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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已渐行渐远，但这一年的很多事我们不能忘记。
这一年，疫情的阴霾始终不散，庆幸的是，校园内外守望相助，师生们用智慧、勇气、坚守，演绎出一堂堂精彩的抗疫之课；
这一年，“双减”落地一年，课后托管、课堂改革、作业改革，老师们创新课堂教学，给孩子们减量增质，让学校重新成为教学主阵地；
这一年，“教育共富”成热词，老师们跨山越海，有的支教援教，有的“跟岗”取经，尽力让同一片蓝天下的孩子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
2022年的教育故事有很多，那些感人的、艰难的、温暖的、热血的，都值得我们铭记。今天，我们记录这些，旨在给迈入2023年的脚

步增加力量！

2022教育生态

有艰难，更有温暖与力量

教师守望相助，为学

生尽力营造安心学习的

环境；学生们因为这段特

殊经历，成长成熟……当

大考撞见疫情，广大考生

全力逐梦，相关部门竭力

护考！2022年，很不一般，

疫情笼罩下的教育生态

有点艰难，但更有温暖与

力量！

这段特殊经历，加快了学生
们的成长和成熟。2022 年 4 月
19日，浙江万里学院的学生结
束了7天的校外医学隔离观察，
陆续转运回宁波市和学校继续
进行健康管理。那段时间，校外
隔离的万里师生们在陌生的环
境中感受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
关怀，收获了无数的感动。同学
们在离开前都把自己的房间打
扫得干干净净，还有学子自发用
手写信、手绘等形式，纷纷表达
对隔离点工作人员的感谢。有老
师感慨说，特殊的经历加快了学
生的成长和成熟，使得学生能更

好地践行责任和担当。
在家上网课、做作业，还要

做饭、洗衣服……这是 12月下
旬象山县定塘中学初三学生李
雨菡的一天。因为妈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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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一天很忙，但我又觉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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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体温38℃以上、甚至39℃以上、
浑身酸痛、咳嗽……年末的这一波疫
情，感染的老师不在少数，但是他们
中的绝大多数在“阳”了以后依然坚
持正常线上教学，他们守望相助，让
教学生活在非常态中也充满了温暖。

“我今天也发烧了，浑身酸痛，头
昏脑胀，喉咙有点痒，但还没有你说
的刀片割喉咙似的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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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商量，如果上不了课，其他班级的
老师们可以在直播时连上903班一
起上课。

同样，守望相助的情景也出现在
宁波市第十五中学实验校区。王麒铭
是该校初三年级的英语教师，阳了
后，他怕强撑着上第二天的第一节课
会影响教学状态，于是便找同事求
助。“没问题的，你上下午的课吧，上
午多睡会儿。”得到了肯定的回答，王
麒铭便放心地睡了个好觉。虽然到了
第二天，他也没有好转，但是下午上
课的确给了他一些缓冲的时间，尽可
能以最好的状态给学生们上课。王麒
铭表示，虽然发烧、喉咙痛的症状很
难受，但好在所有老师都拧成了一股
绳，如果实在坚持不了，可以和其他
老师换课或者调班。“我们老师之间
经常互相鼓励，这是一个难关，只要
我们守望相助，就一定能坚持下去，
冲出‘毒圈’。”

2022年有两场疫情下的大
考备受社会各界关注。2022年1
月初的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
平考试和普通高校招生选考科
目考试，和前不久的2023年全
国硕士研究生考试（初试）。

当大考撞见疫情，广大考生
全力逐梦，相关部门竭力护考，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应考尽考”
四字看似简短，但落实着实不
易，整个过程很难，但结果很暖！

2022年1月6日，浙江省普
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普通高校
招生选考科目考试举行。我市有
6.5万余名考生报名参加学考选
考，其中学考6.7万余科次，选考
9.5万余科次。为落实“应考尽考”
政策，我市教育部门携手公安、卫
健等多个部门，在全市各个隔离
点设置了多个“特殊考场”。

在 1 月这场疫情的风暴中
心北仑考点，为做好特殊时期的
疫情防控和考试组织工作，有关
部门通力合作为考生护航，北仑
区教育局成立了学考选考工作
专班，下设7个专项工作小组，
统筹各项考务准备工作。最终，
北仑全区共有4567名考生报名
参加考试，还有510名区外考生

在北仑借考。
在 12月 24日至 26日举行

的2023年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
中，宁波有2.1万名考生参加，分
布在11个考点717个考场。

这次研考是疫情防控“新十
条”实施后的首次全国性大考，
考生人数增加带来的组考压力
和感染人数不断上升的严峻形
势让考试实施面临前所未有的
挑战。为解决我省滞留省外或省
外滞留我省考生的赴考困难，有
关部门先后开展两轮跨省借考
工作，为7400余名借考考生集
中转运近8000份自命题试卷，
涉及全国30个省（市、自治区）。
其中，宁波共有807名省外考生
借考，宁波市教育考试院为他们
设置了单独考点，做到本地考
生、借考考生分类施考。

此外，教育、卫健、疾控、公
安、宣传、交通运输、市场监督等
部门和各考点的工作人员通力
合作，不遗余力地构筑起“防疫
保考”的严密防线，特别是卫健
部门，指导并参与考场防疫工
作，为考生们保驾护航。

2022年，是艰难的一年，但
艰难中蕴含温暖与力量。

这段特殊经历
加快学生成长和成熟

当大考撞见疫情
这是一场双向奔赴

教师们拧成一股绳
在疫情中守望相助

居家学习生活
也要有声有色

猝不及防的疫情让大家的学习
生活发生变化，打乱了正常的学校教
学计划，线上教学时不时成为不得已
的选择。如何让孩子们居家学习效率
更高、宅家的学生生活有声有色？各
所学校在新的教学形态下作出积极
探索。

2022年3月，新学期开学不到一
个月，疫情阻挡了宁波前湾新区部分
孩子上学的步伐。老师们动足了脑
筋，为孩子们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
居家学习活动。

为了调动孩子们探索科学的积
极性，宁波杭州湾新区滨海小学的科
学组老师们结合科学教材，给各个年
段的学生布置了不同的动手作业。三
年级学生的线上课程是《我们的过山
车》。孩子们在学习了过山车的设计
特点后，在家选择合适的材料来进行
拼装制作。六年级孩子的作品是《建
高塔》，孩子们就地取材，用牙签和胡
萝卜进行搭建，别看结构简单，一不
小心可能会前功尽弃。科学任课老师
王璐表示，通过这个活动希望能在设
计、制作、评价、优化改进的过程中，
培养学生正确的科学思维方式，增强
实践动手能力，成为优秀的“小小工
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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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的研考。

老师们克服困难进行线上教学。

孩子们的居家学习生活也有声有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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