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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故事

慧成长
周
刊

成长感悟

在网络数据前
我悄悄走近你

一位家长陪伴一年级女儿上网课的心路历程——

心中有爱 哪里都是课堂

网课筹备之初，学校给孩子制定了科
学的学习锻炼计划，班级群里推送了零点
体育视频、视保操、手指操，孩子按时在班
级群里打卡，老师认真负责地批改作业，随
时与家长交流孩子学习情况，帮助孩子改
正错误。记得有一次，因为我的“不留神”
批改作业时出现了小错误，全部打的对钩，
作业提交后仍然被老师的“火眼金睛”盯了
出来，看到老师比我们这些当父母的还上
心，真是惭愧不已。

上网课期间，通过学校、老师以及我们
的共同努力，孩子养成了自律习惯，依旧像
到校上课一样，每天定时定点起床，打卡体
育、唤醒身体，收拾书桌、清理物品，给自己
制定课后学习计划表，自主安排好自己的
课余时间，按时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女儿
每天自己抽出 20分钟时间阅读。看着女
儿从刚开始学习10以内的加减法、看不懂
钟表、写句子吃劲，到现在熟练计算 20以
内的加减法、认读钟表、会写小作文，从“老
师要求”“家长督促”变为“自己主动”，严格

“他律”是孩子今后的必胜密码，我们家长
满满的自豪。

星光不问赶路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线上学习让老师、家长、孩子隔屏守望，但
隔屏不隔爱，老师、家长之间双向奔赴，孩
子们居家网课注定意义非凡。

没有一个寒冬不会过去，没有一个暖春
不会到来。梦想已经起航，孩子们，加油！

从“他律”到“自律”
收获的不仅仅是知识C

那年你初三，新冠疫情来势汹汹。我徘徊于你的卧室门
外，不敢敲门，不敢询问，焦虑中迎来了你的中考。看着你错
过名校，错过曾经的理想，来到了我的身边，我的学校。

本以为我和你在同一方天地里用功、努力，能督促你
一心向学，我心里充满了希望与干劲。可谁知，距离高三
170多天时，疫情又一次打破了安稳的美梦，我又一次站在
了网络数据前，眺望关在卧室门内学习的你。

我该怎么办？内心有一种叫侥幸的东西在叫嚣：你大
了，接近18岁了！15岁的无知早已远去。但现实的一无所
知却又让我再一次徘徊在焦虑中：你在干什么？听课了
吗？玩游戏还是在睡觉？作业做了吗？网课听懂了吗？
一个又一个的疑问，在我的脑中盘旋。我该坐等你又一个
未知的高考结果吗？

也许，冥冥中这个难题有了指引，前几天的班主任交
流会让我听到了五花八门的在网络上和学生斗智斗勇的
技巧。我的思维似乎打开了一扇天窗：我是不是也可以和
你在网络中交流？是不是可以借助网络了解你的世界？

于是，我联系了班主任，了解你在班主任那里的各种
网络数据：上课时间多长？回答问题的次数有多少？作业
按时交了吗？正确率有多少？看着一个个数据，我焦虑的
心慢慢得到缓解。这些网络数据，让我更好地了解到你这
段时间的学习状态，感受到你这个阶段的困惑,看到老师对
你有针对性开展的各项指导工作。我感觉到，高三的你和
初三的你已经有很大的不同。三年时间，成长的不止是你
的身体！我是不是该放手让你自己拼搏？

但我真的想为你做点什么，还不想引起你的反感，不
想让你生着气说：“妈，你不要只给其他人当善解人意的好
老师，然后在我这里一直制造焦虑。高三了，我也压力很
大，我也是一个普通学生”。于是我使用了“迂回助学法”，
我整合网络资源，做成语文教学课件，发给你的语文老师，
期望能在老师备课时有所参考，也算是于你有益，为你做
了点有用的事。

知道你爱看抖音等短视频，于是，碰上班级要开励志
班会，我便趁机找找有益的小视频，再偷偷地发给你，期望
你在翻阅微信之余，能看看读读。如果这样的心灵鸡汤能
带给你一点触动，让你的网课上得更坚定，更有劲一些，我
的心也会更安稳一些。

我不想给你制造焦虑，但我也不想什么都不做自己焦
虑着。面对不知时限的网课，我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提
供你想吃的食物，创造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除此之外，我
只能以婉转的方式了解网中的你，站在网络世界的一个个
数据前，悄悄走近你，然后细细分析你的得失，默默给你关
怀，为你写下一篇文章。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作为被疫情影响，几经网课的
一代高中生中的一员，我期望你能经得起磨炼，能在这个
不同于几年前的高考备考中，收获属于你的成功！

（宝塔区第四中学教师 薛小琴）

“唉，又要网课了……”同事的
一句叹息，道出了多少人的心声。
是的，疫情让我们再次回到令老师、
学生、家长都“头疼”的网课。如何
上好网课，成了师生、家长共同关注
的话题。作为一名老师，这段时间
我结合实践，对网课课堂环节加以
调整、优化，发现效果甚好。故与大
家分享。

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为
压实前一天的网课知识，同时能够
督促学生及时进入课堂。每节课
前，我都进行口诀式签到。口诀式
签到顾名思义，就是将前一天较为
重要的内容概括为一句“口诀”，如

“奇变偶不变，符号看象限”“单增函
数，大对大”“对称轴处取最值”等，
然后结合“小飞侠”随机抽取部分学
生对核心知识、典题进行回顾，极大
地激发了学生网课的积极性。有学
生评价：“老师的随机抽取，既好用，
又好玩。咱们班学生网课的注意力
更集中了。”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对于正在
上网课的学生，课堂兴趣更为关
键。新课的引出，我采用激发式导
引。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为
了让每次新知导引能够出彩出新，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新知的探
索欲，我充分利用网络和手头现有
的资源，将每一节课的新知通过新
奇的图片、幽默的故事或精致的视
频等形式进行趣味引导，如通过图
片观察能否确定小马过河引导学生
生成零点存在性定理、监控检索电
动车引导学生理解二分法求近似解
的过程。学生课后反馈：每一次都
盼望老师智慧的新课导引。看来他
们真心喜欢。

课堂互动是形成师生共鸣的重
要手段。通过对作业的“巧”批，充
分掌握学情，瞄准学生的就近发展
区，对症下药、循序渐进、生成核心
知识，精选典型例题，通过对典题的
认真刨析、深入挖掘，努力达到会一
题知一类的效果。为了压实本节课
知识，激发屏幕前学生的积极性，将
提问弹屏、语音连线、视频对答、答题
卡答题、投票统计等多种互动方式，
不定时、随机与学生互动，启发引导、

激励表扬、智慧鼓舞，带动人人参与
课堂，培养学生自信心。学生说：“虽
然隔着屏幕距离远，但互动更活了，
课堂效率并不比线下差。”

总结提炼是学生提高课堂时效
的必备能力。我采用全员式小结。
每节课堂最后的五分钟，我会组织
全体同学进行全员总结并提炼本节
课的核心知识，一是为了压实本节
网课的内容，二是培养学生理性提
炼的思维，三是督促全体同学积极
展示，提升自己。随后，我会邀请部
分同学连线展示，其他同学在课堂
群内群体展示分享自己的提炼结
果。这样的小结，既提高了学生学
习的时效性，更是对本节课有了完
美的收官。

网课期间，我多管齐下，努力
“变”活课堂，很好地吸引了学生课
堂的注意力，提升了课堂效率。我
认为信息化时代，网课一定会越来
越多的被应用，我们不仅要适应它，
更应该将网课上出时效，甚至高
效。而网课高效化的推进，还需要
我们全体教育人共同思考、实践、探
索。我坚信：“只要思想不滑坡，办
法总比困难多。”

（宝塔区第四中学教师 石文）

再一次回到我的小窝，拿起织网的机梭，在人生第一
个关键路口，我织着梦的形状，它在阳光下随雾起，迎着
晨曦，愈发明晰。

——题记

随着疫情形势蔓延，我又一次投入到网课学习之中。
网课，对我们这一届来说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

三年前的初三便是在网课中走过，然后让自己在中考时
摔了个大跟头，只能积蓄力量，待三年后勃发。这次的网
课，更多的是警醒。有别于三年前，我有了自己的学习计
划，执行力有了显著提升，这让我每一天都过得分外充实
和满足，也让我有一丝自豪感——我想，我是长大了。

我拿着机梭，乐此不疲地织着梦的形状。在家，到底
是温馨舒适许多，但照常的课时安排和作业量无不提醒
着我——你是一个高三学生。是啊，我是一个即将踏上
战场的士兵，连兵器都拿不牢，谈何立功留名呢？我认真
审视着自己，审视着梦想，刹那间，梦想从抽象走向具
象。梦的形状越来越清晰，还带着一抹撕裂苍穹的光亮，
迷茫、不安、浮躁的心被光抚摸着，渐渐沉稳。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在家已经待了一月之久，我再次
审视，审视过去的这些日子，眼底生出笑意——每一天都
认真高效完成的作业，书桌边已垒起的一小摞试题，书架
上被翻出痕迹的三四本书，资料上勾勾画画的墨迹，读了
反复又读的诗歌，每天都在听的TED演讲，每天坚持的英
语口语练习，引人深思的纪录片和电影，写了很久的小说
和歌曲……最让我开心的不是我在学习上知识的累积
量，而是我在学习的同时没有抛下热爱，没有成为一台学
习机器。讲实话，我从来不觉得，高三是一望无际的题
海，是苦苦挣扎的分数，是激烈的竞争和精神内耗，是沉
闷的心情和时常的焦虑……相反，我眼里的高三是伙伴
们的欢声笑语，是白桦树在晨曦中泛着的银光，是可以做
成书签的秋叶，是一次次进步的欣喜雀跃，是在尝尽酸苦
后终将觅到的甜。

这段织梦的日子，将青春的意义彰显得如此明晰。
我始终坚信，在充实中度过的每一个日升月落，终将促就
已蓄势的种子在春日破土而出，风一吹，绿意绵延，生机
盎然。
（宝塔区第四中学高三27班 艾宇萌 指导老师 郭巧峰）

成长助力 我这样“变”活网上课堂

网课是一段织梦岁月

12月，奥密克戎病毒的快速传播，让原本在校园快乐学习的幼苗们转为居家线上学习，学

习方式的转变给家长、孩子都带来了挑战。这些天，孩子已经完全适应并成功培养了自主学

习、自我管理的能力，作为一名一年级学生家长，我想说说我和孩子上网课的故事。

● 新区第一小学一年级二班刘芯妤同学居家网课的日常

害怕孩子学不好，害怕孩子
不自律，害怕自己弄不了，这是我
看到班级群里通知居家上网课时
的第一反应。当晚，我和孩子的
爸爸就陷入了焦虑：孩子刚进入
一年级3个多月，便开始上网课，
能不能学到知识？会不会落下很
多课？上网课咋样弄？家长是否
一直要在旁边？孩子会不会随时
被桌上的一个标签、家长的一声
脚步打扰……这些疑问反复在我
脑海里萦绕。然而，我们的担心、
忧虑都是多余的。

网课第一天，嗯，进入课堂很
便捷，老师们准备很充分，并且详
细告知了上网课的注意事项，教
孩子怎样进行课堂互动、举手发
言；网课第二天，呀，女儿勇敢地
举了手，老师们讲得很详细，课堂
内容很丰富，孩子时刻紧跟老师
的教学节奏；网课第三天，哇，女
儿已经完全适应，课前还与班里
的小朋友们互动，叽叽喳喳一起
交流。从“害怕”到“能行”，家长
其实需要跨越的是自己心里的那
道坎儿。

从“害怕”到“能行”
跨过心里的坎儿A

不得不说，这几个周的网课孩子学
到了知识，父母参与了成长，家庭见证了
喜悦。女儿上小学后，我有种神兽归笼、
交给学校的想法，但是最近和孩子一起
学习、一起做手工、完成科学实验，深深
地感受到，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学校、老
师的教育和传授，更需要的是家长的陪
伴和引导，网课不仅拓宽了学习新渠道，
也为家长补上了亲子课。

“爸爸，这道题我也会”“妈妈，这个
字你教过我”“没想到，倒满米的瓶子真
的被筷子提起来了”“红旗指到了东北方
向，风可不是东北风”，这些孩子充满惊
喜的话语每一天都在感染着我们。通过
参与，我才知道原来课堂可以这么活跃、
有氛围。数学课前，董艳梅老师总是积
极鼓励孩子们大胆表现自己，唱歌活跃
气氛，不善歌唱的女儿竟然也会自己编
歌唱给大家听。课堂上，抽查回答问题
按学号、小火车接龙、单数、双数等等方
式，每一个孩子都会被点到。语文课上，
徐小倩老师用共享屏幕点读的方式，激
发孩子们的兴趣，有时候分角色朗读，老
师一句学生一句更是妙趣横生。

网课使家长和老师的关系变得密切
了，课堂进家庭，家长也当学生，我和女
儿一起“成长”。

从“学校”到“家庭”
教育要每一个人参与B

■ 文/胡宗霞

成长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