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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测温仪全部采购
齐、隔离房已建好、消杀物资储
备全都到位……昨天，记者在
市三六联校、市四十四中、市实
验中学等多个初级中学了解
到，各学校加紧了防疫物资储
备的步伐，为迎接开学做最后
的准备。

市实验中学：
防疫物资全部到位

昨天上午，记者在市实验
中学校园看到，采购的两个隔
离房已运送到校园，安置在距
教学楼较远的区域，隔离房的
标识牌正在制作中，预计本周
隔离房设施能全部到位，下周
即可投入使用。延迟开学以
来，学校防疫物资筹备一刻也
没有放松。上级部门发放了一
部分防疫物资，学校又购置了
一些，加上热心家长捐赠的，目
前物资充裕。在学校疫情防控
物资储备情况表上，记者看到，
体温枪、消毒液、口罩、防护服、
洗手液等均有详细的记录。

市三六联校：
静等学生归来

市三六联校率先在校门口
安装了疫情防控门禁系统，并
在校门口及两侧规划了1.5米
线。在校园西部区域设置了两
个隔离室及两个防疫物资储备
库。疫情期间，学校还扩建了
校医室。针对家属区与校园不
分离的实际情况，学校多次研

究，因地施策，划分了家属区通
道，要求家属进校后通过通道
进入家属区，不得进入教学
区。学校根据初中生的特点，
研究制订了开学预案，并备好
开学第一课，为学生安全复课
做全面准备。

目前学校已按照省教育厅
的配备标准足额配齐了所有防
疫物资及相关设施，静候学生
返校上课。“我们力争把准备做
到极致，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开
学后师生健康安全。”该校校长
杜均珩说。

市四十四中：
最后一批防疫物资已

运到

昨天上午，记者在市四十
四中看到，学校最后一批消杀
物资已经运到校园，随着当前
疫情防控形势的持续向好，连
日来，市四十四中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同时，精心筹备开学工
作。根据市教体局相关文件
精神，学校配备了测温、消杀
等物资。在该校校长张宏伟
的带领下，学校就疫情防控、
校园安全、后勤筹备、教育教
学和学生德育等方面进行了
细致部署和安排。学校疫情
防控领导小组提前完善开学
工作方案，按照疫情防控预案
演练程序，检查日常流程并及
时修改、补充，详细彻底地排
查全体师生假期行踪和健康
状况，组织做好师生返校前
14 天的健康状况监测，确保师
生健康安全返校。

克服一切困难，做足各项准备

我市各初级中学
积极筹备迎开学

常会芹：儿子给我力量

上网课对我们是个挑战，它是
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线上教学也
增加了教学难度和工作量。为了上
好网课，备课、上课、课后交流占去
了我每天的大部分时间。6岁的孩
子少不了抱怨，但看到我讲课十分
辛苦，有时又会主动为我端来水果
慰劳。

记得那天，播课讲题的时间长
了些，结束后儿子听到我的声音有
些嘶哑，立马拿来了一个橘子，一
边剥开递到我嘴边，一边一本正经
地说：“妈妈，这是奥特曼的橘子，
很神奇，吃了它就不累啦！”听着儿
子的话，看着他热切的眼神，我真
的获得了一种神奇的力量，立马不
累了。

廖永丽：
女儿为直播中的我画像

我是众多教育直播大军中的一
员，希望为孩子们的梦想助力。把
讲台从教室搬到网络，有诸多的不
适应，但我想方设法克服，越来越
适应线上教学。

孩子爸爸值晚班，每天下午 3
点出门，晚上 12点到家，而我的直
播时间恰又是晚上7点30分。5岁
的小女儿正是爱说爱动爱闹的年
龄，我生怕她在我直播时发出声
音，大部分时间把孩子关进卧室，
把电脑打开，让她看动画片。但孩
子还小，一个人在房间难免会感到
害怕。有一次直播中，我听到孩子
慢慢靠近，没顾上理会。终于直播
完了，抬起头，孩子就站在我身旁
一直看着我，我心里一阵愧疚。“妈
妈，送给你！”原来孩子趁我直播
时，给我画了一幅画像，还细心地
用剪刀剪了下来，一直在旁边等着
我直播完才送给我。画中的我穿
着高跟鞋、豹纹裙，我一时激动发
到了微信朋友圈，引来诸多朋友的
赞语。看着这些，我突然觉得生活
如此美好！

贾楠：坚持我的“贾三催”

线上教学以来，和学生斗智斗
勇的阵地就由现实搬到了网络，每
天用钉钉、电话和学生过招，个中

滋味唯有我们自知。因此我就给
自己改了名字叫“贾三催”。何为

“三催”？催起床、催上课、催作业。
每个学生的家庭环境不同，有

些孩子有家长督促，有的孩子比较
自觉，而有些孩子自觉性差，家长
也无法督促，线上学习就成了老大
难。没办法，我只好每天从早晨起
床就开始催，发现没有签到的、没
看直播的、没交作业的，就一个个
打电话了解情况。

说实在的，每天这么打电话
催，我自己都烦了，有时候遇到打
电话不接也不回，不免有些心灰意
冷。正在内心纠结要不要放弃时，
我收到了一位家长发来的信息。
家长说由于我的催催催，原本偷
懒的孩子现在开始学习了，早上
也能起来背书了，家长表示看着
孩子的变化，自己工作再辛苦都
觉得开心、有劲儿。看完这个信
息，我不再纠结了，我不能放弃，
也许我的一个电话就唤醒了一个
学 生 ，唤 醒 了 一 个 家 庭 的 希 望
呢。就这么坚持做了一段时间的

“贾三催”，我终于看到班级早读
签到人数由 41/63 变成了 63/63，
直播听课人数和作业提交人数也
比原来增加了不少。

范亚丽：在线播课逆生长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不
只是一句口号，这对我来说是个新
的挑战。五十多岁的我，一开始有
些不适应，但作为一个毕业班老
师，我热爱我的职业、我的学校，我
更爱我的学生。基于这份热爱，我
下决心一定要学，学校组织培训
时，我认真听。在年轻老师的帮助
下，我把老公、婆婆和我的手机上
都下载、注册了钉钉，建立起一个

“家庭直播群”。笔记本电脑、台式
机、一体机三台电脑都开着；客厅、
书房里到处都是我拉的电线、临时
的插座。我当老师，让老公和婆婆
当学生给他们直播，试声音、试
PPT，婆婆是个好学生，让听就听，
但老公就不行，一会儿讽刺，一会
儿挖苦，难听话一句接一句，可手
里也没停地帮忙摆弄，在婆婆的帮
助和老公的“激励”下，我终于完成
了第一次直播。

陈燕：为一节课而心动

疫情发生以来，我校大部分课
程都是以网上直播的形式授课。
我是音乐老师，这段时间穿梭在各
个备课组里，搜集线上教学的信息
进行宣传报道，很少有时间听老师
们的直播课程。

3月23日下午，地理备课组里
热闹非凡，原来是地理组的老师们
在评价陈卫民老师讲的一节课。
张旗老师说：“这节课以自己的亲
身旅游体验为线索，生动地讲述了
旅游方案的设计与线路选择。图
文并茂，视频也很震撼。”孙艳红老
师说：“景美，拍摄技术好，背景音
乐也超棒。”吕婉琪老师说：“教学
不是给孩子们单纯的知识传授，还
要达到心灵的洗礼，灵魂冲击的效
果。陈老师做到了。”

于是我怀着好奇的心情回看了
直播，看完以后被陈老师的课所感
染。陈卫民老师的这节课讲的是
《旅游方案设计》，他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给学生讲解如何设计旅游路
线，把学生带到了敦煌、张掖、茶卡
盐湖等著名景点，真是一场视觉盛
宴。

陈稳信：我看见……

一个多月来，除了与学生同步
听七年级语文的名校课堂外，我还
喜欢串班、串年级听课，串到备课
组里看大家热闹地议课教研。我
听见过闫玉红、范亚丽老师讲完第
一节课后一声感叹：“播完了，今晚
终于可以睡着觉了。”这么多天过
去了，我想，他们一定适应了吧。

有时正在听他们的课，突然一
声稚嫩的娃娃叫闯进来，才意识到
她们是美丽的“主播”，更是宝宝们
的妈妈；我看见朱素红、孙艳红、王
巧、王泉华、张旗等人一个劲地为组
里的年轻老师点赞献花，出谋划
策。播课露脸的老师为数不多，敢
露脸的一定是真帅。王广树、李伟、
乔鹏业等老师的普通话并不标准，
可我仿佛看得见他们认真、专注的
神情。九年级播课老师的笔下多是
圈圈点点，边讲解边演示，我猜想看
不见的线下，他们一定下了不少功
夫。 （本报记者丁进阳整理）

他们才是最美主播

4月5日下午，云南大学大
二学生梁煊来到平煤神马集团
职工休养院，给援鄂医疗队送
来 6 箱水果，以表达她的仰慕
之情。图为梁煊（右）把水果转
交给休养院工作人员。

梁煊家住新华区体育场
社区广厦俊园小区，春节期间，
她和其他市民一样困在家中。
得知社区缺少人手，她主动报
名到社区做志愿者，消毒、入户
登记。疫情好转后，援鄂医疗
队相继返平，梁煊得知可以去
看望凯旋的英雄，特别兴奋。
她采购了水果送到平煤神马集
团职工休养院，让工作人员转
交给援鄂医疗队队员。

耿剑 摄

鹰城女大学生为
援鄂医疗队送水果

春种秋收，不违时节。在疫情防控的日子里学生不能上学，但功课不能落下。身为普通的中学教师，不
能像医者那样决战疫魔，不能像勇士那样冲锋在前。然而市第十四中学教师个个变身网络主播，将知识通
过网络传递给孩子们。近日记者采访了市第十四中学部分老师，以下为部分老师的采访实录。

市四十四中教师正在整理消杀物资

市三六联校开学入校通道各项工作就绪

市实验中学正在准备中的两间隔离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