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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受访教师提到，不同的学习状态
决定备考效果。为帮助学生加强自律，积
极备考，一些学校采取了不少措施。

任文韬介绍了学校的经验：一是加强
老师的关心和督促；二是组建学习小组，交
流学习内容、时长等；三是定期与家长沟
通，借助家长的力量；四是老师及时答疑、
批改作业和试卷，让学生及时获得教学反
馈。

福州某中学语文教师林景文说，积极、
进取的学习心态十分重要。虽是线上学
习，也可以通过打卡、互动、表扬等方式帮
助学生调整情绪、积极备考。

记者了解到，各地学校通过线上讲座、
心理辅导、模拟教室等举措，帮助学生疏导
情绪、减轻心理压力。

特殊情况下，家长对考生的精神支持
至关重要。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办
《特殊时期的亲子陪伴》线上讲座，近2000
人次家长观看学习。该校一些班级利用

“网上自习室”软件，模拟教室场景，学生登
录后，可看到自己坐在某个课桌边，旁边有
同学在自习，同学下线时，桌椅上的卡通人
物会消失，“尽量让学生感受到有同学的陪
伴。”辽宁省实验中学还邀请家长进入网上
课堂，为家长进行心理疏导，引导其积极、
理性地帮助孩子。

此外，教育部办公厅日前要求，各地各
校要逐一排查学生线上学习存在的实际困
难，建立精准帮扶机制，确保“一个都不能
掉队”。

广东省为该省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
9200多名高三年级和初三年级学生提供
平板电脑；3月10日，福建省面向全省普通
中学毕业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开展“提网
速、免流量”助学行动。一名高三教师建
议，应加强对贫困学生的帮扶，特别是在
学习资源的对接和“云考试”的服务方
面。

（新华社）

备考状态至关重要，学校需加强精准帮扶

多地高三开学，学生如何备战高考？

随 着 高
考临近，疫情
之 下 的 高 三
学 生 如 何 备
战 考 试 令 人
关 注 。 截 至
30日，全国已
有 10 个省份
的 高 三 年 级
开学，另有 9
个 省 份 明 确
了 高 三 开 学
时间。当前，
高 考 备 考 进
入模考阶段，
各 地 如 何 帮
助学生做“冲
刺”的准备？

“真的很着急，希望赶紧开学，不过还
是安全第一吧。”北京高三学生戴兆均纠
结地说。

记者了解到，多地遵循高三、初三率
先开学的原则，实行分类分批、错时错峰
开学，已有不少省份明确毕业生的开学返
校日期。截至3月30日，贵州、新疆、西藏
等 10地高三年级已开学，广西、江西、湖
南、海南等省份定于4月7日高三、初三年
级开学，辽宁省高三年级 4 月中旬起返
校。北京、上海、广东、湖北等省份还未明
确开学时间。

为保持进度，多地将模考或质量检查
测试搬到线上，组织了各种“云考试”。

3月 3日至 6日，北京市全体高三学
生在家中进行了高考首次适应性测试。
3月21日、22日，东北育才学校按照高考
的时间分配和科目安排，组织了高三下
学期第一次模拟考。福建省于3月28日
至 29 日也举行了高三毕业班的“云考
试”。

记者了解到，“云考试”的主要方式是
学校通过寄送纸质试卷、学生自己打印、
线上答题等形式发放考题；判卷则采取以
拍照方式交主观题、以“问卷星”等工具交
客观题的办法。

一些学校邀请家长参与模考，详细指
导如何发卷、收卷、监考、拍照上传。另一
些学校则组织全程视频监考。四川绵阳
考生小王说：“老师用开会办公软件与同
学视频，两名老师监考，考生要保证整个
人都出现在画面里，一举一动都能被清晰
观察。”

居家考试能否保证成绩的真实性？
受访学生认为，“作弊没有意义，模拟考试
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真实水平。”厦门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傅兴春说，目前高
三年级处于第二轮复习阶段。线上考试
的目的，一是让学生了解存在的知识缺
陷，有的放矢地复习；二是让老师深入了
解学生学习情况，更有针对性地安排后期
教学。

多地确定毕业生返校时间，以“云考试”模拟测试

从各地探索的情况看，便捷、高效的
“云考试”目前还需要技术与流程的进一
步磨合。

辽宁省实验中学教研处主任赵志彦
说，组织网考相当不容易，要有大的平台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几百名学生居
家考试，后台需要几十人服务，教务也要
密切对接。学校为此专门提前培训教师、
学生，指导如何获取考题、答题、交题、判
卷等。”

作为首次探索，大规模的线上考试常
常遭遇技术意外。广东省东莞市一名高
三学生刚参加全市统考的线上测试，“但
考试时网页崩了，没考成，只能补考。”

对于教师们来说，判卷工作也殊为不
易。“学生们发来的照片什么样的都有，有
的边缘不清，有的考卷上有阴影，有的整
个模糊……”东北某高中一名高三老师
说。

除此之外，“云备考”中的城乡差别令
人担忧。一些县级中学教师反映，乡镇学

生不上网课、不交作业的情况比城市学生
多。一些教师说：“当地好几个村都没有
信号，农村学生每天得跑很远才能参加线
上学习，遇到天气不好根本没法学习。”还
有一些地方的贫困户因家中孩子多，无法
保证同时线上学习。

福州一位乡村中学校长介绍，不少农
村贫困孩子只能依靠手机上网课，由于系
统落后无法使用所需程序。一位贫困地
区的校长说，一些城市地区的家长为了孩
子在家学习，最近陆续购置了打印机、摄
像头、麦克风等设备，这对很多农村家庭
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此外，华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年
级主管教学的年级组长任文韬说，“云备
考”最大的挑战是学生会感觉“一个人在
战斗”。“我们发现，长时间缺乏同学共同
奋斗、老师面授叮嘱等学校环境，令一些
学生感到茫然甚至焦虑。居家学习给学
生自我管理、任务规划、情绪调节等方面
带来更大挑战。”

“云考试”面临技术、流程与公平挑战

昨天，呼和浩特市第六中学师生在教室内上课。新华社记者 王春燕 摄

昨天，呼和浩特市第三十五中学初三年级学生进入教学楼时测量体温。
当日，内蒙古自治区全区高三和初三年级开学复课。 新华社记者 连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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