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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授课直播授课““绝招绝招””频现频现
新冠肺炎疫情延迟了开学的脚步。对教师而言，“停课不停学”最大的挑战是学生的学习环

境从学校转移到家庭，教学方式从现实的班级教学转变为虚拟的网上教学，这无疑是对教师现代

教育技术应用能力最直接最现实的检验。

如何让学生接受网上教学，一起看看九江老师的“绝招”。

统筹/见习记者沈芝强

文/见习记者 沈芝强李宇强

“同学们，下节课想听什

么 课 前 音 乐 ？ 可 以 跟 我 点

歌。”每次网课结束后，黄铭

皓都喜欢跟学生互动，及时

了解学生需求，拉近与学生的

距离。

“一节 30 分钟的网课，备

课可能要耗费四五个小时。”

黄铭皓说，为让学生上网课更

集中精神，他需要将每一个知

识点、每一道题目、每一个答

案都放到PPT上，并剪辑好各

种视频、音频、动画文件。“充

分的备课只是一个前提，对课

堂的把控以及对课后作业的

跟踪都至关重要。”黄铭皓说，

经过一个多月上网课，他边实

践、边调整，已逐步解决了“课

堂互动”、“作业跟踪”等网课

难题。

30分钟网课需要数小时准备
●姓名：黄铭皓 ●学校：儒林中学

线上教学是一项全新的挑

战，当三尺讲台变成网络平台，

谭杏芳教学方式也随之改变。

“每天，我都会早起静静坐在电

脑前等候晨读的孩子。”谭杏芳

说，为了更好地网上授课，她还

积极学习线上教学技能，反复

研读教材，精心制作课件、视

频，整合各种微课资源来设计

教学过程。

“我从孩子熟悉的人和事

着手，讲孩子们爱听、听得懂的

话，力求让孩子们易懂、乐学。”

谭杏芳慢慢摸索出一套经验，

另外，她还注重家校教育的合

力，积极引导家长既要指导孩

子们完成听、说、读、写、背、练

的任务，又要当好孩子的学习

伙伴，一起交流、讨论、总结。

“小明同学这次作业写得

很好。”在微信群上，谭杏芳认

真批改每个学生的作业，寻找

每个孩子的闪光点，及时点赞，

并评出优秀作业反馈到微信群

上表扬，从而形成“你追我赶”

的学习氛围。

讲孩子喜欢听的话
●姓名：谭杏芳 ●学校：石江小学

从最初的不知道怎么去干，

到后来的课前故事分享，再到如

今的课堂学生才艺展示……这

都记录着邓爱凤在网课直播课堂

的努力。

一节课的好坏，主要是看课

堂中师生互动是否精彩。“在大多

数的学生眼里，网课是古板的，像

听报告似的。”邓爱凤说，她为了

改变这一印象，从备课入手，多从

孩子们喜欢上课的方式进行备

课，尽量设计多种互动的活动：如

小检测、问答、竞赛或才艺展示，

在课堂上，让他们体会到上语文

课的轻松和快乐。

“每听到孩子们说，我喜欢

上邓老师的语文课，我都会曾添

一份新的动力。”邓爱凤有点害羞

地说，只要孩子们喜欢的课堂，她

都会尽最大努力为他们打造。

设计多种互动环节
●姓名：邓爱凤 ●学校：石江小学

“当一个学生喜欢的主播，

让学生对网络学习有期待”成为

陈淑君的信念，在她的印象中，

“主播”应该是她无法驾驭的一

种角色，可是，经过这段时间的

搜索，让她成功成为一名合格的

“主播”。

“网课的另一边，你不知道

学生在干嘛。”陈淑君说，为了

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她还与学

生一起分享喜欢的歌曲和讲故

事。“有趣的课堂，学生才喜欢

听。”

此外，在陈淑君的课堂上，

她还经常引用学生平时积累的

有趣句子，以此吸引学生的注

意力，让学生精神更集中。“当

大家都在同一水平上时，学生

就很容易接受这样的上课模

式。”陈淑君说，有时候她也着

魔，下课后还想着学生说的话，

无意间让她开心了一整天。

向学生分享有趣的句子
●姓名：陈淑君 ●学校：上东小学

曾莹在九江镇初级中学任教

27年，本来在2020年就要退休的

她，却依然挑起了初一（5）班班主

任一职，作为学校最年长的班主

任，她做梦也没想到要当“网红”。

在退休的年纪里，她调动智慧，学

习腾讯课堂、问卷星等多种平台

的使用，如同一块海绵孜孜不倦

地汲取着相关知识。

作为班主任的她工作量巨

大，防疫期间更不时有紧急任务，

再加上家长群、学生群、学校工作

群需要回复的信息和问题。“几乎

除了一日三餐的时间外，其他都

得‘奋斗’在手机和电脑面前。”曾

莹说，但毕竟年级大，在新科技方

面接收有点慢，她只能慢慢摸索，

作业有时候改到深夜。

此外，为了更好地掌握网上

直播方法。她还特意回校找到科

组里年轻的教师请教，通过不懈

的努力，她慢慢掌握了基本的课

堂操作方法，不上网课时，她还回

到学校呆在年轻教师身边，询问

APP的操作技巧，在聆听的同时

还一边操作，不时提出疑问。“有时

候上课噪音大，不会处理，真的很

着急。”曾莹说，幸好家长和学生都

比较理解。

“不管压力多大，遇上了就要

承担，这是一个老师义不容辞的

责任和担当。”曾莹说，为人师

表，更要树立“活到老，学到老”

样板。

深夜批改作业
●姓名：曾莹 ●学校：九江镇初级中学

自放假开始，党员教师黎淑

枝就没有闲过，很多同学有不理

解的题目都会找她解答，她也乐

意为学生解答，受到很多家长的

好评和赞扬。

黎淑枝作为第一批网络课

的主播老师，她每天除了辅导学

生外，还要抽时间备课、网上磨

课、修改课件、再次磨课……每

节课都提前三四天准备，一次不

理想再来一次，“教书三十余年，

仿佛又回到刚开始工作时那样，

你们别不好意思，有什么问题就

直接提，我及时修改！”黎淑枝每

次磨课后就马上线上开会讨论，

传授她的经验。

她作为备课组长，除了安排

好每个备课成员的任务，参与备

课磨课，还想尽方法使课堂内容

精彩丰富、样式多彩，特别是到

复习课时，让学生在小游戏中练

习巩固加强知识。这得益于她

不间断与学生沟通交流，“我每

天都和学生聊天，及时了解同学

们的基本情况。”黎淑枝说，这个

假期，她一点都没有浪费，全都

用在涨知识上：一方面让同学们

的知识打牢固了，另一方面，她

的电脑软件使用技能也提升了

好几个层次。

让学生在小游戏中强化知识
●姓名：黎淑枝 ●学校：九江镇初级中学

冯善文是初三毕业班老师，

得知要开启网上授课后，她就着

手相关授课软件的学习，摸索着

如何上课，“第一批听课的不是学

生不是同事，而是我的爱人、孩

子。”冯善文不好意思地说，为了

上课内容更精彩，就这样家人不知

道被她“无辜”上了多少节数学课。

担心课堂不够精彩，学生瞌

睡，冯善文还学着改变说话的语

调，融入网络用语，使语气变得更

加抑扬顿挫，幽默诙谐。“注意啦，

接下来我们要穿越到古代，看看古

代人是怎么样计算圆周率的”，

“别走神额，要不然穿越错时代，我

可帮不了你了”，在家里人的帮助

下，冯善文一改多年的语言习惯，

使得枯燥的几何知识不再乏味。

都说“代数烦，几何难”，在云

端授课讲几何知识，则是难上加

难，冯善文为了让同学们都能听

懂，会做题，下了不少功夫：把原

本一节课的内容分成两三节课来

学习，在课堂上引导学生书写几

何题目的解答格式，做笔记，听

课，冯老师“重视结果更重视过

程”。“基础打牢固，解题步骤要规

范，格式要正确，结果肯定不会

差”冯善文说，为了避免家长错

过关键消息，同时了解同学们的

学习情况，她基本上都私加了各

位学生家长微信，与他们单独沟

通交流，及时了解学习情况、存在

的困惑。

“活到老学到老，这次疫情对

每个人都有影响，但也是一个很

好的契机，让我的电脑技术长进

不少，同时也改变自己的课堂作

风，与时俱进。”冯善文说，上网课

与课堂上课不一样，要让课堂更

加有趣才行，教学要严格，但是方

式可以很幽默。

家人成为她的首批“学生”
●姓名：冯善文 ●学校：九江镇初级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