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停课不停学”
网上开课会成为趋势吗

记者：线上教学已在进行中，网课会成为

趋势吗？将会给教育带来哪些变化？

俞国娣：未来已来，改变教学方式是必然

的，互联网改变的不仅仅是技术，还是教学的

思维方式。这一场疫情加快了思考步伐，让

我们看到了短板——平台、教师的技术、学生

的学习习惯、一部分人对教育的狭隘理解等

等，学生应该“学什么”，我们要进行反思。我

建议：要换位思考，师生更平等地对话。减少

学习内容，给学生增加信息收集、筛选、运用

的能力，这将成为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林玮：网课是否能成为趋势，需要看信息

技术的发展情况。目前这种看不到学生的教

学方式，是很难保证教学质量的。它只能是

主流课堂教学的一种补充，不可能成为趋

势。几百年来，课堂教育方式基本没有发生

过质的变化，这被学者称为“教育的惰性”，而

这种“惰性”未来肯定会发生变化。但变化的

趋势绝不是让教师距离学生越来越远，而应

该让情感距离更近。

孩子宅家，父母手足无措
亲子关系如何更和谐

记者：孩子长时间“宅家”，活动范围减

小，学习要求反而提高了。不少家长因此手

足无措，找不到新的亲子方式，对此你们怎么

看？

林玮：“宅家”其实是阅读教育最好介入

的时候——我说的“阅读”不是专指“看书”，

而是所有接受信息的方式，这才是信息时代

的“阅读”。活动范围减小，并不意味着学生

的心理空间也跟着变小了。相反，在一个全

人类都要共同面对的疫情面前，家长正好可

以引导学生的关切方向，让学生建立全球视

野和情怀，还可以引导孩子们多关注社区新

闻，如业主微信群、街道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等，让孩子们有机会建立自己与脚下这片土

地的情感关联。

俞国娣：陪伴是最好的教育。我们的网

课中，指导家长亲子互动的教程占着很大的

份额。建议建立“家庭沙龙”。每天找出一件

热点事件，就这件事简单陈述一下。然后，可

以随意地发表观点。每个人可以发表自己的

观点，要让孩子把藏在心里的话说出来，他的

价值观也就明白了。沙龙的方式可以进阶，

就某个话题，做好自己的表达准备，或说、或

演、或画⋯⋯根据家庭成员的特长来。当然

还可以准备一下环境：客厅稍作整理和布置，

有点仪式感，放一个标志牌话题签；沏一壶茶

等等，都可以增加一点仪式感。

我们当然有钟南山、李兰娟
但更需要年轻人站出来

记者：最近媒体报道了很多尽职尽责、不

畏艰难的抗疫人物故事，中国对疫情的应对

方式也可圈可点。教育界如何利用这一时

机，进行爱国主义、责任和担当教育？

郭简：爱国主义教育不是口号，更多的是

慢慢渗透进灵魂的课程。老师说了什么，听

一时，老师做了什么，听一世。老师们应该让

自己成为能让学生引以为傲的人。家庭层

面，我有几个学生家长是医生，他们报名支援

武汉。对他们的孩子来说，这就是教育。用

自己的选择，告诉孩子，什么是爱国。对于非

医护人员的家庭来说，我很希望家长可以定

期开展家庭亲子研讨会。爱国主义，是要让

孩子感受到，一个孩子爱母亲是一种本能，而

一个人热爱祖国也应该是一种本能。

林玮：我认为，首先我们要爱的“国”，已

经不是那个贫困的饱受欺凌的旧中国了，更

重要的是要彰显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新时代之中国”，这就内在地要求有“四

个自信”。比如在此次疫情中，就要坚定学生

对“战疫必胜”的信心，强调“中国之治”的优

越性，展示国家在抗击疫情的过程中那些积

极有效的社会动员能力和举措。

二是我们要以“奋斗”为爱国的主要形

式。我们要告诉学生，当下的“爱国”就是要努

力学习，每一个人都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

是在爱国。我们当然有钟南山、李兰娟，但我

们更需要年轻人站出来，说这是我的城市，这

是我的国家，我来守护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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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个多月以来，中小学们集体经历了

一个“非常规”的假期。一场疫情引起了学生

学习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家庭亲子关系的

改变。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邀请了杭州市崇文

教育集团总校长俞国娣、杭州市建兰中学老

师郭简、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的老

师林玮，一起来一次“圆桌对话”。三位老师

在最近一个月中非常关注学校和家庭教育的

变化，也曾提笔给学生、家长写长信，在网上

引发好评。

网课成流行 宅家学相处
特殊假期考验家长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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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开学时间一再延期

1 月 18 日中小学正式放

假，本该在 2 月 10 日的开学

时间一再延期，集体性假日

活 动 、校 外 培 训 班 纷 纷 叫

停。2月6日，浙江宣布全省

大中小学，包括幼儿园，2 月

底前不开学。

2、教师“网红”出现

停课不停学，浙江中小

学生 2 月 10 日集体网上开

学。余杭塘栖二中科学课老

师廖小兰，在乡村老家漫山

遍野找信号，最后在山路上

坐着小凳子给学生上完了直

播课。视频在钱江晚报快手

号上点击超过 2000 万，成为

杭州最火“网红教师”。

3、钉钉被打一星“好评”

网课带来直播平台火

爆，“钉钉”APP下载量大增，

成为最大赢家的同时，也因

“上课场景过于真实”被中小

学生吐槽，被集体打一星“好

评”。几天后阿里不得不赶

制了《大家都是我爸爸》的视

频，求放过。

4、“疫”线面孔读后感

征文火爆

全民抗疫伊始，各行各

业就涌现出无数感人故事，

钱江晚报联合杭州 11 所中

小学校长发起“疫”线面孔读

后感征文，几天时间收到上

千篇作文，引爆学生向平凡

的英雄表白的热潮。

本报记者 沈蒙和 整理

这些片段
在2020寒假
留下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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