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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计 教师为本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节

选自《周易·系辞下》，告诉我们

事物面临不能发展的局面时,必
须改变现状,进行变革和革命。

换个更通俗的语言那便是“变”和

“通”二字,合起来,即为“变通”，

告诫我们凡事要学会通融、屈

伸。曾几何时，我曾不为之动容，

总感觉只要自己认为对的那就可

以坚持，甚至与有撞到南墙都不

回头之感。

2020年的开局之年，新冠肺炎

疫情的到来让所有人猝不及防，接

踵而来的是不同寻常的超长寒

假。作为老师，我们不能像白衣战

士那样远赴一线救死扶伤，我们能

做的是积极响应“停课不停学”的

号召，离校不离教，让家长和孩子

们都能安心，也算是为抗击疫情奉

献微薄的力量。

虽说是网络教学，但这是一

种全新的教学方式，对广大老师，

特别是农村教师来说是不小的挑

战。它脱离了面对面的交流，只

能通过网络查看孩子们上交的作

业——线上作业。最初，感觉挺

新鲜，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暴

露得越来越多。家长工作忙，没

有时间陪伴孩子，网络直播有时

成了只播放声音的机器；孩子想

偷懒，边听直播边进行其他的娱

乐；作业不按时交，催作业成了班

级群常有的事情……这些问题虽

然只是存在于个别孩子中，但随

着网络直播课时间的延长，越来

越多的孩子是疲于应付。

为了检测这段时间网课效果，

我们进行了“线上考试”。之前几

天都在为这件事忙碌，计划制订，

考试安排，尽可能地在最大程度上

考虑全面。但考试后，还是有几个

孩子没有递交试卷。

为了不伤及孩子的自尊心，

孩子试题的批改和得分都在小程

序中完成，其结果也只有孩子和

老师知道。考完试，加班到深夜，

手机屏幕小，长时间盯着手机，眼

睛疼、颈椎疼得很。还有的孩子

乱写一气，拍照模糊不清，有的只

拍了半面试卷，打电话或者发信

息给家长要其余的试题，还遭来

一顿训斥“这是给孩子布置作业

吗？就是给家长找事。……”一

通说辞让你心凉了半截。为了不

给自己找气受，尽可能地不去猜

测这些不清楚的字表述什么意

思，作为语文老师，就像在跟屏幕

打一场硬仗，眼睛紧盯，可遇到没

拍的试卷，还得硬着头皮给家长

要，在群里说多了，人家干脆不

理。改完试卷已到凌晨，看看那

些红色的修订字符，深深吸了一

口气。说心里话，作为已在三尺

讲台工作近 20年的中年教师，多

少还是有些难过。

关上手机，躺下的一瞬间，想

到了抗击疫情一线的白衣战士、

志愿者和各行各业的工作者，他

们的委屈、辛苦、付出让我心怦然

一动：也许，我该变个思维，变种

交流的方式。

第二天，我一改平时布置作

业的严肃语气。写下了这样的

一段话：“各位家长：大家好！说

实话，最近两天感觉心里挺委屈，

不被理解。以后尽量少说吧！

但还是希望各项作业按时交，各

项表格按时填，今天健康表单就

有一个同学没填，也许忙忘了，

但……

还有成绩统计，为了不伤害

孩子自尊心，我和韩老师选择了

程序提交试卷，而且一天内选择

了改完试卷，就是为了让孩子和

家长不着急，尽快得知成绩！也

许我们是错的，但同样作为家长，

我还是觉得应该如此！

人都说孩子成绩好坏和你们

有啥关系，但只有你当了老师后

才会明白，对每个学生和自己孩

子一样，甚至比自己孩子上心！

这就是为什么当老师的孩子都不

愿意当老师，因为老师都心向学

生少向自己孩子！成绩好坏虽与

老师没有多大关系，但不用心，自

己的良心会受谴责的，也许这就

是上学时我们老师所说的‘学高

为师 身正为范’吧！

我是一位老师，同时和你们

一样也是一位家长，此刻，也算是

大家的朋友在此聊聊天吧。大家

不用一一回复，请放心，虽然有时

会有委屈，但孩子永远都是我的

孩子们，这点永远都不会改变。

只是希望大家按时填写表单，及

时上交作业。下周开始我们要更

用心，要不真的时间不够用，落下

的孩子就真的不好赶了！”

接着，我发送了新的一天健

康表单填写程序及布置作业的程

序。虽然一天大家没有说什么，

可等我晚上十点多打开的时候，

发现健康表单全部填写完毕，且

作业已经交了有三十多个，此刻，

不争气的眼泪夺眶而出。因为，

被理解的感觉，真好！

老子说“上士闻道，勤而行

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

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当

我们对于某些现象、某些事物，或

者某个人缺乏了解，弄不清楚的

时候，千万不要急于否定，总要多

方了解，客观看待，然后才可以下

结论，更要放下自我的执念，换位

思考，否则，就会变成老子所谓的

下士。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

头万木春。”战胜疫情的曙光即

将来临，而未来，我依然会固守三

尺讲台，真正做到——不管风吹

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让自己的

职业生涯在变通中更有高度、更

有境界。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薛
城区临城实验小学）

以儿童为本，尽快回归正常
5月6日，攀枝花市实验幼儿园

通过督察验收，成为该市第一批开

园复学的幼儿园。开园前，攀实幼

全力编写开园复学流程，拍摄了

《攀枝花市实验幼儿园复学复课一

日常规》视频，以图文结合、视频指

导的方式，让全体老师对复学工作

心中有数、行动有依。

“我们要以儿童视角为出发

点，基于疫情现状，变疫情危机为

教育契机。”攀枝花市实验幼儿园

园长刁玲认为，幼儿园要有针对性

的安排幼儿一日生活，让儿童尽快

回到正常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之中。

刁玲介绍，幼儿园因地制宜地

开展了不减量的阳光体育运动，增

强幼儿体魄。如上午有针对性拟

定锻炼计划，开展晨间特色体育活

动、早操、体智能循环活动；下午分

时段安排班级到阴凉的室外场地

开展户外游戏活动；每日家长和幼

儿可在家共同完成 30 分钟的亲子

运动打卡。

“在保教工作实践过程中，始

终要以儿童为本。”绵阳市花园实

验幼儿园园长何云竹说，幼儿园教

师们从化“防疫”为“保育”入手，严

格把好“三道关”：守住入口关、把

好消毒关、规范保教关，深化、细化

幼儿园一日保教活动流程，促进幼

儿健康快乐成长。

北川羌族自治县安昌幼儿园

园长梁娟说，开园后，安昌幼儿园

审视了整体复学中一日保教活动

的优势及不足，为解决这些问题，

老师从基于儿童、基于生活、基于

现状的角度出发反复研磨，形成了

“错”“加”“不交叉”的一日保教活

动三原则。

宜宾市市级机关幼儿园园长

邹晓敏介绍，幼儿园开园活动大致

经历了四个阶段，从复学初体验到

顺利入离园，幼儿园回到“儿童立

场”进行保教活动，有针对性地对

复学工作方案进行调整完善。

寻找契机，开展教学教研
疫情之下，幼儿园的教学活动

面临极大的挑战，如何化“疫情”为

“育情”，帮助幼儿度过这段特殊时

期？

在绵阳市花园实验幼儿园开

园第一天，何云竹发现，孩子们的

眼睛里充满着紧张、不安、戒备，排

队的站姿、上课的坐姿堪比军人。

这场景让她反思：当我们把很多活

动冠以防疫抗疫的帽子，却忘记了

幼儿园的本质是“教育”，忽略了教

育的中心是“儿童”，让儿童没有安

全感。

因此，绵阳市花园实验幼儿园

提供充足的时间和机会让儿童

“玩”起来，在游戏活动中，让幼儿

心情“放松”“愉悦”，去影响幼儿克

服“紧张”“恐惧”“焦虑”的情绪。

在宜宾市市级机关幼儿园，全

园分班级组织幼儿开展团讨活动，

让幼儿充分表达自己的情绪与感

受，与同伴互动获得多样信息，疏

解自己的焦虑，教师在幼儿的讨论

中感知孩子们的感受。

“疫情背景下的开园活动是一

种不露痕迹的教育。”何云竹说，幼

儿园选择“隐藏”“隐蔽”疫情教育，

把有关生命教育的内容（亲近自

然、责任担当、和谐共生等）渗透于

幼儿园种植区“亲青菜园”的活动

中。菜园子从播种到长大、收获的奇

妙过程，让幼儿在自然而然的过程中

热爱自然、接受教育、获得发展。

刁玲认为，在疫情背景下幼儿

园应重视幼儿已有的生活经验，在

原有的课程中融入防疫的理念，并

以适合幼儿身心发展水平的方式

让幼儿去理解、接受和践行，避免

强行灌输。

在攀枝花市实验幼儿园大班

主题活动“阳光花城”中，班级创设

了“花城医院”，在此基础上融入了

疫情教育的内容“最美逆行者”，通

过角色扮演，将抗疫生活经验应用

到活动中，了解了对病毒防疫知

识、学会自我防护、感受生命可贵。

教师是教育的核心，疫情期间教

师如何化“危机”为“契机”，抓住机

遇，迎接挑战？如何建设教师队伍，

在幼儿园高品质建设上持续发力？

何云竹说，幼儿园开展体验式

教研建设教师队伍。年级组围绕

院子里一花一草一木一石一水开

展“玩”的教研，变回“儿童”，葆有

童心，帮助教师解决教学中的各种

问题；全园开展“有儿童的开园活

动”集中教研，教师以自己的“儿童

意识”影响自己、幼儿，提升专业素

养与能力。

绵阳市公园路幼儿园园长张

春玉介绍了疫情背景下幼儿园的

别样教研。2 月中旬，面对疫情防

控严峻的形势，幼儿园的教师们决

定线上同唱一首歌，给恐惧彷徨的

自己增强力量。教师们还通过线

上应用心理学共学共研，解决宅家

过程中价值感降低、亲子关系紧张

等问题。同时，幼儿园对疫情下的

课程建构与实施，根据年段不同，

讨论形成了不同的课程方案，让教

育回归本真。

线上线下衔接，提高家园共育质量
2月 17日，雅安市雨城区第一

幼儿园“线上课程”正式开启，老师

们变身“网红主播”为孩子们准备

了丰富的“线上资源”，疫情下的家

园共育进入了状态。

面对疫情，雅安市雨城区第一

幼儿园进行了线上家访。园长田

川说，线上家访活动从 2月 21日开

始，每天进行幼儿、家长和老师都

在线的“云相约”网络互动，大家在

线上聊生活，聊学习、聊新冠病毒

的袭击，聊生活方式的改变。田川

发现，线上家访让孩子们充分表达

自己的想法和需求，帮助老师了解

孩子的心理状况。

开园前，许多幼儿园通过网络

平台收集家长们对开园的意见。

面对家长们一系列的不安，幼儿园

也在努力消除家长的疑虑。

雅安市雨城区第一幼儿园线

上召开全园家长会及各班家长会，

为家长解惑、使家长了解幼儿园在

疫情期间的封闭管理的整个流程

安排以及防疫措施。

宜宾市市级机关幼儿园开展

了班级一对一“云上开园见面会”

指导家长对儿童在家的情绪表现，

评估孩子是否做好了特殊时期入

园的心理准备；班级教师还分小组

开展网络沙龙，帮助家长、幼儿理

解并消化幼儿园疫情防控要求。

绵阳市开元实验幼儿园园长

刘朝霞介绍幼儿园四策略开展家

长工作。首先，邀请园级家委会代

表及驻园专职医生参与开园方案

的制订，共同策划体验，让家长影

响家长，形成家园工作合力；其次，

通过“云参观”全方位呈现幼儿园

和班级环境；再者，对幼儿园一日

活动中家长关心的问题进行互动

交流，有针对性的解决问题，赢得

家长信任；最后，梳理一日生活流

程，教师加强对幼儿情绪、情感的

关注，孩子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常态

的开园活动。

大部分学校已经复课，经过几个月的

“在线学习”，如何有效进行学校教学与

居家学习有效衔接呢？笔者认为，学校

教学与居家学习进行有效衔接要做好

“四个一”，围绕线上线下教学衔接工作，

准确研判线上教学教情、学情，开学后教

学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建立线上线下

教育教学无缝衔接机制，科学谋划开学

后教学工作方案，调整学期教学计划，确

保线上教学与开学后教学工作实现平稳

过渡。

第一件事：开展一次学情分析，正确
评估线上教学

开学了，教育教学方面又回归到学

校，回归到教室，教育教学方式发生了，正

式开学恢复课堂教学后，教师首先要针对

线上教学效果进行正确评估。教师要精

准分析学情，对学生居家学习情况进行摸

底，对学习质量进行诊断评估，掌握第一

手材料，做到心中有数。

第二件事：进行一次集体备课，为课
堂教学做好准备

备好课是上好课的前提，疫情期间，教

师可以充分利用在家空闲时间进行自主备

课。以年级为单位分别召开一次集体备课

研究，具体布置教师自主备课事项及要求，

要求教师对本册的教学内容进行系统全面

的解读，把握教材的重点、难点，按照惯例

进行教学设计。做到胸有成竹，准备充分，

确保开学后教学工作有条不紊。

第三件事：优化一次教学方案，保障
课堂教学有效

方案或计划是工作实施的蓝图。由

于疫情延迟学校教学，按照原计划教学可

能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在原计划基础上进

行调整、补充和删减等优化。主要有教学

时间的安排与优化，教学内容的整合与优

化，教师备课的调整与优化，教学方法的

简化与优化，教学评价的跟进与优化，教

学资源的利用与优化等。优化方案，确保

教学任务的有效完成。

第四件事：做好一次充分论证，确保
教学策略可行

开学后教学时间有限，需要科学安

排，合理使用，确保教学效果的最大化。

开学后，教师到底选择哪种方式进行教

学，需要反复思考论证，建议开学第一周

不要急于进入新课教学，要求教师对线上

教学内容进行摸底、分析、梳理、复习、强

化，用不着急于上新课，同时，引导学生调

适心态，逐渐进入正规学习。接下来时间

就抓紧上新课。教师要思考有限的时间

完成本期教学任务，就要删繁就简，探索

少教多学的课堂教学方式，积极转变以讲

为主的观念，探索课堂教学转型，重视让

学意识、主体意识、支架意识、问题意识和

课程意识的体现与落实，重视活动式教

学、重视作业设计。作业管理突出“精心

设计”“精心布置”“精心批改”“精心讲

评”“四精”，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精准

学习，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作者系重庆市开州区赵家街道第二
中心小学副校长）

6月2日，我省21个市州幼儿园全面开园复学。为保证疫情
下复学幼儿保教活动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近日，“川越视界，天府
师说”四川省名师名校长论坛第一期线上公益培训——“疫情背
景下幼儿园保教工作实施策略”在绵阳举行并在线直播。来自四
川省何云竹名园长工作室的领衔人何云竹和6名成员围绕幼儿
园一日保教活动、教学教研、家园共育等进行了交流分享。

——四川省名师名校长论坛第一期线上公益培训观察

■ 本报记者 殷涛

化“疫情”
为“育情”

学校教学与居家学习
有效衔接做好4件事

■ 向守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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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

庄
伟

苗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