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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梅

在线投票做题、自制触控笔、飞花令签到

……随着线上教学、居家学习的推进，松江各校

教师脑洞大开，想出了不少“小妙招”，为“云上”

教学提供了便利、增添了乐趣。

三“有”妙招高效互动
相较于线下教学，课堂互动在线上教学中显得

有些局促。如何拓展线上课堂的渠道和空间，让学

生积极有效参与，保证最佳学习效果？经过一段时

间的尝试，上经贸大附校数学教研组的教师们归纳

出了高效互动的三个“有”，即课堂环节“有五需”、

课堂实测“有妙招”、课堂点评“有展示”。

“虽然学生和老师在线上见面，但常规课堂

该有的规范在线上教学中不打折扣，甚至还新增

了一些适用于线上教学的环节。”上经贸大附校

数学教研组组长计九峰说，这段时间以来，老师

们在腾讯课堂上严格按照“互动要求需规范”“课

前准备需提醒”“新课知识点需回顾”“课堂实练

需进行”“评价点评需及时”五个维度来开展教学

互动。

线上教学，盯着电脑屏幕批作业让大多数教

师感到头痛。为了快速了解学生对课堂所学知

识点的掌握情况，上经贸大附校的数学教师们将

题目设计成选择题，让孩子们通过选项投票的方

式进行课堂实练，学情掌握既快又准，答疑解难

也变得精准高效。

“课堂教学反馈形式多样化。”计九峰介绍，

线上教学期间，课堂点评不仅有针对学生作业情

况的答疑讲解，教师们还围绕教学目标，设计了

既与生活息息相关、又蕴含数学知识的实践活

动，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通过动手实践、视频面

对面展示即时互评，提升学习动力。

自制触控笔解难题
老师们坦言，尽管不是头一次开展线上教

学，困难还是不少，其中最大的困难就是批改作

业。由于部分学生作业拍摄不清晰，批改页面视

野小，老师批改标记就显得十分不便。“尤其是批

改作文，几十篇作文看完，整个人都不好了。”一

位语文教师甚至用“苦不堪言”来描述。

线上教学初期，为了减轻批改作业的痛苦，

许多教师纷纷下单购买平板电脑、触控笔等设

备。但由于疫情等原因，商家发货时间不确定、

快递不送货。面对困难，上师大附外小教师韦姗

姗利用厨房锡纸、棉签、粗细合适的笔等手边材

料自制成触控笔，有效缓解了批作业的困难。“材

料易得，方法也很简单。”韦姗姗介绍，将棉签用

力掰断，塞进笔杆里，再用锡纸包住整个笔杆，露

出棉签头，将锡纸捏紧即可。

飞花令签到趣味多
线上教学，学生们少不得要在课堂直播群签

到，大多数课堂采用数字签到。方塔小学语文教

师王慧敏的课堂上，签到不走寻常路。

“孩子们，昨天下了一整天的雨，今天我们试

着用‘飞花令’在群里进行接龙签到，每人说出一

个含有‘雨’字的成语，尽量不重复。回复方式

为：成语+自己学号。”指令发出后不一会儿，班级

群就热闹了起来，“汗如雨下”“风调雨顺”“旧雨

新知”……成语越说越多，又不能重复怎么办？

部分学生开始翻阅字典、查找资料。“老师，这个

签到特别有意思，明天咱们还这样签到好不好？”

“有趣好玩，还能积累知识。”签到结束，学生们还

意犹未尽。

本报讯（记者 王梅） 4 月 11 日，九亭中

学“照见心灵，守护健康”校园心理健康月启

动。疫情之下，学校推出了九宫格日记、能量

手册、解忧小屋等线上活动，为学生居家学习

赋能。

对应职业、心情、兴趣爱好、今日目标、运

动项目、娱乐休闲、送自己一句话、今日感悟、

日期，活动上线后，宅家学习的孩子们纷纷按

照模板记起了九宫格日记。“‘九宫格日记’类

似于朋友圈的打卡，形式贴近生活，内容励志

向上，有助于启发学生找回对时间的掌控感，

专注当下，认真过好每一天。”九亭中学心理教

师章盼雯介绍，九个格子对应着不同的内容，

可以循环使用，每天只需要改动内容即可。

尝试记录了两天后，七（7）班学生张之韵

感觉特别棒，她说：“比起普通的日记，‘九宫格

日记’特别方便，更重要的是，清晰的模板能让

我对自己一天的学习生活做到心里有数，每天

对照盘点，也能激励自己向着目标前进。”七

（11）班学生杨晨也表示，通过“九宫格日记”可

以便捷地表达内心想法，记录美好瞬间，焦虑

不安的情绪也得以释放。

“把快乐储存起来，记录下自己调整情绪

与应对困难的成功经验，还可以和同学们相互

交流和分享。”九亭中学副校长周婷婷介绍，与

九宫格日记类似，心理教师们还准备了“能量

手册”，一张A4纸、一枝中性笔、一支彩笔、一本

手账贴纸，简单几样材料就能制作完成。

针对宅家学习期间产生的心理困惑，学校

还特别开设了“解忧小屋”，邀请学生担任心灵

小助手，通过信件、绘画、微视频等给予求助同

学相应的帮助。目前七、八年级共有 53名“心

灵小助手”上岗。

本报讯（记者 王梅） 疫情之下，医务

工作者和社区工作者挺身而出。在九亭五

小，一场针对抗疫家庭的“临时爸妈送教上

门”活动温暖了孩子们。

“我的妈妈是一名医务工作者，我已经

很久没见到她了。”二年级学生朱钰萱说，

妈妈不在的这段日子，“临时妈妈”鲁欢欢

老师经常跟她聊天，关心她的学习，让她感

到特别温暖。前两天，她还在“临时妈妈”

的指导下画了一幅画，画作的主人公是自

己的妈妈。“我特地在妈妈的口罩上写了

‘上海加油’四个字，背景画了向日葵，希望

疫情早日散去，我就能见到我的妈妈了。”

朱钰萱说。

姜雪梅老师班级里有 3名学生的父母

奋战在抗疫一线。“作为班主任，我熟悉孩

子们的情况，当起‘临时妈妈’更加得心应

手。”姜雪梅说，孩子们的父母不在家，吃

饭、睡觉等日常生活问题通常由家中老人

照顾，最大的问题就是学习，因此她将重点

放在了学习指导上。线上对接交流下来，

孩子们都反映对最近语文学习中的“借助

关键句概括段意”不太明白，姜雪梅便精选

了 3篇文章，有针对性地组织 3个孩子再次

进行线上学习指导。

与姜雪梅类似，鲁昊卿老师也为结对

关爱对象潘嘉瑞同学设计了个性化辅导题

目。“从作业反馈来看，几倍多、几倍少的应

用题出错率比较高，我就把应用题改成了

选择题，题目设计和当下的疫情背景相结

合，一则让嘉瑞掌握知识点，二则也能让他

感受到抗疫工作的艰辛，更加理解自己的父母。”鲁昊卿说。

九亭五小党支部书记戚凤表示，疫情之下，没有局外人，

学校希望通过组建志愿服务队，以送教上门、视频互动、微信

问候等形式，替“疫”线家长关心关爱宅家生活的孩子，尽力帮

助他们消除后顾之忧。

名师课堂

本报讯（记者 王梅）“好想念学校每周的

社团课呀！”“你知道吗？我们的社团课搬到线

上啦，还能赢徽章，赶快报名啊！”最近，华政附

校学生们心心念念的社团课回归了。每天午间

时分，各具特色的云社团准时上线，师生们的欢

声笑语在“云教室”飘荡。

在孙菁菁老师带领的“折学社”云社团中，学

生们用简单的纸质材料制作“战疫英雄感恩卡”。

“利用视频、步骤图等讲解制作步骤，折叠、裁剪、

粘贴、组合，每一个步骤都特别细致。”孙菁菁说，

感恩卡制作好后，孩子们还化身“小小爱心传递

员”，趁着下楼做核酸的机会向奋战在一线的防疫

工作者表达感恩、送去祝福。社团成员张憬萱说：

“希望小小的卡片可以让叔叔阿姨们感到温暖。”

小区封控管理，内心焦虑怎么办？耿幸丽

老师牵头开设了“做好心准备，守护心健康”云

社团，重点聚焦孩子们居家期间的心理困惑，以

心理茶话会的方式帮助学生们在你言我语中寻

找经验、获得启迪。

“突如其来的疫情绊住了孩子们踏入校园

的脚步，却阻挡不了孩子们参加社团活动的热

情。”华政附校副校长陈翔介绍，比起线下校园

社团，云社团辐射范围更广，内容也更丰富。社

团教师还为孩子们设计了精美的社团徽章。

本报讯（记者 王梅）“‘大白’能搞定它！”“去

这里，乘着你的火箭。”携手战疫的4月，一群萌趣

可爱的手绘“大白”从东华附校师生们的笔下蹦跶

了出来，插上想象的翅膀，漫画中的他们在松江各

热门景点“打卡”，为战胜疫情加油助威。

在学校美术教师王飞宇的笔下，一个个表

情各异的“大白”现身广富林文化遗址、上海方

塔园、G60科创云廊、泰晤士小镇、佘山等地，有

的手持测温仪，有的身背消杀设备，有的在核酸

采样，图中配上“攻无不克、战无不胜”“有你们

在，就安心”“山明水秀，花开疫散”“松江加油”

“上海加油”等文字，令人感动，又振奋人心。

王飞宇介绍，疫情管控期间，为了更好地开

展美术课线上教学，他带领孩子们以艺战疫，以

“大白的故事”为素材创作漫画，通过幽默夸张的

手法，将乐于奉献、勇敢无畏的“大白”和松江特

色元素相结合，除了融入松江市民熟知的景点，

还选取了疫情背景下的热点话题元素。

四（5）班学生周怡君笔下的“大白”很忙碌，

骑着青菜“嗖嗖”地飞。她说：“‘大白’身骑青菜，

就像坐着火箭，日夜奔走为千家万户送去新鲜蔬

菜。”六（5）班学生郑心怡说，虽然自己无法像医

护人员一样冲锋在前，但她喜欢画漫画，可以用

画笔为抗疫加油。“病毒别来，我有‘大白’。”六

（6）班学生付卓灵认为，疫情当前，没有旁观者，

抗击疫情需要大家同行。这段时间，她和家人足

不出户，居家学习的同时也收获了不少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采访时，身为青年党员教

师的王飞宇已经从线上转到线下担任志愿者，

和孩子们笔下的“大白”们一样，奋战在抗疫第

一线。“疫情之下，没有旁观者，教书先生也能

上‘战场’。”王飞宇说。

有一位困惑的妈妈对我说：“儿子刚上一年级，他极其在

乎老师对他的评价，老师一句表扬能让他兴奋好几天，一句批

评能让他情绪低落好几天。他的成绩中等，在班里是一个极

其普通的学生，老师怎么可能每天都表扬他呢？”

我对这位妈妈说：“因为若以成绩为标准，孩子就会认为，

只有自己成绩好了，才是优秀的、成功的，否则就是无能的失

败者。而老师的表扬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成功者，所以孩子会

特别看重。”

“对孩子说成绩不重要是没有用的，因为他感受不到，也

无法理解。您目前要做的就是给孩子另外开辟一块‘自留地

’。也就是说，帮助孩子找到自己擅长做的事情，让他在做这

些事情的时候进一步了解自己，找到自信和成就感。孩子把

一部分注意力从成绩转移到了自己的‘自留地’，就不会太在

意他人的评价了。”

孩子有了“自留地”，就有了释放负面情绪的出口，不太容

易因为竞争太激烈、压力过大而产生心理问题，就始终有积极

阳光的心态。孩子在“自留地”里耕耘，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

的时候，会逐渐形成正确成熟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学会包容和

共情，远离偏执和狭隘。

记得多年前认识了一位普通高中的男生。他成绩不理

想，但酷爱画画和悠悠球，即使到了高三仍然没有“收心”的迹

象。大多数父母遇到这样的情况都会焦虑不堪,但这个男生

的母亲却始终支持他的“不务正业”。

这名母亲是一名普通的保洁员，却舍得给儿子买一千多

元一个的悠悠球，而且还买了十多个。男生的悠悠球确实玩

得很不错，还参加了全国和东亚地区的各种比赛。比赛需要

花时间、精力和金钱，而且对提高学习成绩没有一点好处，但

他母亲还是全力支持他。每个双休日，他都会去各个品牌悠

悠球专卖店门口表演，即使到了高三也不放弃，他母亲也是极

力支持他。

也许这名男生在学校里很少会因为成绩获得表扬，但并

不影响他保持良好的情绪。他积极阳光、待人礼貌、充满自

信，做事极有分寸，绝不会因为自己学习成绩不理想而自卑消

极。我真的很欣赏他对生活的良好态度。

他喜爱画画，从小一直坚持到高三，所以画得很不错，高

中毕业后考上了武汉一所艺术大学。后来听说他在大学里学

习努力，专业成绩优秀。由于具备很强的处理问题能力和极

好的情商，被选为学生会主席，做得非常出色。大二那年，他

作为交换生，去北欧的一所艺术大学学习一年，增长了很多见

识，也拓宽了眼界。

我想，这样一个正能量的孩子，以后的工作和生活绝不会

差，必然会收获充实和幸福。

他的妈妈虽然学历不高，却明白这样一个真理：每个孩子

都是不同的，不具备可比性，孩子只要有一块“自留地”，终有

一天会有所收获，父母只需耐心等待。

很多父母在孩子很小的时候都愿意帮助他找到一块“自

留地”，但随着孩子的课业压力越来越大，父母也越来越焦虑，

如有不满意，就发泄到这块“自留地”上，于是不再允许孩子进

入“自留地”。孩子没有了“自留地”，一旦孤独、焦虑、困惑、自

卑，便会无处安放，于是就产生了各种内耗和心理问题。

很多父母会发现，孩子没有了“自留地”，对于提高成绩没

有丝毫作用，反而阻碍了成绩提高，但由于强大的“惯性”，大

多数父母还是愿意维持这样的不佳状态。

全能教师出妙招 线上教学趣味多

家有儿女

手绘“大白”以艺战疫
松江师生用画笔为战疫加油

阳光驿站

午间“云”时光惊喜不断

华政附校云社团上线

为学生居家学习赋能

九亭中学启动校园心理健康月

给孩子开辟一块“自留地”
□沈苇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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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华附校师生笔下的战疫漫画。 学校供图

学生跟着云社团绘制的感恩卡。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