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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耿剑 文/图

本报讯 5月 15日是我市七八年级学
生返校复学的时间，不少家长很关心复学
后学生如何在校学习？防疫工作如何开
展？为了学生安全返校，学校都做了哪些
工作？带着诸多疑问，记者深入平顶山市
第七中学进行了采访。

学校：严把入校关

5月12日下午，记者来到市七中，校门两
侧分别设置了一个测温通道，校长王东辉告
诉记者，这主要是为七八年级学生复学做准
备，考虑到全部复学后，36个班的学生将同
时入校测温，两个通道能大大缩短学生入校
时间。

在测温区指示牌上，写有“一米间隔，排
队入校”的提醒语，王东辉说，每天上午入校
前，校门外两侧“护学示范岗”也会安排值班
老师提前到岗，维护校门口秩序。

在学校保安引导下，记者做了体温测
量，温度正常，记者顺利进入校园。在教学
楼前，一个红色地垫摆放在楼梯入口处，王
东辉介绍说，学校在每一个进出口都设置了
消毒地垫。当天下午正赶上九年级考试，安
静的教室里不时传来沙沙的书写声。

“九年级师生返校后，学校每天进行
两次消杀，对教室、食堂、宿舍以及公共区
域进行无死角消毒。目前学校储备了充
足的防护物资，确保七八年级师生顺利返
校，在安全的校园学习、生活。”王东辉说。

教师：时刻守护学生安全

“每节课下课，都会有老师在校园执
勤，不允许学生打闹、扎堆，如厕、洗手井然
有序。”王东辉说。记者看到，在学校洗手
池边都有醒目的“七步洗手法”，洗手液、免
洗液都放置在水龙头旁，供学生使用。王
东辉说，九年级师生复学前，这些物品已全
部到位。

为了迎接七八年级学生复学，学校做
了全面细致的准备工作。“入学需要带的物
品，已提前通知家长。入校前一天，八年级

各班还将召开线上家长会，检查学生仪容
仪表，确保学生以一个好的形象进入校
园。”八年级年级主任李少丹告诉记者。

九年级学生复学后，全校老师都进入
紧张的工作状态，10个班的学生被拆分成
20个班上课，学校安排了正副班主任，保
证每节课都有班主任在。校长助理李珠
峰担任九年级两个班的语文课，还是其中
一个班的班主任，每篇课文要讲四遍，工
作量可想而知，面对这样的压力，他和其
他老师都毫无怨言。为了节省时间，九年
级年级主任黄国庆、黄飒飒、张燕华返校

后经常住在学校。他们每天第一个到教
室，最后一个离开教室，就连午间休息都
跟学生在一起。

九（9）班学生郭润宝告诉记者，入校学
习已经10多天了，这次疫情基本没有影响
同学的学习成绩，她的考试成绩也一次比
一次好，大家迎接中招考试的信心都很足。

校长：每天为学生鼓劲加油

王东辉有一句口头禅“万事宜早不宜
迟”，他是这样做的，也是这样要求全校师
生的。采访期间，记者在七中教职员工工

作群中看到，一位值班老师当天早上
在群里发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校长正
在与排队入校的学生交流，发照片的
时间显示当天早上 5 点 57 分。学校规
定早上 6 点 10 分开始入校，校长提前
20 分钟就来到校门口，迎接学生入校。

七年级年级主任郑定坤告诉记者，
王校长每天总是第一个到校，疫情期
间，他起得更早，指导师生分流、盯体温
检测。为了让学生们平安复学，在王校
长的带领下，该校严格各项防疫管理，
为全校师生打造安全的学习环境。

做好保障 迎接七八年级复学

市七中师生携手同心战疫情

市七中模拟演练学生通过测温区

教学、防疫两手抓

我市小学多举措恢复校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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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一高：

心理健康教育获赞

“我们再也不可能、也不应该退回到
疫情发生之前的教与学状态，因为融合了

‘互联网+’‘智能+’技术的在线教学已经
成为中国高等教育和世界高等教育的重
要发展方向。”今日，教育部举行新闻发布
会，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了全
国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的情况及下一步工
作。

截至5月8日，全国1454所高校开展在
线教学，103万教师在线开出了107万门课
程，合计1226万门次。参加在线学习的大
学生共计1775万人，合计23亿人次。

吴岩说，疫情期间高校在线教学实践，

可以用“三个全”来概括特点，也就是全区
域、全覆盖、全方位实现了“停课不停教、停
课不停学”。开设的在线课程覆盖了理、
工、农、医、经、管、法、文、史、哲、艺、教全部
12个学科门类。课程类型包括公共课、专
业基础课、专业课、理论课、实验课等多种
类别，授课模式包括直播课、录播课、慕课、
远程指导等多种形态。值得一提的是，还
原真实场景的虚拟仿真实验和居家运动、

“云”上健身的体育课也非常丰富，创新了在
线教学的形式和内容。

“在线教学不仅打破了物理上、空间上
的围墙，还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心理上的围

墙，形成了时时、处处、人人皆可学的新的教
育形态。”吴岩说，在高校应对疫情开展在线
教育教学的实践中，发生了“四大新变化”：
改变了教师的“教”、改变了学生的“学”、改
变了学校的“管”、改变了教育的形态。

“教师从刚开始有一点紧张，甚至有
一点抱怨，慢慢变成比较兴奋、比较从容，
教师的教学信息化素养空前提高，有很多
老师以成为网红教师感到自豪和骄傲。”

吴岩认为，在线教学虽然没有了传统
课堂的面对面，却增加了师生间点对点的
交流互动，这些转变有效解决了中国高等
教育的老大难问题：即从满堂灌的“单声

道”到互动式的“双声道”转变。同时还促
进了由“教师中心”向“学生中心”转变，从
过去注重教师“我教了什么”到更加注重
学生“我学到了什么”，引导学生探究式与
个性化学习，从单纯的知识传递向知识、
能力、素质的全面培养转变。

吴岩表示，下一步，教育部将会把此次
大规模在线教育教学的一些生动实践转化
为疫情结束后教育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
形成包括思想、理念、内容、方法、技术、标
准、评价、范式等在内的一整套改革方案，
以“学习革命”推进“质量革命”向纵深发
展。 （据新华网北京5月14日电）

教育部：

在线教学实现了互动式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