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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重庆电（记者 韩振）疫情
期间，重庆市南川区大观小学积极响
应区教委的号召，开展了“停课不停
学”活动。但在网络教学中，教师们发
现少数孩子无法上网课。

“我们班有一个孩子不能上网课，
我就每天打电话布置学习任务，可学
习效果还是不怎么好。”学校教师群
里，老师们为班上有孩子不能上网课
发愁。

大观小学是一所乡镇小学，有
1863名学生，其中一些学生家庭贫困，
来自偏远山区。学校掌握了老师反映
的情况后，对全校的学生进行了摸底
排查，发现全校共有6名家庭贫困的孩
子上不了网课。“决不能让一个贫困学
生掉队！”大观小学校长李侃说，学校
随即成立党员志愿者小分队，让孩子

“停课不停学”。
3月8日，志愿者兵分三路，向贫

困学生所住的山村进发。志愿者给孩
子们带去了新书包、新本子、新画笔，
赠送了两个月200G的流量包，还为孩
子们送去了急需的口罩。

第一小分队来到兴隆镇金湖村一
个孩子家里，看到这个孩子同老实憨
厚的父亲和年迈的婆婆一起生活，母
亲早年离家出走后再无音讯。缺乏母
爱的她性格内向，不爱说话。父亲的
老年电话只能接到老师布置的学习任
务，却无法上网课。

李侃见状，立即带着孩子父亲到
兴隆街上购买了一台智能机，充好两
个月的话费，并下载好钉钉、微信等程
序，现场指导孩子和家长如何听课、提
交作业。看着彩色的手机屏幕，少言
寡语的孩子露出了开心的笑容。

3月9日上午10点半，志愿者“知
心姐姐”陈凤走进大观小学六年级四
班的“直播间”，她用亲切的声音问：

“同学们，没有老师的陪伴，你们有没
有坚持早睡早起，养成晨读的好习惯
呢？”一旁的对话框里，同学们踊跃回
答，与她热烈互动。陈凤作为学校的

“知心姐姐”，专门解决孩子在“停课不
停学”中出现的焦虑、烦躁等情绪。

在前期线上教学过程中，部分家
长向老师反映，孩子在家里作息时间
不规律，课余时间不能合理安排，甚至
出现焦虑、烦躁等情绪。

为此，学校专门安排了健康教育
课堂。“每周一的10点半到11点，我都
会上心理健康主题课，让孩子保持乐
观的心态，合理规划假期生活，通过参
加亲子活动和兴趣活动等方式，度过
一个有意义的疫情期。困难是暂时
的，我们一定能挺过去。”陈凤说。

在重庆市，即便在最偏远的山区，
为了不让一个贫困学生掉队，当地教
育、扶贫等部门纷纷行动起来，通过送
教上门、为学生提供学习场所等多种
方式，确保孩子“停课不停学”。

决不让一个贫困孩子掉队
——西部一所农村小学的网课见闻

3月11日，成都市盐道街小学四
年级学生李欣悦的妈妈在检查她数

学课预习情况。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疫情期间如何
让孩子主动学习
由于疫情影响，多省市教育局发

布了推迟开学的通知。最长寒假，线
上教学，这对学生来说完全是一场自
律能力的考验。拥有良好自律能力的
同学，很可能通过这个假期弯道超
越。有的家长担心孩子不能主动学
习，这种担忧不无道理，学习要一步一
稳，更要持之以恒。一旦孩子荒废了
学业，不仅会破坏已形成的学习习惯，
还将耽误知识方面的承接和学习。那
么，如何让孩子在疫情期间静下心来
主动去学习呢？

第 招1
让孩子明白学习的
意义和必要性

学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考取高
分还是为了得到表扬奖励？事实上，
很多孩子只知道要学习，却不知学习
的意义何在，更不清楚学习的必要
性。不可否认，考高分确实是努力学
习的目的之一，却不是最终的意义所
在；得到表扬、奖励是孩子们努力学习
的动力之一，但不应作为学习的前提。

家长要做的，首先是给孩子讲述
学习的意义，培养他们对自己负责的
意识，让孩子明白，学习不仅是为了实
际运用，更有助于开拓视野，使自身更
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和社会；要让孩
子懂得，努力学习不是为了家长和老
师，而是对自己负责、对未来负责的一

种表现。只有以长远眼光看待学习，
理解学习的意义和必要性，孩子才会
更主动去学习。

第 招2
点燃孩子对学习的

浓厚兴趣
除了理解学习的意义和必要性，

孩子的学习兴趣也必不可少。没兴趣
就更别提用心去学了，这样的孩子只
会把学习视为负担和苦难，渴望早日
摆脱。一旦他们远离了家长和老师的
管束，后果将不堪设想。

为此，家长要点燃孩子对学习的
浓厚兴趣，首先，耐心引导孩子说出不
喜欢学习的理由，常见原因包括成绩
不佳、受到老师的批评、学习方法不恰
当等；其次，针对具体原因，家长要对
孩子展开相应的指导和教育，例如一
起分析错题、反思经验、调整学习方法
等；最后，在孩子完成作业之余，家长
不妨增加一些有趣的学习内容和形
式，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兴趣是最
好的老师，浓厚的兴趣将促使孩子更
主动、更积极地去学习。

第 招3
启发孩子的

求知欲和好奇心
为什么天空不是绿色的？为什么

太阳从西边落下？为什么飞机可以上
天？面对孩子的“十万个为什么”和刨
根问底，不少家长直呼太难了。

其实，对事物的质疑和好奇心，正
是孩子想要探索求知的表现。如果家
长认真对待并善加利用，何尝不是让
孩子主动学习的好方法，引导孩子观
察身边的人和事，即使一草一花也能
激起孩子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认真倾
听孩子的想法和提问，不要急着回答，
培养孩子自行寻找答案的能力，也避
免给孩子带来误导。利用假期，家长
可以带孩子参观博物馆、植物园等，实
地体会书本中对动物、植物、环境的描
写。对已学知识不想当然，对未知的
世界保持好奇，孩子便会在不经意间
变得主动。

第 招4
为孩子创造学习的

氛围和环境
董卿曾说：“你想要孩子成为什么

样的人，你首先得做到这样。”如果想
让孩子主动学习，父母首先得从自身
做起，做到以身作则。

为此，家长不仅要为孩子提供物
质条件，更要重视对孩子的言传身教，
不要忽略自身行为对孩子的影响，切
忌“说一套做一套”，应给孩子起到好
的带头作用；闲暇之余多看书读报，父
母爱学习，孩子也会在潜移默化下养

成主动学习的上进意识；如发现孩子
写作业时三心二意，应帮他们排除干
扰因素，如清理桌面杂物、搬移玩具
等；不妨设立周末读书交流会，既鼓励
孩子自主阅读，又能培养他们的独立
思考、复述表达的能力。家长的以身
作则，将促使孩子从“被动”到“跟随”
再到“主动”。

第 招5
帮助孩子养成良好的

学习习惯
家长需教会孩子学习方法，帮助

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常言道，
用对方法就能事半功倍，用错方法则
将事与愿违。有时候，孩子对学习不
积极，原因在于他们的方法收效甚微、
他们的习惯拖了后腿。不论孩子是否
出现此类问题，家长都应做好方法与
习惯的教育，教孩子完成作业的正确
顺序，即“先回顾课本内容，再合上书
闭卷做题”；教孩子上课听讲的正确顺
序，即“先预习找出疑点难点，课堂上
再着重听讲抄记”；让孩子养成合理安
排时间的习惯，从制定学习安排表开
始，让他们学会规划时间；让孩子做到
每日阅读，让他们养成积累词句、仿写
应用的好习惯。

■ 野 草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施雨岑）
针对基础教育阶段促进教育公平、提
升教育质量的现实需求，教育部3月
16日就进一步加强“专递课堂”“名师
课堂”和“名校网络课堂”应用发布指
导意见，提出到 2022 年要全面实现

“三个课堂”在广大中小学校的常态化
按需应用。

指导意见提出，到2022年，全面
实现“三个课堂”在广大中小学校的常
态化按需应用，建立健全利用信息化
手段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的有效
机制，开不齐开不足开不好课的问题

得到根本改变，课堂教学质量显著提
高，教师教学能力和信息素养持续优
化，学校办学水平普遍提升，区域、城
乡、校际差距有效弥合，推动实现教育
优质均衡发展。

指导意见要求，把教师在“三个课
堂”中承担的教学和教研任务纳入工
作量计算，并在绩效考核、评先评优、
职称晋升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建立
多方参与机制，积极引导行业企业、高
等学校、科研院所、公益机构、志愿者
团体等社会力量参与，构建共建共用、
共享共赢的“三个课堂”应用生态。

到2022年全面实现“三个课堂”
在中小学校常态化按需应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