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在线教学已逐渐常态化。与

传统的线下教学相比，不仅教学模式

发生了转变，教学环境也发生了根本

性转变，家庭成为新的教育场域。家长

以什么身份和态度进入教育场域，对

孩子线上学习产生什么影响是一个新

疑点。对此，我们针对四川省10万余名

家长做了调查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调

查研究，发现在线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为在线教学相关决策提供依据。调查

方式以问卷与访谈相结合，调查对象

为中小（幼）学生家长，其中包括孩子

父母、祖父祖母及其他孩子的托管人。

以下为调查结果：

一、家长心理状态：在赞同与不赞

同之间失衡

从家长性别来看，男性家长对孩

子在线学习的赞成度高于女性家长；

从家长身份来看，祖父母辈赞成度高

于父母辈；从不同学段来看，学生年级

越高的家长赞成度越高；从家长文化

程度来看，家长文化程度越高赞成度

越低；从不同区域家长来看，城镇学校

家长赞成度显著低于乡村学校家长。

从对家长的访谈中，追问造成以

上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影响孩子视

力，教师管理与指导不到位，教学效果

不理想；在线教学让孩子有事可做、有

一定学习收获、保护孩子安全居家成

为赞同线上学习的三个主要原因。对

于高年级的孩子，家长更多关注孩子

的学业成绩，在在线教学可能常态化

的背景下，家长更焦虑孩子的学业进

展，更希望孩子线上有效学习；有一部

分高学历家长，更多关注的是孩子身

心健康而不仅是学业，认为自己可以

辅导孩子，不需要线上学习；而乡村的

家长普遍认为线上学习时间只要不是

太长一般不会影响孩子的健康。

二、家长支持力度：为孩子营造良

好的家庭学习环境

在线教学把教室搬到了线上和家

庭，家长的支持成了一个不能忽略的

因素。我们从时空支持、情感支持、学

习工具支持三个维度调查家长对孩子

在线学习的支持力度。

关于时空支持，93%的家长表示能

为孩子尽可能提供安静、舒适的学习

环境。包括在孩子学习期间不大声讲

话、不看电视；对于情感支持，35%的家

长表示顺其自然，对孩子的学习没有

特别的关照。有家长认为，过度关注孩

子的学习反而是一种干扰；也有56%的

家长会从细节上关心孩子的学习。数

据显示，智能手机被作为学习工具占

比55%。从学段来看，中学段使用智能

手机量最高，幼儿园和小学段依次递

减；从学习设备的种类上，手机、台式、

笔记本、平板电脑的应用量递增（如图

1）。在对设备的认可度上，超半数家长

认为已有设备能满足孩子学习，幼儿

园家长却认为这些设备难以满足孩子

学习；文化程度越高的家长对现有设

备的认可度越高；从区域来看，乡村、

乡镇、区县、市州学校的家长满足度逐

渐递升。

总体上，家长都能为孩子学习创

造良好的学习空间、心理环境，提供基

本的学习工具。

三、家长遭遇困境：不知道如何陪

伴孩子在线学习

对孩子在线学习的陪伴，主要指

对孩子学习状态的观察、学习进度的

关注和家校沟通等。

从调查数据来看，相对于女性家

长，男性家长会花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学习；在年龄分布上，30岁及以下家长

陪伴孩子时间最多，这部分孩子都是

小学生，正需要家长伴随式学习。对于

41-50岁的家长，仅偶尔观察孩子的学

习状态，这部分孩子一般都是中学生，

家长认为不需要特别关照；在学段分

布上，学生年级越高，家长对孩子学习

状态的关注度越高，对孩子学习进度

和家校沟通的频率越低；在学历分布

上，家长文化程度越高陪伴性的程度

越高；在区域分布上，从乡村学校到城

市学校，家长对孩子学习的关注度递

减。

对于家校沟通，95%的家长表示会

重视学校信息，82%的家长表示会及时

处理学校信息，66%的家长会反馈处理

后的信息。21%的家长会主动联系班主

任或教师，但有一定的差异性，女性家

长比男性家长沟通频率高，父母辈家

长比祖辈家长沟通频率高；在文化程

度上家长与学校沟通的频率成纺锤

形，低文化和高文化家长与学校沟通

的频率较低，具有大学本专科学历的

家长与学校沟通频率高。

对于家长能否辅助孩子在线学

习，如对孩子作业进行辅导。数据统计

发现，辅助孩子的状况从幼儿园到高

中呈偏正态分布（如图2）。小学低段拼

音辅导、小学中高段数学辅导、中学

（特别是高中）知识辅导都很难。不少

家长反映，小学数学解题方法有其特

殊性，家长所讲，孩子难以理解。家长

认为辅助孩子学习是件难事。

总的说来，家长不知道如何陪伴

孩子学习，认为他们的陪伴仅仅浮在

面上没有深度。家长普遍赞同，专业的

事应该交专业人士（教师）去做。

四、家长的焦虑：在线学习效果与

期待有差距

有家长认为，可以通过对孩子学

习态度的分析来判断孩子的学习效

果。家长主要通过观察、询问的方法判

断孩子在线学习态度。有 22.17%的家

长认为难以判断孩子是否愿意参加线

上学习，59.13%的家长认为孩子对线上

学习持积极态度。从学年段分布来看，

年级越高的孩子对在线学习的态度越

积极，这可能与孩子学习任务的紧迫

度有关；孩子对在线学习的态度还与

家长的文化程度相关，家长文化程度

越高的孩子对线上学习的态度越不积

极，这可能与高文化家长的辅导或引

导有关。

家长认为，孩子在线学习的效果与

教师指导是否到位紧密联系。从家长年

龄分布来看，50-60岁家长认为老师的

反馈与指导是到位的，30岁及以下家长

认为老师的反馈与指导比较匮乏；孩

子在小学1-3年级和初中阶段的家长

认为老师反馈与指导恰当，孩子在幼

儿园的家长认为老师的反馈与指导比

较匮乏。孩子年级越高，家长越难判断

老师的指导水平；学历越高的家长对

教师指导的满意度越低。其中，初中文

化程度的家长认为老师反馈与指导度

高，而硕士文化的家长认为老师反馈

与指导度低；在这个选项上也存在着

区域差异，乡村学校、乡镇学校、区县

学校、市州学校家长对反馈与指导的

评价逐渐降低。这些判断仅为主观判

断，因为它与家长的判断水平、判断方

式及家长对孩子学习的期望有关。

大多数家长通过经验判断孩子的

学习效果。比如，通过对孩子学习状态

的分析判断孩子的学习效果。幼儿园

孩子在线学习时常常“断片”，小学低

段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显得迟缓，

高年级学习常常出现走神等现象，家

长认为这是学习效果低下的表现。相

对于女性家长，男性家长认为，孩子在

线教学的效果好；相对于其他年龄家

长，60 岁以上年龄段家长对孩子在线

学习效果评价较高，30-40岁家长对在

线学习效果评价最低；不同年级的家

长对孩子在线学习效果评价存在差

异，总体趋势为学生年级越高，效果越

好；不同区域家长对孩子在线学习效

果的评价也存在差异，按照乡村、乡

镇、区县、市州学校家长对在线学习效

果评价逐步降低。

但有47.2%家长反映，孩子在线学

习的效果与他们的期待还有不小的差

距。主要表现在知识的呈现方式、教师

讲授的平淡、教师与学生互动不足等

问题上。

五、反思与对策

（一）教师如何研制适宜线上教学

的课程

从调查问卷、线上教学观摩、教师

访谈、教学设计可以看出，教师总在努

力寻找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的差异，

也在不断地尝试给线上教学赋予新的

生命。大量的现象也反映出一个事实：

大多数教师把线下的课直接搬到了线

上，与线下教学相比最大的差异在于

线上的教师更多依赖信息技术呈现教

学内容。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有诸

多的不同，包括教学环境、教学技术、

教学原理等的不同。第一，这些差异呈

现出哪些特征，这些特征背后的原因

是什么，影响这些特征的因素有哪些，

它们是如何影响教学的，这一系列问

题还有待深入研究；第二，不仅是教学

环境和教学技术的改变，在教学原理

上还有什么变化，应对这些变化可能

采用哪些策略，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

研究；第三，仅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教

师如何开发适宜线上教学的课程资

源，以提高线上教学效率，这也是需要

深入研究的问题。

（二）师生如何实现教室、家庭与

教学场域的自然切换

有一个影响线上教学效果的重要

因素，那就是师生心理的变化。教师在

线上找不到教的感觉，学生找不到学

的感觉，师生的“在场感”消失了；另一

种“在场感”却出现了，那就是家长的

“在场”，甚至有学校领导、教学督导的

“在场”，如何使这些“在场合理化”是

一个难点。教师心理的“不在场感”，主

要缘于没有在讲台上授课的现实感，

师生之间形成了空间屏障，交流与互

动变难，学生的“在场”有一种虚拟感；

学生心理的“不在场”与教师的“不在

场感”相似，同样对教师的“在场”有一

种虚拟感。师生都不能正常实现教室、

家庭与教学场域的自然切换，人与人

之间、人与知识之间没有实现真正对

话的感觉加重。事实上，大多数人在电

话沟通时，人与人之间的“在场感”是

强烈的。人们在看影视节目时，很多时

候也会产生一种“在场感”。这说明在

线教学的“不在场感”也是可以减弱

的，这就必须实现教室、家庭与教学场

域的自然切换，让师生之间体验到互

动的现场感、甚至生成感，这些问题是

值得深入研讨的。

（三）针对线上教学应该开发什么

样的家校合育模式

在线学习的时候，教师与学生的

相处感减弱，师生间互动频率和质量

降低，学生与学生之间相对孤立。教师

在教学的过程中难以全面把握学生的

学习状态，学生之间又不能相互提醒

和关照，这为学生分心、偷懒留下空

白，对于自主性和自控力弱的孩子，如

果没有家长参与管理，会大大削弱线

上教学的效果。一些家长在访谈时提

到，老师上课时一些孩子没有认真听

课，也有孩子玩游戏的现象。因此，针

对线上教学应该研究新的家校合育方

式。这种合育不是简单的家长、学生、

教师通过线上简单组合，而是要探讨

合育机制和模式。同时，应该对家长进

行培训，包括消除家长的焦虑，对家庭

学习环境营造提供样例，为家长陪伴

孩子的方法、家长对在线教学的评价

提供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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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适应社会需要，培养学生的关

键能力、必备品格、价值观念是当前中

职教育的重中之重，这迫切要求教师

将课程思政元素与学科教学有机融

合。作为中职数学教师，我们要从学生

现状中跳出来，设计具有体验感的活

动，教会学生用数学眼光、思维在学习

中获得民族自豪感、爱国精神、职业素

养、良好个人品质等，从而获得适应终

身发展的数学核心素养。

一、中职数学课的现状
通过问卷调查及对一线教师反馈

的数据进行分析，我们认为，目前，中

职数学课堂上存在的问题：学生数学

底子薄、持续学习毅力不够、上课注意

力分散、学习没有兴趣和原动力、自信

心不足等，教师只能用严格的纪律来

完成教学任务.。如何在这样的现状下，

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规范学生数

学学习的习惯呢？通过深入思考，我们

尝试将思政元素融入数学课堂教学，

以唤起学生学习的原动力，使学习由

被动变为主动，经实验已初见成效。

二、课程思政与中职数学课有效
融合的实施策略

（一）培养习惯，激发原动力——

课前的思政教育

1.良好数学学习习惯的培养。以

“任意角”一课教学为例——上课前，

教师播放多媒体展示本堂课需要的用

具：书、草稿本、三色笔等，提醒学生按

要求摆放，将其他与本堂课无关的书

籍收起来，提高学生学习的专注度，要

求学生做事情有目标规划。通过此举，

培养学生认真对待一件事情的态度，

并由课堂拓宽到生活乃至未来发展，

形成必备的良好品质。

2.激发学生学习数学的原动力。

“任意角”是三角函数学习的基础。在

课间，教师播放趣味横生的微课视频

——奥运会体操表演，东方明珠、长江

大桥等建筑，美术馆的三角艺术等等，

使学生看到数学在生活、生产、科研中

应用案例，让他们体会到每一条定理、

公式无不凝聚着前人的智慧与努力。

这些生动视频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使他们领会到数学文化的源远流长，

培养民族自豪感和端正谦逊的学习态

度，珍惜前人的劳动成果。

（二）入情入境，能力培养——课

中的思政教育

中职学生对数学不感兴趣的主要

原因是基础薄弱、自信心不足，要在数

学活动中给学生提供表现机会，训练

学生敢讲、敢说、敢表达，增强学好数

学的信心，在活动中发现数学问题、提

炼知识、解决问题，培养学生积极思

考、钻研进取的科学精神。

课中，播放由“程菲跳”视频，吸引

学生注意力，让学生观看视频并分享

收获。有同学惊讶程菲是如何完成踺

子后手翻 180°和直体前空翻转体

540°，此时，教师进行引导程菲正是

用刻苦的训练和扎实的功底在国际体

操史上创造了中国奇迹，并以其名字

命名跳马动作“程菲跳”。这一新知的

引入融入了思政教育，让学生感受程

菲成就背后必定是刻苦的训练、顽强

拼搏的精神，学习亦如此，同时渗透民

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教育。接着，组织

学生自己发现、提出数学问题，其他同

学进行回答，鼓励学生敢表达、勤参

与，最后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

这样，学生从数学课上不仅学到

了知识，更重要地是学会沟通、善表达

的能力，通过日积月累的习惯培养，学

生获得成就感，增强民族自豪感，更懂

得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力量。

（三）团队帮扶，共同成长——用

发展的眼光看待思政教育

不仅在课堂上，课后也将思政元

素融入数学学习中，我们用发展的眼

光看待思政教育，落实教师立德树人

的使命担当。

在课后的学习上，让学生成立数

学互助组，倡导“赠人玫瑰，手留余

香”，培养了集体意识；以活动的形式

成立监督组，通过同伴互助、监督，提

高中职学生学习数学的积极性，培养

自我组织、管理、监督能力。在学习的

过程中，大家分享经验、交流学习方

法，将学习的舞台充分交给学生。

思政育人是当今教育界关注的热

点，它的形式与内容还有待大家去积

极探索。通过实践，我们设计出“体验

感——课程思政元素”活动，将思政元

素融入中职数学课前、课中、课后，以

团队活动的形式加强学生的思政教

育，让学生在活动中培养民族自豪感、

爱国精神、职业素养、良好个人品质，

使思政教育贯穿教学全程，回应了新

时代对中职教育的新要求。

在线课堂中，教师明显感觉得到孩

子们内心的烦躁。一天，我在高二某班

的心理课上出现了一个“小意外”。这节

课的主题是“疫情下的亲子关系”。课堂

采用钉钉会议模式，有个环节是请大家

在九宫格里画出家庭中自己记忆最深

刻的画面。10 分钟过后，大家陆续画完

了，我邀请画完的同学展示自己的图，

并描述画面中的故事。

一位很腼腆的男生说话了。他脸红

红地、低着头看着画纸挨着讲述自己的

故事。第一幅图：小时候，父母带自己去

公园玩，第一次坐秋千，开心极了；第二

幅图：在农村老房子后院和弟妹们捉迷

藏，躲在稻草堆里，结果睡着了，让家里

人找了一天；第三幅图：妈妈第一次教

自己做蛋炒饭，结果自己盐放多了。大

家听完又七嘴八舌说这事自己也干过。

我问他看到这些画的时候是什么感受？

他说，想起小时候的点点滴滴很开心，

但是第四幅图里大人的表情让他不开

心。原来，自己读小学、初中时，舅妈对

自己非常好，可是自从中考失误来到了

职高过后，舅妈对他的态度仿佛变了一

个人，他感觉到舅妈对他有一种嫌弃和

歧视。当他来到职高读书时，他发现读

职高并不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这里同

学和老师都很亲切，学习氛围也挺不

错，他就是不明白舅妈为什么会这样对

自己。说着说着，他开始嚎啕大哭。

见状，有的同学在嬉笑，在我的示意

下，大家保持安静，并隔空送上纸巾，有

同学在弹幕中打出爱心、拥抱、鲜花等表

情。我给他发去拥抱与抚摸，说：“看起来

你确实很难受！舅妈的这种转变让谁都

会受不了，你一定很委屈！”我说：“哭吧，

在这里可以哭的。”随后，我说：“请大家

给予他尊重，他之所以能够在这里宣泄

情绪，表明他非常信任熊老师和在场的

同学们，他觉得这里是很安全的。请同学

们也给予他一些尊重，我们可以把故事

带走，请把别人的隐私留下！”

随后，我对同学们进行现场调查，

询问道：“你们觉得读职高是一件很丢

人的事情吗？有同学点头说自己也有类

似的经历。我开始把自己的经历和大家

分享：“2004年，我刚上班时也遭遇过类

似的经历。当别人问我是哪个学校的老

师，我回答是某职高的老师时，感觉到

对方的表情和眼神会透露出一丝不屑。

而他们听到某人是某重点中学老师的

时候，他们的眼神里冒着光。那时，我告

诉自己说一定要当一名好老师，不要让

别人看不起。在我后来18年的教学生涯

中，努力学习、认真工作，最终在自己心

理学专业领域得到认可，去年，荣获‘成

都好人’‘成都市优秀德育工作者’，今

年，又荣获‘四川省最美教师’。我相信

这是自己不放弃、坚持不懈的结果。”我

刚说完，电脑里响起同学们热烈的掌

声，我请刚才哭泣的男生谈谈感受，说

说自己的决定。他很坚定地说：“自己一

定好好读书，考上好的大学，让他们不

再瞧不起自己。”此时，电脑里再次掌声

雷动。

此时此刻，我问：“大家有信心吗？”

在我的引导和激励下，同学们非常兴

奋，大声地回答道：“有信心！”大家激动

地在弹幕中发出“加油”“雄起”“奥力

给”等图片，彼此之间的鼓励充满整个

直播间。我想，这就是生活给予他们最

好的教育。

每个人都希望有阳光自信的生活，

职高学生也是这样。但不少职高的学生

来源于偏远农村，处于青春期的他们会感

到自卑，对前途彷徨迷茫，陷入内耗。美国

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说：“人类本性上

最深的企图是期望被赞美、钦佩、尊重。”

教师的表扬、同伴的认同对其自信心的

影响很大。作为一名心理老师，要在教育

生活中抓住这些关键时刻，首先，做好共

情与陪伴，让学生能及时宣泄自我消极

情绪；其次，引导学生让他们告别内心的

负面概念，比如“我不好”“我不行”“我不

配”，重新构建积极的思维模式，通过行

为不断强化，树立积极正确的自尊标准；

再次，要在班级中营造一种心理积极相

容的环境，让不自信的学生体会到班集

体的包容、温暖与安全感，更好地促使

学生挖掘自我潜能，寻找与搭建在自我

支持系统，推动自己奋勇前行。

真正的教育是触及灵魂的教育，老

师要做好学生人生道路上的引路人，以

自己的全部智慧上好每一节课，让学生

如沐春风，让其生命、使命和价值统一，

让学生们不断完善自我，绽放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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