级教师、区

教育学院小学体育教研员李文峰坦

言，即便有过录制网课的经验，但在接

到任务时依然感觉压力不小。为此，每

天线上磨课，成为以李文峰为核心的

教研团队的日常状态，“每天从早到

晚，教研群里讨论就没停过。”短短20

分钟的一节课，往往背后凝聚了一个

团队的智慧。

“我们的一个原则是‘托底学习’，

就是让每个学生都能掌握正确的运动

方式。”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学王永健

老师负责录制“爬墙手倒立”这门课

程，以往的线下课程中，学生需要从平

地支撑的状态，一步步实现双腿靠墙

倒立。考虑到居家学习场地的局限性

和安全性，他在动作难度上进行了简

化。

线上体育课对于低年级学生来

说，还要兼顾趣味性。方泰小学体育教

师赵姜燕在“踢毽子”这堂课中，特意

新增了“如何制作一个简易毽子”的环

节。在采访中，她演示了一遍制作过

程，利用硬币、废弃塑料袋等身边常见

的物品，不到 5 分钟时间就制作完成

了一个毽子。

线上教学在场地上受限制，但信

息化手段也给体育课的授课方式提供

了新模式。在大部分老师的课件中，都

使用了动画片段、短视频等。“我们教

授的不仅是体育锻炼的方法，更要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赵姜燕说。

“虽然是疫情期间的特殊授课方

式，但在线教育一定是未来的发展方

向。”在区教育局副局长祝郁看来，网

课的录播，对年轻老师的成长促进是

尤为明显的，“参与网络教学的这些老

师，在反复磨课中，学科教学水平也在

不断提升，将带动区域内整体教师水

平的提升。”

背后是教育部门
夜以继日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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