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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在线教育用
科技打通现实阻隔，有效助
力避免疫情扩散，但也暴露
出不少值得关注的问题，网
课要从变化中总结，不断实
现提质升级。

网课改变了教育资源分
布，“上线”同时也要重视落
地才能确保均衡。从“一块
屏幕改变命运”到“空中课
堂”，互联网寄托着教育公平
和高质量教育的希望。但大
规模的网课实践开展以来，
不难发现只靠“一块云”，很
难确保同上“一堂课”。例
如，北上广的老师利用 AI 技
术提高课堂效率的时候，部
分农村地区的一些师生还在
为更好的网络信号犯愁。

网课改变了授课方式，
老师要赶上“直播浪潮”。教
师群体的“信息化素养”受到
考验。有的老师完成角色转
换，实践能力迅速升级，有的
老师还停留在不接受、不适
应的阶段。随着人工智能、
5G时代到来，科技的发展不
等人，教育者没有掉队的选
项，需要思考如何给自身“补
课”。

网课改变了学习方式，
学生灵活学习不等于自我放

飞。俗话说“不怕同学是学
霸，就怕学霸过长假”，这个
漫长的寒假考验了学生自主
学习的能力。老师隔着摄像
头看不到太多学生的举动，
有些学生发挥自控力和自觉
性的优势，更能从网课中汲
取养分，有些学生则将网课
上出了“网游”效果。因此网
课在设计时需要加强如何让
更多的学生集中注意力，提
高学习效率。

网课改变了教育参与方
式，学校和家庭应共同承担
新变化带来的新责任。疫情
期间，学习管理和监督的任
务转移给父母，伴随着复工
复产步伐，“学校没法管，家
长 没 空 管 ”的 问 题 更 为 凸
显。未来，如何让新技术发
挥更有效服务，减轻而不是
增加学生、家长和学校的负
担，值得思考。

疫情期间，学校、平台、
教师、家长和学生尽力应对
挑战，创新教学实践；疫情过
后，随着线下教育秩序逐步
恢复，各方还应当继续携手，
推进在线教育的提质升级，
为促进教育公平和教育现代
化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新华社电

3月26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召开，《北京市
文明行为促进条例》提交二审，草案
二次审议稿增加了与疫情相关的文
明行为要求，包括在公共场所咳嗽、
打喷嚏时遮掩口鼻，患有流行性感
冒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口
罩，用餐实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
等内容。

3月26日《北京青年报》

在疫情背景下，《北京市文明
行为促进条例》增加了与疫情相关
的文明行为要求，包括患有流行性
感冒等传染性呼吸道疾病时佩戴
口罩，值得肯定。疫情期间养成的
文明习惯需要延续，这显然不能单
靠自觉，更应该用法律的形式加以
固定，并延续成为文明习惯。

其实，“流感须戴口罩”，即便
是在疫情发生之前，也应该执行。
可事实上，患了感冒戴上口罩者少
之又少。很多人建议，在疫情期间
养成的良好习惯应该延续下去。

养成文明习惯不仅仅需要宣传和
道德层面的提倡，更需要法律层面
的规定和执行。这样才能使大家
从不习惯到习惯，并逐渐成为“自
觉”行动。

由于疫情防控的需要，我们外
出戴口罩也成为习惯。有的公共
场合对不戴口罩的人员是拒绝入门
的，因为有防疫规定，人人都得遵
守。疫情退去之后，患上流感的人还
是存在的。只是有多少人会戴口
罩？即便是明知道患上流感，他们不
戴口罩出入公共场所，还会有人拒绝
其入内吗？如果有相关的法律规定，
再加上严格执行，就会使这项文明规
定保持下去。

不是所有的文明习惯都会被自
觉遵守的，也不可能因为一场疫情，
文明习惯就自然而然就养成了。疫
情只不过是一次考试，考出了存在的
不足，以后就是亡羊补牢的问题了。

“流感须戴口罩”需要每一个人积极配
合，并以法律加以固定，这样才能使每
一个人在这一文明习惯中获益。

就像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战阻击战，需要全民从“勤洗手，多
通风”等生活细节做起那样，筑牢
公共卫生安全防线这个“大目标”，
同样需要公众从使用公筷公勺等

“小细节”入手。否则，好不容易在
抵御新冠肺炎疫情等公共卫生领
域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就很有可能
因为“不洗手、不通风”以及“万筷
齐发”之类的“不拘小节”，致使“千
里之堤，溃于蚁穴”——细节决定
成败，“小细节”导致“大问题”的教
训，我们见得不要太多。

在家庭内部或者餐馆进餐，如
果不使用公筷公勺，无论是多双筷
子往菜盆里戳，还是彼此间夹菜，
都极容易导致流感、乙肝尤其是新
冠等多种病毒的交叉传播与感
染。这个道理，许多人并非不懂，
也并非不想改变这个“积习”。只
是碍于长年形成的习惯以及情面
等因素，对于使用公筷公勺，一时
半会“下不了手、改不了口”。

还有，说起来或许难以置信，
作为推广使用公筷公勺的对立面，
围桌共食、“私筷私勺”的就餐方
式，虽说有传统饮食文化作为“后
盾”，但细究起来，实际上许多人内
心“包藏”着对这种陈旧习俗“强烈
抵触”的情感。

“拾人牙慧”这个成语大家都
懂，比喻拾取别人的一言半语当作
自己的话，也比喻窃取别人的语言
和文字。古往今来，这种行为从来
都令人不齿。而牙慧的本义，是指
咀嚼后吐出来的饭菜残渣。某种
意义上，不使用公筷公勺，就相当
于将自己和他人的“牙慧”，以“私

筷私勺”作为媒介相互“交流”，为
多种病毒的交叉传播大开方便之
门，细思极恐。这种“拾人牙慧”给
人们在心理上带来的不适、在生理
上造成的风险，是不是比“拾取别
人的一言半语当作自己的话”更

“不齿”、更严重？既然在现代文明
与传统文化领域都被“鄙视”，对于
这种落后的饮食文化与传统习俗，
还有“抱残守缺”的必要吗？

因此，继非典之后本次新冠肺
炎疫情再次唤起人们对健康文明
生活方式普遍关注之际，大力推广

“甬城公筷”，不但符合现代健康文
明的生活方式，可大大降低病菌传
播与感染的风险、维护公共卫生安
全底线，而且有相当丰厚的群众基
础，可谓既时不我待，又适逢其
时。本次行动得到众多市民与餐
饮商家的积极响应，就是很好的佐
证。

当然，一口吃不成胖子，每一
种文明健康生活方式，被公众普遍
接受都需要有一个渐进的过程，推
广使用公筷公勺也不例外。目前
在“甬城公筷”行动采取先易后难、
先城市后农村、先公共领域后家
庭、先重点餐饮后小餐饮的思路与
做法，就更有利于公众接受与成果
巩固。特别是不久有可能推出的

“推广使用公筷公勺的餐饮机构将
被优先列入政府定点接待单位”的
举措，将进一步促进公筷行动的推
广，引导更多的单位与公众积极参
与，让使用公筷与早已“习惯成自
然”的饭前便后洗手等文明“小习
惯”一道，共同实现筑牢公共安全
卫生安全防线这个“大目标”。

街谈巷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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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时评

图说世相

严勇杰 绘

网课提质升级
要从变中学

三江热议

这样的“大题小作”恰逢其时
——从公共卫生安全说“公筷公勺”推广使用
胡晓新

“流感须戴口罩”：
以法律固定“文明习惯”
王军荣

为医院配送医疗物资、给隔离酒店里的客人递送食物、在
公共场所自动测温和消杀……疫情期间，各领域对智能机器
人的应用迅速推进。这波需求是短暂的非常之需，还是智能
机器人行业发展的新节点？

3月26日 新华社

疫情能否成为
智能机器人的发展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