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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初，始发于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席卷全国，这
次新冠肺炎疫情给人们的教育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和挑战。在教
育部响应“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号召下，互联网+ 教
育的深度融合，以在线教育为载体的居家学习中成为全国上下亿
万家庭的必备选择。农村学校，在此期间也积极响应并参与其
中，笔者就自己所在的九年一贯制学校疫情期间居家学习情况及
教学质量提升的对策与建议作简单分析。

1  问题
笔者所在学校是一所农村九年制学校，受农村各方面条件限

制居家学习较之城区学校不可避免存在着短板。
1.1硬件条件参差不齐
学生硬性条件参差不齐。对于农村来讲，特别是偏远地区

的很多家庭不具备上网条件；一部分家庭仍然使用闭路电视，
没有网络覆盖；一部分家庭使用手机移动或者电信流量，资费
较高，线上教学时长得不到保证。

1.2监护人素质参差不齐
线上教学期间，对于学生的监管成了一大难题，农村学校

有大部分家庭对孩子学习“期望值低”，监管不力。很多时候
遇到学生迟到、缺课、不提交作业、知识不过关、复习不打
卡老师第一时间自然就要联系监护人，请求家长能够配合老师完
成对学生学习的监督。大部分家长刚开始很主动积极配合，但时
间长了，就会有些家长对配合老师的监督产生懈怠心理，甚至有
家长会拒绝与老师沟通。教育从来都是“师生双向互动”，教师“单
相思”、“一厢情愿”，线上教学质量难以保证。

1.3学生自律性参差不齐
笔者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农村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部分孩子

是留守儿童，学习习惯、生活习惯较之城区孩子差距甚大、平常
线下课堂自律性就差。线上学习期间有的学生打开直播假装听课，
人机分离，实际上是老师唱“独角戏”；还有的孩子躺在床上、坐
在饭桌旁打开手机听课随意，作息时间黑白颠倒。总之，线上教
学期间，学生的坏习惯层出不穷。

2  影响线上居家教学成绩的因素
2.1学生层面
疫情期间，学生们从在校学习转变为在家线上学习，学生需

具有自主学习能力，恰巧，农村学生在这一方面的短板就显露出
来了。同时，网游的出现暗示了部分学生对学习的时间保证，久
之孩子们的学习兴趣、知识欲求、师生情感亦就衰减。

2.2教师层面
疫情期间，教师的教学方式发生了转变，由线下教学转变为

线上教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教师都愿意接受在线直播的教学
方式，特别是年龄偏大的教师，对产生技术恐惧；线上教学的效
果，受教师教学设计、知识呈现方式、课堂互动、课后复习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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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农村学校教师教学水平参差不齐，影响了教学效果，从
而影响了教学质量。

3  对策与建议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提出：“政府--- 学校一家长一学生”

四位一体的解决策略。总体思路：一是政府加大投入，保证学
校特别是农村学校实施线上教育的软硬件条件；二是转变教师学
生以及家长线上教学学习的观念；三是实现学生学习观念和方式
的转变；四是实现家长主动担当起教师的部分职责和积极配合教
师的转变。遵循这一思路，我们必须投放若干促使居家学习质
量提升的积极因子。

3.1教师亟需更新教学观念
一是要帮助教师消除对在线教学的错误认知。要消除部分老

师们对在线教学的教学效果持质疑顾虑，要从内心触发教师对在
线教学的认可。二是帮助长期习惯于在校课堂教学模式，对新
的教学形式产生排斥心理的教师，需要学校技术人员耐心指导，
帮助教师快速掌握线上教学方式，消除对技术应用的恐惧心理。

3.2学生学习观念和方式的转变
一是学习环境和学习心理的转变。居家学习使学生无论是学

习环境还是学习方式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没有教师对自己的监
督，没有了同学之间的相互比较，这导致部分学生失去压力对
学习产生了放松心理。教师应该及时对学生进行心理辅导，让学
生认识到改变的只是学习方式而不是学习态度。二是帮助学生加
强思想疏导。虽然是居家学习，但学生迟到早退等问题不能把所
有问题，一切责任都推给家长。一味指责、批评只会适得其反，要
及时与学生交流、沟通，要走进学生心灵。

3.3加大支持，完善软硬件条件
中小学校是实践在线教学质量提升的行动力量。疫情期间需

提升在线教能力；学校技术指导人员积极主动给予教师线上教学
技术指导；学校管理人员要以身作则，配合教学指导人员推进工
作，制定校本在线教育政策，规范、激励教师的在线教学实践行
为，促进学校在线教学的整体推进。

总之，疫情时期，“停课不停学”，在线教学是保障学生有学
可上的有效措施。现代信息技术背景下，农村九年一贯制学校的
居家学习、线上教学质量的提升，需要全方位、多系统思考。要
综合从政策、管理、激励措施等方面，形成“政府---学校一家
长一学生”四位一体的解决策略，以期提高线上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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