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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临时通知改成线上教
学，学生们的课本还在学校怎么办？这
可能是不少学校都发生过的情况。

12月19日晚12时，象山县丹城第
六小学收到了全校核酸检测报告情况，
全校24个班级中隔离班级将达到11
个，隔离教师超20人。学校决定于12
月20日起暂停线下教学，并在第一时
间通过校讯通把这项通知发送给了每
一位家长。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变化，老师犯
愁了。“孩子们线上学习的书本、作业
本等学习用品还没全部拿走，这该怎
么办呢？”304班的班主任张昊阳当即
决定当一个“快递员”，第二天尽早去
学校整理学生们的学习用品，并分发
寒假作业，然后通知家长来学校门口
领取。他的提议也得到了很多老师的
响应。

早上7点左右，老师们就出现在了
教室。他们把每个学生课桌上的书本放
进贴着姓名贴的箱子里，然后用一个大
袋子把寒假作业装起来。忙碌了两个小
时，终于打包完毕。家长陆续来到校门
口，老师们分别将孩子们的学习用品递

给家长。
老师们一个一个接力送“快递”，从

教室到校门口两点一线来回跑。家长们
纷纷表示感谢。“为了孩子们的学习，
老师要忙着给孩子们整理物品，又要准
备线上教学，老师辛苦了。”

象山县丹城第六小学老师们的“温
暖送书行”只是一个缩影，记者了解到，
象山县塔山中学、象山县定塘中学、象
山县石浦镇番头小学等多所学校的老
师，近期都有过当“快递员”的经历。

“因为事情发生得很突然，所以
我们想过两个办法。第一个是采用电
子教材，第二个是距离相近的小区派
出一个家长代表来学校领取课本。”
象山县塔山中学校长张爱萍表示，最
终他们选择了第二种方式，是考虑到
原教材上可能会有学生的笔记。“让
学生拿到原教材会对他们的学习更
有帮助。”

象山县定塘中学的郭梦娴则表示，
由于临时改成线上教学，打包袋都没有
准备，只能去食堂拿装大米的空袋子。

“好在袋子很大，装得下这些课本。”郭
梦娴笑着说。

“我今天也发烧了，浑身酸痛，头昏
脑涨，喉咙有点痒，但还没有你说的喉咙
割刀片似的痛。”英语老师王丽吉说。

“你还处于第一阶段，我已经进入恢
复期了。”数学老师毛盼盼说。

“放心，有我撑着，实在不行我包班，
我带他们自习。”历史与社会老师王卫栋
说。

这是华师大宁波艺术实验学校903
班的数学老师、英语老师相继“中招”后，
聊天群里的一段对话。这周一，数学老师
毛盼盼出现了发烧症状，毛盼盼说：“当
时家里没有体温计，没有退烧药，所以也
不知道自己烧到多少度了，我就吃了点
感冒药。”同事们知道后，都很关心毛老
师，大家商量，如果上不了课，其他班级
的数学老师可以在直播时连上903班一
起。

“因为教学进度有些不同，我还是想
自己上。只要我还能讲话，我就要站好自
己的岗，上好自己的每一堂课。”毛盼盼
如是说。

上课时，毛盼盼头昏沉沉的，腰很

酸，有点坐不太住。虽然没有跟学生说她
的情况，但学生似乎也有所察觉。下课
后，有好几个细心的学生发短信来关心
了，这让她感觉很暖心。发烧第二天，虽
然说话时喉痛很痛，但毛盼盼依旧坚持
给学生上了网课。

带病期间，除了上网课，作为班主任
的毛盼盼还要负责给学生发各种通知，
关注学生的到课率，帮科学老师做好网
课的监督工作。毛盼盼解释说：“我们学
校网课是两个班级一起上的大课，一个
老师上课时，有另一个老师做助手，负责
监督上课状态，检查学生的到课率。”

该校校务服务中心负责人、903班
历史与社会老师王卫栋说：“这样的情况
很多，但为了更好地保障初三学生的正
常教学，学校紧急制定网课下的制度，老
师们相互配合，互相补位。症状严重的就
把课往后挪一下，尽量不耽误学生的学
业，坚持带病上课。老师如此，学生也是
如此。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刻，孩子们也
比任何时候懂事，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
习机会。”

从上周起，宁波海洋职业技
术学校的学生陆续出现了感冒发
烧的现象。为确保学生安全，学校
让出现阳性病例的学生回家，并
开展线上教学。

学校老师依然坚守在岗位
上，他们精心备课，准备习题，丝
毫没有因为线上教学而降低教
学质量。机械制图课的老师张国
商已五十有余，常年习惯课堂教
学，不擅长电脑操作。于是，他每
天在空荡荡的教室，对着支架上
的手机，激情澎湃地向学生传授
知识。

“对着电脑讲课没办法板书，
怕影响学生们的课堂效率，就想
到‘用手机录视频给学生看’这个
笨办法。教室是空的，但是心是热
的。”张国商认真地说。

张国商表示，他平日里看到
年轻教师们线上教学时都用电脑
软件进行直播、展示课件，方便得
很，所以也经常向他们讨教线上
直播的技巧，以备未来的需要。

“以前觉得板书很重要，现在觉得
会使用电子产品教学更重要。我
们老教师也要适应时代的变化，
把我最好的教学状态呈现给学
生，从而带动学生。”

12月20日中午，该校教师食
堂中每一个后勤部人员都穿着整
洁的服装、戴着口罩为办公室的
老师打饭，并由后勤部负责人员
送往各个办公室，盒饭荤素搭配，
非常丰盛。食堂负责老师鲍志英
说：“人是铁，饭是钢，特殊时期，
师生们的营养得跟上，吃饱了，吃
好了，也能提高免疫力。”

每天上午和中午，学校的后
勤部人员会对教学楼和学生寝室
进行大规模地消杀。该校执行校
长潘孝益说：“这一幕幕看似再寻
常不过的画面，温暖着每一个人。
也让大家坚定地相信，疫情总会
过去，我们都是一个大家庭。”

据了解，该校教育教学工作
已于12月 21日由“线下+线上”
全部转为“线上”开展。

家长们请张老师多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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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了坚持网课
家长的反应很温暖

张思颖是华茂教育小学四
年级的班主任，是学校里最早
一波“中招”的老师之一。上周
四，班级里两位同学检测出阳
性，周五全班转线上教学。周
五早上，她觉得嗓子有点痒，
上完线上课后，症状加重，下
午去医院做了单管，晚上开始
咳嗽、低烧。第二天上午，核酸
检测结果阴性，她松了一口
气，以为是普通感冒。但是当
天下午，烧到了38℃以上，全
身开始酸痛。“症状很像新冠，
所以周日的时候我在家测了
抗原，显示两道杠，还是没逃
掉。”

周一，张思颖的烧退下来
了，感冒症状更加明显，流鼻
涕、咳嗽。不过她还是有点庆
幸，应该不会怎么耽误网课
了。自己的语文课，加上与外
教一起的数学和科学探究课，
张老师一天至少要上三堂课。

“这几天上课的感觉就是气有
点接不上来，其他还好。”班上
26个学生，现在已经有 10多
个“阳”了，比例偏高。

令张思颖感到温暖的是，
这段时间来自同事、学校领导
和家长的关心。周一咳嗽着上
完一堂课，就有家长在群里让
老师多休息，哪怕停几天课也
没关系的。课并没有停，但家
长的理解和关心让她觉得一
切都是值得的。

相比小学部，华茂教育初
中部的老师“中招”比例更高。

“我们的老师大多数都出现了
症状。”学校初中部老师叶琳
告诉记者，本周二开始，各年
级都转线上教学，直至期末。
老师们症状有轻有重，但都坚
持线上上课，症状严重的老
师，会在上课开始的时候与同
学们视频见面，并告知同学们
自己的情况，然后给大家安排
好学习任务，让同学们分组讨
论学习，有问题再问老师。

叶琳自己也是症状较严重
的老师之一。周日发烧至39℃
以上，服药以后周一退烧了，
但周二继续高烧39℃以上，并
伴有浑身酸痛，之后烧退后感
冒症状加重。这几天，除了给
七年级学生上好自己的课，她
还会不定时进入初中部其他
老师的线上课堂看一下情况，

“这几年时不时发生的疫情，
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对网课
的适应都很快，效率比起三年
前高了不少。”

慈溪市上林初级中学阮超杰，是一
名社政老师，他教着两个初三班的《历
史与社会》《道德与法治》，和一个初二
班的《道德与法治》，上周六下午他确认

“阳”了。
在学校的统一安排下，本周一开始，

阮超杰开启了线上教学模式。由于初三
两个班教学进度一致，便并班教学，周一
至周五每天都有初三的课，初二则是周
二、周四上课，每节课45分钟。

“最难熬的时候已经过去，目前烧已
经退了，但喉咙还是不舒服。学生们也有
不少因确诊阳性或身体不适而无法听课
的。”阮超杰说，目前自己的身体逐渐恢
复，希望以更好的状态投入线上教学，不
落下孩子们的每一堂课。

慈溪市横河初级中学科学老师冯
筱霞，12月 21日结束两节线上直播教
学后，她高烧不退，浑身乏力酸痛，喉咙
痛，鼻塞，轻微咳嗽。这是她“阳”了的第
二天。

学校已开始线上教学。此前，冯筱霞
本来是只教八年级的，后来有一位九年
级的老师病了，所以她又跨年段接了一
个班级。

“顶着高烧、忍着全身的酸痛、扯着
嘶哑的嗓子给学生上了两节网课。实际
上，这样的老师不止我一个，希望孩子们
不要辜负老师们的良苦用心，认真对待
线上课程。”她说，做老师的，现在最放心
不下孩子们的学习和健康状况。

至于怎么“中招”的，她也说不清
了。据了解，除了教学工作，冯筱霞还是
分管安全的副校长，学校常态化的周
一、周四核酸检测，她每每都在现场，接
触病毒的机会比较多。也有可能前阶段
一直处于比较疲惫的状态，所以身体抵
抗力比较差。

对于当前状况，她仍保持乐观心
态：“既然‘阳’了，就保持好心态，希望
赶紧恢复，投入到正常的教学和生活节
奏中。”

最放心不下
孩子们的学习和健康状况

“实在不行我包班”
老师们互相调配课程

临时通知上网课
老师们化身“快递员”送课本

在家上网课、做作业，还要做饭、洗
衣服……这是象山县定塘中学初三学
生李雨菡的一天。因为她妈妈“阳了”，
爸爸忙于工作不在家，家里还有一个上
六年级的妹妹。她默默承担起“长姐”
的责任，除了完成学业外，还要进行必
要的家务劳动。

12月20日，是她妈妈“阳”的第三
天了。早上六点天蒙蒙亮，李雨菡就被
手机铃声叫醒，她需要做好全家人的
早饭。她蒸上馒头，然后从冰箱拿出鸡
蛋煎了荷包蛋。做好早餐，她叫妹妹出
来吃饭，再把早餐放在妈妈的房门口，
然后立刻全副武装，戴上手套，戴好口
罩，拿出酒精装备给自己消毒。

弄完这些，七点的早读就开始了。
“就感觉一天都很忙，下了早读就要马
上去晒衣服、洗碗。上完课就要马上去
做饭，虽然有妹妹帮我一起打下手，但
还是觉得时间都被占满了。”李雨菡表
示，她做饭是学着妈妈平时的样子，步
骤她都记得，虽然和妈妈做出来的味道
差一大截，但是妈妈和妹妹都称赞很好
吃。“一日三餐，原来需要这么多时间
才能完成啊。”

做完作业洗漱完毕，已经是晚上九

点半了，李雨菡躺在床上，感慨当“妈
妈”的一天真的好累。“没有自己的空
余时间休息，每天重复做一样的事儿。
但是我又觉得有些骄傲，因为疫情让我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舒适圈，我也可以是
家里的‘顶梁柱’了，希望在我的照顾
下妈妈能够早日‘阳康’。”懂事的李雨
菡说。

年长的老师不会上网课
对着空荡荡的教室录播

“操持一天的家务，让我理解了妈妈的辛苦”
初三的她成为了家里的顶梁柱

毛盼盼老师带病备课毛盼盼老师带病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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