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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今天怎麼樣呀？有沒有認
真聽課？作業做完了嗎？」 網課期

間，廣州市越秀區朝天小學副校長袁慧每天都會連線
她班裏的學生。 「他們總歸只是九歲十歲的孩子，沒
有同學和老師在身邊，多少會失落和鬆懈。即使是之
前忙着防疫工作時，我一有空也會和他們聊聊天，及
時了解學生的想法。」

回首疫情三年，由於網課時無法面對面交
流，為了打開學生的心扉，袁慧也花了不少心
思。一次，她發現居家中的 「寶寶同學」 的課
堂筆記很多關鍵處並沒有做好記錄，通過聯
繫家長，得知孩子因線上學習有所鬆懈，迷
上了玩小遊戲，也因此與父母發生衝突。袁
慧決定利用晚上的時間，和線上學習的孩子
們進行一個以時間管理為主題的 「暢聊
會」 ，大家聊聊這段時間的進步，聊聊網
課的收穫，表揚自己進步的地方，也藉此
機會婉轉地教育 『寶寶同學』 做好時間的規
劃，做到學習、放鬆兩不誤。 「經過暢聊
會， 『寶寶同學』 的課堂表現明顯好了很

多。」
逐漸適應了線上網課的學生，應該如何重新接納

和適應線下課程，又即將成為又一次 「考試」 。廣州
醫科大學附屬腦科醫院康復組主任郭耀光建議學校在
開學後多組織一些班級活動，加強同學之間的交流，
並引導學生在交流中表達疫情期間消極的情緒感受，
相互支持走過這段艱難的時光。袁慧表示，雖然疫情
下這屆學生擁有更加曲折的求學經歷，但相信他們
「擁有更強的應變能力，未來也可以更坦然地擁抱不
期而至的各種變化」 ，成長為更堅韌的一代人。

湖北襄陽一
名中學老師在只
有自己的教室裏給
學生上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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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三年，無論大中小學生，網課總是如影隨形；而對
於好動活躍、正處青春年華的大學生來說，本科生活只有4
年，便有3年被疫情佔據：線上答辯、視頻面試、在家實習、
「雲」 畢業典禮……倏忽三年，不少人可能還沒來得及好好探
索校園，就步入了畢業季。但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刻，老師、
校友、學長學姐的悉心守護，還是盡力使學生的高校生活
正常進行。 「即使在疫情下，我們依舊擁有了很好的三
年，依然收穫了很多難忘的回憶。」 不少大學生告

訴記者，疫情進入新階段，自己也準備回到校
園，給自己的青春畫上一個句號。

疫•轉系列之青春印記

線上線下 學生坦然擁抱變化

正在暨南大學中醫
學院讀大三的香港學生
張秀清，大學時光正好
被疫情 「撞」 了一下
腰。樂觀開朗的張秀
清愛打排球，當初從
香港來到廣州，她對
於大學生活懷有萬千期
待： 「聽說學校有很多
來自不同國家的排球高
手，一直都很期待和他們

切磋。」
不過，由於疫情原因，

不少海外學生並未能如期到學
校上課，她和其他國家同學打一場排

球的願望落空了。 「另一個遺憾是疫情
導致排球比賽延後，直到有些師兄師姐畢業
了，我都沒有機會和他們再來一場比
賽。」

同學送藥救急傳遞感動
「對於香港學生來說，印象最

深的應該是每次開學前都要隔離
大半個月。」 張秀清笑說，回
望疫情三年， 「隔離」 二字
佔比不輕，所幸今年已經不
需要再為通關 「搖號」 而
煩惱。網課則是這屆學
生從開學伊始逐漸培
養起來的必備技
能。 「其實我們只

有一些人數比較多的公共大課才會採用線上
授課模式，總體來說大學生活體驗並沒有打
折！」

「即使在疫情下，我依然擁有了很好的
三年。」 張秀清說，疫情期間，儘管出入校
園並不容易，但線下上課、參加活動、參與
排球比賽、假期跨省旅遊她一樣都沒有落
下。另一方面，這三年雖然有一些不便，但
「大家都是共過患難的人」 ，疫情讓這一屆
同學的關係更加密切。 「我身邊有親人感染
病毒，缺乏退燒藥的我就到朋友圈求助，很
快就有很多人留言。一個平時聯繫並不多的
同學主動將珍貴緊缺的退燒藥寄過來，那一
刻真的很感動。」

學子們很難無視網課帶來的種種無奈，
但不可否認的是，網課提供了 「停課不停
學」 的可能。疫情期間，張秀清經歷了人生
中第一次的網上考試。 「大家都第一次嘗試

網絡考試，手忙腳亂，老
師提前一天幫忙

調試設備，照顧到每個學生的狀態，
這些點點滴滴都是屬於我們這屆學生
很特別的回憶。」

疫情下的大學生活，有酸亦有
甜。在中山大學就讀大四的香港學生
陳同學，對於疫情剛開始的場景還歷
歷在目。 「2020年某天，突然收到學
校延期開學的通知。我高興得幾乎從
床上跳起來！實話講這是我最初最真
實的感受。只是，沒想到這個假期會
這麼長，長到幾乎佔據了我整個的大
學時光。」

封控中的生日別樣浪漫
陳同學說，疫情最嚴重的時候，她所在

的女生宿舍樓被封控，大家都不能出宿舍
樓。 「正好有一位同學生日，認識的不認識
的同學之間的距離彷彿一下子拉近了。雖然
那時候不能見面，但並沒有影響這一場特別
的生日會。有人匿名送出蠟燭，有人送出小
蛋糕，也有人做了賀卡，全都放在那位生日
的同學宿舍門口，放下之後就輕輕敲一下門
便離開。那種感覺很溫暖也很浪漫。這是我
大學生活很寶貴的回憶。」

眼下，陳同學正為畢業後的出路而思考
着。這段時間寒假在家中，她的耳機不斷重
放一首老歌： 「那時候天總是很藍，日子總
過得太慢。你總說畢業遙遙無期，轉眼就各
奔東西……」 陳同學說，很想好好把握剩下
的校園時光，想過很多畢業前要做的事情，
想好好逛逛學校，去跳蚤市場賣書，和朋友
們聚餐，拍畢業照，去圖書館把那幾本未讀
完的書看完。 「現在疫情進入一個新階段
了，希望能給我的大學生活、給我的青春畫
上一個充滿回憶的句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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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盧靜怡

一線教師

早上八點半，在廣州港
澳子弟班就讀的港生小瑜吃

過早餐，就跑回房間的 「學習角」 ，將練習
本、筆等文具拿出來，打開語文課本，等待
着屏幕上的老師開始授課。三年來，一旦碰
到疫情嚴峻而線下教學暫停時，廣州的中小
學生都會像小瑜一樣在家中開啟網課生活。
對於在家網課和回校上課的區別，小瑜認真
地思考了一下，回答道： 「在教室上課，舉
手時老師很快就看到我，隔着屏幕就會慢一
些。」 網課每節課多數為30分鐘到45分鐘，
與學校課程相仿。但在家中，小瑜常常在課
間跑去和家裏養的寵物狗玩，注意力不時被
小狗的聲音所吸引。

對於正處於貪玩年紀的中小學生來說，
課堂外的一切都極具吸引力，想要把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書本上着實不易。一名一線教師
表示，網課之下，學生知識理解應用遷移能
力比原來差。學習分聽說讀寫，但網
課只有聽，且沒有校園課堂管

理氛圍，聽課效果難免大打
折扣。

家長陳小姐告訴記者，對於
學生來說，學習狀態非常重要，養
成一個良好的學習習慣需要一定時間
的，而且習慣一旦被打破以後，後續再想
繼續培養，難度也非常大。她自己也要工
作，不得已時偶爾還會把孩子帶到辦公室，
在旁邊監督她上網課。疫情三年，隨着生
活復常，學校新學期即將恢復正常的線下
教學。 「回望這疫情三年，最大的感觸
是終於熬過去了。希望孩子學會感
恩，知道父母、老師是多麼不容易。
相信她再次回到校園，也知道學校
有穩定的上課環境，背後是需要
很多人付出的。希望她會更加
珍惜校園的時光。」 陳小姐說。

學生家長

學會感恩 珍惜在校時光

▲喜歡打排球的張秀清大學期間在賽場比賽。
受訪者供圖

港生：疫下三年大學 人生依然美好
老師學長共渡患難 收穫友愛青春無悔

利

弊

老師難了解學生、缺乏有效監督
•隔着屏幕上課，老師無法實時了解整個班
級的所有學生在幹什麼，注意力是否集中，

難以做到監督學生；對於一些操作性較強的實
驗課、手工課，也難以現場進行指導。

缺乏代入感
•由於網課是通過遠程直播或
是錄播方式來進行學習，無
法形成身臨其境的氛圍，上
課效果也會大打折扣。

受眾面廣，可反覆學習
•一套網課或一次直播，只要滿足相關條件，
基本沒有人數限制，如果老師講得較快或者是
學生沒有跟上授課節奏的話，可在課後有針對性
地反覆複習。

無空間與地域限制
•網課沒有空間與地域的限制，全國
各地的學生可同時學習同一堂課，同
樣授課老師也可以在全國乃至全球範圍
內給需要學習的學生直播、錄播授課。

疫情期間起支撐作用
•網課為因疫情而無法線下學習的大中小學生乃
至留學生繼續學業提供保障，最大程度地降低線
下停課對學生學業造成的延誤。

教學資源豐富
•網課平台上可由
全國乃至全球老
師直播、錄播授
課，有豐富的教

學 資 源 可 供 選
擇，有利於不同
學習能力的學生
更好匹配學習資
源。

▲北京大學國際生透過網絡教學平
台參與課堂。

▲部分高中推廣線上線下同步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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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無法集中注意力
•部分學生在上網課時會請別人代
上課，也有學生一邊開着電腦「掛
機」，一邊拿着手機打遊戲或與其

他同學聊天，無法集中注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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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校老師
通過網課形
式實訓學生
操作物流叉
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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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教學與受眾均有一定要求
•如中小學生處在知識的積累與吸收的階
段，在上網課時如果不提前預習，老師講
課時也無法及時了解學習情況，可能導致
教與學分離。 大公報記者盧靜怡整理

疫情期間，
廣州港澳子弟學
校的一名香港小學
生上網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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