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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
纷纭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在全国众志成城、共

抗疫情的关键时期，为了保障师生的安全，全国各

地高校纷纷延期开学。同时，为积极响应教育部门

“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各大高校掀起

线上教学的热潮，学生们开始了充满新鲜感和陌生

感的网课学涯……

近日，校报学生记者就我校学生网课学习情况

开展了相关调查，调查采用电子调查问卷的方式进

行。调查显示，81%的同学愿意通过网络参加新学期

课程，但同时也表达了对尽快开学的期盼。大多数

学生的网课学习呈现出普遍的多样性，即同一名学

生同时跨用多个网课学习平台，其中主要的学习平

台有学习通、中国大学MOOC、QQ群课堂等。但网

课学习的效果并不是完全理想的，72%的同学认为

“无法集中注意力，无人监督”是网课的学习效果较

差的直接原因；除此之外，60%的同学认为“师生之

间沟通少，无法及时反馈和提问”也是网课学习的

弊端之一。

面对网课这一新鲜教学方式，同学们起初既新

奇又期待，对网课的接受程度较高，包容性较强。但

当真正上起了课，因使用人数过多而导致学习APP

异常或卡顿，因任课教师选择的教学平台不同而在

各平台中不断切换，因没有学习氛围而导致学习松

散……同学们又无法顺利地投入到学习中去。

当被问及更喜欢哪种学习方式时，公共事务学

院2019级行政管理1班的陈万铭同学表示：“我更喜

欢传统教学方式，主要由老师来把控课堂，这有利

于对课堂教学的组织、管理与控制，也能更充分地

利用课堂时间。同时，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下，我们能

更直观地了解知识点，学习较有目的性和针对性。”

事实上，线上学习虽然相对自由，但对于一些自律

性不强的同学来说，学习效果确实不尽如人意。但

目前疫情形势仍不容乐观，开学依旧遥遥无期，上

网课一方面可以缓解开学后的课程进度紧张的问

题，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同学们在家中

无所事事而荒废学业，这无疑是当前局势下最好的

解决办法。

相对于传统的“面对面”教学模式，线上教学又

何尝不是对教师们的全新挑战，他们或紧张，或兴

奋，或焦虑，或期待。毕竟传统教学经验可能部分失

效，如何保障教学质量，这一难题化作无形的压力，

迫使他们跳出教学环境的舒适圈，改变思维，迎难

探索。从选择平台，到技术操作与咨询，再到与学生

们提前共同测试教学效果，教师们不断进行自我学

习和沟通交流。

通过数周实践，在教师们的眼中，网课优点诸

多，譬如超越空间限制，能够给予学生们更多选择，

自由地参与名校名师的课堂，加深学生对课程的认

知，为教师答疑提供了一个更广泛的平台等。与此

同时，诸多痛点也浮出水面。“在线上授课中，我无

法直观了解学生的学习状态，”马克思主义学院基

础教研室讲师胡凌云老师说，“因此，如何在教与

学之间找寻共同的兴趣点，抓住学生注意力，激发

其学习热情，提高学生的参与度，引导他们畅所欲

言，加深思想碰撞，进而增强学习效果，这需要久

久为功。”

“停课不停教”，教师们对教育事业的探索永

远在路上。正如外国语学院雅思英语教研室副教

授刘锦芳老师所言：“这次全新的教学方式给我带

来了别样的体验，学习到了许多新的教学手段，丰

富了我的教学经验。让我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只

要努力、用心，钻研、热爱所从事的事业，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作为一名人民教师，这是一生所爱，无

怨无悔。”

对于学生而言，坚持向前的驱动力绝非外界因

素的衍生品，而是源自内心的主观能动性。网课是

温床与书桌的较量，更是人心与时间的较量，我们

要学会平衡网课的优劣，自觉约束自己，高效学习。

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学期里，让我们一起以“网”作

舟，畅游学海。网课传递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份真

情，在远方的我们遥相牵挂，共同成长，所有的美好

都值得等待。相信我们很快会与江夏重新相拥。

(本报实习记者 宋雪菁 陈慧怡 李夏芸 苏雅琳)

庚子年初，疫情来势汹汹，阻挡了学校开学的

脚步。本着“停课不停学”的原则，为了保证学习进

度，全国的大中小学纷纷开展网络教学。网课作为

一种适应时势的教学方式，在师生间搭起一道知识

传输之桥的同时，更引出无数的趣事。

网课初起之际，由于对授课平台的不熟悉，在

传授知识的道路上见多识广的教师，也需要一段时

间去学习和适应网课操作。而在这段时间里，他们

在教学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无奈又诙谐的趣事。

你的老师可能会在进行教学时忘记打开麦克风，学

生可以看到课件上满满的知识点，却听不到老师细

致入微的讲解；又或是，你的老师在网课教学中不

小心开启了“全员禁言”的功能，导致被提问的学生

无法进行回答，误以为该学生开小差；还可能遇到

一位打瞌睡的学生，在授课群聊的语音通话中进入

梦乡，导致整个课堂都沉浸在他酣眠的呼噜声里，

而老师却找不到关掉他的麦的按键……

身处在这样的网课“车祸”现场，在忍俊不禁的

同时，我们也应该思考：我们是否可以试着去给老

师打一通电话，告诉他按键在哪里、如何进行正确

操作？我们又能否在课后主动去帮助老师熟练掌握

网络授课的操作，以避免下一次失误的发生？我们

是否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像老师领着我们穿越知

识的茂林一样，在网络这个于老师而言较为陌生的

领域去带一带他，陪他一起探索？这一场虽有波折、

却顺利收尾的网课直播之所以会变得有趣，不正是

因为师生之间的互动互助吗？

老师偶尔的“犯迷糊”，反而拉近了师生之间

的距离，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学生们多种多

样的“上课姿势”更是让网络课堂妙趣横生。有的

同学是专心致志地学习，不断向老师求教；有的同

学则把讨论区当成了自己的主场，积极思考，踊跃

发言。当我们观察评论区，总能揪出一两个“戏精”

上身的同学在乐此不疲地“刷”着存在感，用令人

啼笑皆非的回答活跃着课堂的气氛，也带动了其

他同学进行回答。还有一些同学一直发着“老师辛

苦了、我明白了”的话语，其他同学便在下面跟着

重复，评论区一下子冒出几十条回复。这几乎是在

每一节网课上都会出现的情景，每个学生的目的

可能都不相同，也许是为了求索知识，也许是为了

热闹，为了上网课不那么无聊，甚至也许是刚开小

差回来，用这最好的在场证明来掩饰自己的心虚。

一个一个不管是认真思考还是复制粘贴得出来的

回复，不就只是在告诉他们的老师一句：“我还

在。”而网课能够继续下去并发生着各种趣事的原

因，不就是你我都在吗？这是最简单的原因，也是

最有意思的原因。

一百个班级就有一百种课堂氛围，一百个同

学也有一百种上网课的姿态。我们在看见网课之

有趣的同时，更应该意识到，网络教学也有其弊

端，网络课堂变得自由了，但自由与散漫之间只隔

着薄薄的一层纸。这种授课方式更是对学生之学

习态度的考验。学生之本分是学习，无论课堂环境

如何变化，我们都应当做到端正态度、认真学习，

切勿投机取巧。

网课已经进行一段时间，我们回忆着、咀嚼着

网课的点点滴滴。发生在网课上的趣事，为我们在

疫情中灰暗的心情点亮了一抹微光。我们相信疫情

将会随着春暖花开过去，负重前行的人会回归家

园，我们最终也将回到学习的真正主场，这些特别

的疫情记忆也将被我们铭记于心。

(本报实习记者 刘紫欣 侯伶)

学海无涯“网”作舟
阳春三月万物复苏，各地学子齐刷网课。受疫情

的影响，全国多数高校利用网络授课来减轻由于推

迟开学造成的课业落后等影响。对于老师来说，开展

网课是丰富教学经验和促进与学生交流的一个契

机；对于学生来说，则是自觉性和专注力的双重考

验。当传统教学模式碰上线上教育，难免会产生了许

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那么老师和学生会碰出哪些

有趣的火花呢？

许多同学第一次接触网课，在进行网上学习时

难免手忙脚乱。在各种授课方式中，直播课最容易让

人出洋相。被提问时不小心开了摄像头，在全班同学

面前露出在家时的邋遢模样；听课时忘记关麦克风，

一整节课伴随着各种奇怪的声音；更有甚者干脆睡

着度过直播课，待醒来课程早已结束……打开各大

社交平台，就能看到同学们花式上课法：或是吃着零

食，喝着饮料，随意瘫在椅子上看教学视频；或是穿

着睡衣，裹着被子，眯着眼点着头听上课语音；或是

拿着水笔，摆着本子，正襟危坐边听课边记笔记。但

不管大家是如何上课的，最重要的还是要注意跟上

课程进度。

理论型课程可以通过课堂问答、课后习题等方

式来检验学生学习成果，而体育课这类实践型课程

要如何获得反馈呢？在家不比在学校，有宽阔的操

场可以活动，但是课程又不能落下，如何坚持运动？

最好的办法便是拍摄运动视频提交给老师。所以，

当父母打开房门，便有可能看到我们对着手机摄像

头又蹦又跳的奇怪画面。在QQ、微信群中还能收获

其他同学的表情包，互相打趣，这样一来，同学们就

能相互监督，克服惰性迈开腿，还能收获许多不一

样的乐趣。

钉钉慕课学习通，线上授课乐趣多。自从全国

各地高校开始网课学习之后，老师们当起了主播，

为网课操碎了心。那么老师们的趣事又有哪些呢，

是直播一小时试麦半小时，还是美颜开满级？让我

们来看看江夏老师们的趣事瞬间，这不，公共事务

学院的社会学老师洪瑜遇到的趣事是和自家小朋

友的，当妈妈开始给哥哥姐姐们上课时，小朋友也

来到屏幕前跟大家互动，洪老师表示特别是早课的

时候，小家伙起得特别早来观看。在家里，老师不仅

是个教师，还是父母，有许多家庭琐事要处理，老师

们可以合理安排时间给大家上课，而同学们的首要

任务只有学习，所以也希望同学们可以认真对待网

课。来自电子信息科学学院的康臻菁老师提到的趣

事更令人哭笑不得。她在与同学们互动时前面几个

同学发出了正确答案，但是一个错误的答案出现在

屏幕上，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许多同学复制这个

所谓的“正确答案”跟风发到了群里，这种情况令康

老师有些无奈。她表示希望大家能够认真思考，积

极主动地回答问题，真正做到学有所得。还有老师

用发红包的方法来抽查学生的上课情况，像是在上

课中途突然发个红包，看看有没有同学半路开小

差，偷偷做与课堂无关的事情。网课考验的不仅是

学生的智慧也是教师的智慧，大家对于新模式都是

一个学习者。

在疫情未平这个情况下，开学风险极大。身为大

学生，特殊时期我们更要有良好的学习习惯和自制

力，不白白荒废时光。老师们上课时偶尔出现问题也

是因为对这些新媒体平台操作陌生，但他们也在努

力学习，不断听取学生的反馈来调整上课方式，努力

让同学们即使在家也能跟上学习进度。寒冷的冬天

终将过去，春暖花开之际让我们相约课堂一起去探

寻有趣的灵魂!

(本报实习记者 王宝珊 谢晴)

时“课”俱进，妙趣横生

刷网课，乐趣多

对于很多人而言，2020年的春节尤其不寻常。

突如其来的肺炎疫情打乱了既定的计划，工厂停

工、学校停课、餐饮停业……特殊时期，特殊办法。

各地学校纷纷响应“停课不停学”的国家号召，选

择采取在线学习，也就是上网课这种方式，确保教

学进程的继续。

那么，我们要怎样适应网课这一新的学习方式

呢？首先，要营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在家中学习毕竟

不同在校上课，课堂自由度提高的同时，听课效率正

不断下降，出现了许多影响课堂专注度的因素。比如

家中琐事、不明噪音、自控力下降等干扰。因此，上网

课时，我们可以选择家中比较安静的地方，避免噪音

影响听课。同时也建议大家戴耳机，既能使自己专注

于课堂，又能有效屏蔽外界干扰，尽量让自己处于如

同在校学习的氛围中。

其次，我们应要合理安排学习时间，明确每日

的学习计划。制定学习计划，不仅能够指引当天的

学习方向，而且可以作为复习当天所学知识的线

索，有效地提高学习效率。不仅如此，早有研究表

明，完成自己所制定的计划会给人强烈的成就感。

如果想要额外地学习一些知识，也应该先保证自己

学校的网上授课完毕后，再选择网络平台的网上课

程。最后，一定要保持重视网课学习的态度，本来在

家就是一个开放的课堂，没有人监督，这时候就需

要同学们自觉地学习老师布置的教学视频和作业。

虽然现在同学们停课宅家，但只要有效地利用假期

时间和学习资源，也能获取更为丰富的知识。

如何在网课时间安排合理的情况下劳逸结合，

这也正是同学们所关心的话题。每天网课时间都

较长，同学们久坐电脑前，不免腰酸背疼，这时我

们最好多运动、锻炼身体，在能更高质量获取知识

的情况下，也可以保持身体健康。同时，因上网课

时间过长而导致的用眼过度也是困扰同学们的一

大问题，我们建议每节网课后休息几分钟，这段时

间内不要玩电子产品，让眼睛眺望远方或做眼保

健操，从而得到适当的放松。为了尽可能地适应目

前的教学方式，同学们应调整好自己的作息，要保

证合理的睡眠时间。这样，在学习的过程中，才能

拥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和一个更为积极的心态

面对一天的课程。

线上教学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确困扰着我们:网课

不如线下教学明了酣畅；网课平台时不时地崩溃；网

课伤眼……不过大家在不断“吐槽”的同时，最重要

的是确保自身学习能力不退化，并且抓住机会自我

提升。吐槽的同时，也请各位同学珍惜这段特别的时

光，毕竟这种全民网课的场面是不可多得的。

虽然在这新的教学方式下，但我们其实还是有

不同于线下教学的感受的。像课前弹幕上的“老师

好”；课堂上老师总会询问“听得到我说话吗？”；课堂

结束后的“完结撒花”……不管是传统教学还是网课

学习，变的是教学方式，不变的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

一份满满的温情。

愿疫情之下在家网课学习的各位同学，经此一

课，能有更多的收获。也要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阴霾

会散去，我们终能回归“正常”的教学方式！

渊本报实习记者 郭惠芳 蔡奕冤

健康学习，合理安排

网课

停课不停学，网课“小贴士”
受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影响，线下开学的日期

延迟。学校贯彻落实“停课不停学”的要求，按照原定

的课程安排，进行线上授课。网课进行一段时间后，

有的同学反应，学习效率没有跟上去。对此本报记者

给出了一些小妙招哦，一起来看！

调整状态，专注学习

超长寒假的影响之下，不少同学已经习惯了白天

睡觉、晚上奋斗的作息，对于突如其来的网课，最重要

的是调整好自己的生物钟，找回开学的状态。没有宿

舍起床时的喧闹，没有上课铃声的警示，我们依然要

睁得开眼，拢得住精气神。学习要有仪式感，褪去这个

寒假与我们相伴的睡衣，离开与我们形影不离的床，

会大大提高我们的专注度。同时，制定学习计划也是

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在家里，容易松懈，导致时间浪

费。网课开始前，根据老师上传的课件，预习课程；上

课时，多参与讨论，积极和老师互动，防止自己走神；

课后，将笔记补充完整。此外，很多“网课学困生”有的

课上吃零食；有的遇到上课就网速不好，但是时不时

就会有王者荣耀的声音传来。我们希望“网课学困生”

可以屏蔽外界的干扰，对诱惑说再见。

端正心态，放松心情

在家学习不似在学校，容易产生孤独感和烦躁

感，因此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很重要。上网课最经常

遇到的问题就是软件故障和网络拥堵，学生们经常

到了上课时间却还卡在软件外。网络上也多了许多

段子，“学习通”变为“学习堵”，“好的大学，没有围

墙”变为“好的围墙，没有大学”等等。同学们在网课

出故障时不要慌乱，遇到故障及时上报等老师处

理，网课崩了不意味着学习就一定要停止，可以根

据手头的资料进行预习。在经历了一个多月的假期

后，突然要大家进入学习状态，使许多学生产生厌

学心理。因此大家要调整自己的状态，适应开学，并

且对老师多一份理解和尊重。没有了三尺讲台，每

一名课任教师都成了网络主播，老师们也是第一

次，不论过程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请给这些跨界

的老师们一些包容、理解和支持，配合老师完成网

络教学。

加强锻炼，共克时艰

疫情来势汹汹，长期宅在家的我们免疫力自然

会下降，长时间的网课也会造成我们身心疲惫。规

律作息是我们保持健康的第一步，提倡大家早睡早

起，不要再熬夜。适当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尤为重要，

在网课间歇和网课之后的时间，不妨把客厅作为锻

炼场所，适当的在家进行一些体育锻炼，可以要按

照线上体育课的要求，观看视频，学习视频中的体

操进行锻炼。同时要注重劳逸结合，既燃烧卡路里

又提高免疫力。在疫情没有正式褪去之前，口罩也

不能褪去，同时要注意多通风、勤洗手、少外出，对

自己负责，也对他人负责。相信健康的我们，马上就

要迎来真正的课堂。

在这个特殊的时期，希望大家都保持好对学习

的热情，按时打卡上好网课。静静等待，暖阳普照

时，绿树红墙的美丽校园，就会张开怀抱拥抱归来

的你。

(本报实习记者 刘咏欣 金佳欣)

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