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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共就两个学生，一定要好好教”

“这两个孩子住的比较偏僻，现在又太小，没
办法去镇上上学，我就这两个学生，一定要好好
教。”3月10日上午8点，溪口镇华阳丝金希望教
学点老师沈小平，动身前往学生舒云(化名)的家
里，去看看他的网课学习情况。

驱车半个小时，沈老师来到舒云的家，看到舒
云正坐在自己的房间里写着作业，沈老师欣慰地
笑了。舒云把这两天积攒的问题一一拿来向老师
请教，沈老师耐心地为他解答。

“沈老师很负责，开办网课后，经常过来指导
他。”舒云的奶奶告诉记者，舒云自小父母离异，爸
爸在村里做点零工维持家计，她负责照看他。上
半年上学的时候，舒云每天要走上半个多小时到
达村里的教学点上课，这次疫情，她很害怕小舒云
没学上。后来网课开始，邻居好心借网，沈老师又
多次来家指导，这才让她放宽了心，她很感激。

随后，沈老师又去了另一名学生李健(化名)的

家。据了解，李健家是建档立卡的贫困户，自上网
课开始，就一直很认真地进行线上学习。沈老师
来后，他又向老师询问了不懂的问题。李健的父
亲告诉记者，他的自制能力很强，学习也很好。

“以前我们这个教学点学生可多了，现在就这
两个一年级学生了，随着时代的变化，再过几年可
能就会没有了。”沈老师向记者说道。据了解，沈
老师已经在这里教学三十多年，溪口镇华阳丝金
希望教学点前身是华阳丝金希望小学，是上海东
方公司丝金集团1998年出资建造的，供原华阳乡
的孩子就读，当时有老师15名，学生近400名。
近些年，由于城镇化建设和布局调整等原因，学生
渐渐减少，到目前只剩下沈老师与这两个学生。
现在这两个孩子的语文、数学、美术等科目全由沈
老师一个人教学，用他的话就是从早到晚没有空
堂。谈及为何要坚持，他说，读书是大山里的孩子
最好的出路，更是山区农村最好的脱贫之路！

“只要他们还是我的学生，我就天天去。”

3月10日上午，溪口镇高峰教学点的汪韶华
老师结束对杨欣（化名）的“家访”，杨欣的奶奶告
诉记者，孩子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一直是她老两口
照顾孩子的生活。疫情期间，要上网课，她们也不

懂，还是汪老师不辞辛苦，上门指导，这才让孩子
及时上了网课。“他天天来，老师真负责。”杨欣奶
奶说道。

汪老师的另一名学生叫汪智（化名），当汪老
师来家里时，汪智正和爸爸坐在电视机前，一起听
网课。看到老师到来，听完网课的汪智立马拿出
习题，向老师请教。“在家里上网课就跟学校一样，
汪老师每天都会过来教我。”汪智向记者说道。

“家访”完这两个孩子，已是下午1点钟。汪
老师告诉记者，他从18岁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今
年已经58岁了，再过两年就要退休了。疫情过
后，这两个孩子也要转到镇上的中心小学了，这个
教学点也会没有了。他想趁着这段时间，多教一
点，让他们多学点。据了解，溪口镇高峰教学点自
2001年布局调整后，只设立一年级、二年级以及
幼儿班，其他年级的学生均合并到镇中心小学去
了，近几年只设立一年级。

疫情特殊时期，全市中小学生开展线上教学
活动，地处偏远山区的溪口镇，一些山里的孩子正
克服困难保证及时上好网课，不掉队不落单，在这
些偏远山区的孩子的背后，正是这些将青春奉献
给大山里的老师，即使在疫情期间，他们一家家地
走，一家家地教，用他们的爱，铺起贫困孩子的成
才之路。

“高三族”每日课程满满

每天早上7点开始晨读，8点开始上网课，
中午半小时复习，下午2点半继续上课，晚上6
点40分开始晚自习，刷题到深夜……这是宣
城中学高三学生凌慧2月8日后的每日作息。

“原定计划是2月8日前开学，因此我们早已经
上弦了，都说是最长寒假，其实哪里有休息时
间，不过是继续在家复习。”凌慧说，“什么时候
要做什么事情，班主任和各科老师会随时在群
里布置，每天按部就班就忙到晚上了，跟在校
时的作息基本一致。”凌慧告诉记者。

另一名宣城中学高三的理科学生曾维
晨与凌慧有着相似的学习日程表：每天早
上7点开始早自习，白天按照学校的安排进
行线上学习，再就是写作业了。曾维晨说，
作为高三学生，在家学习也丝毫不敢松
懈。“班级组建了QQ群，每天老师都会发一
些复习资料以及作业到群里，我们只需要
线上答题就可以了。”在他看来，疫情期间
其实也给每个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可供自我
安排的时间，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专项巩
固不懂的知识点，能把这段时间利用好，其
实对高考复习有很大的帮助。

父母长辈费尽心思做后勤

家住市区盛宇湖畔的小天是一名高三学
生。尽管不在学校，高三年级的两次考试，一
样没落下。“两次考试都是线上考试，一次是全
科考试，时间挺长的。”妈妈章女士回忆道，那
天她特地请假回家，当起了监考老师。“那次全
科的考试主要是测试各自的复习进度，查漏补
缺，我特地回去督促了。”

孩子辛苦，父母长辈肯定要做好后勤服
务。不过复工之后，章女士和先生实在没空在
家照顾孩子三餐，只好请爷爷奶奶来支援。“别
小看这三顿饭，可是做给费脑费神的高考生吃
的，营养均衡、荤素搭配什么的，都得考虑。”章
女士说道。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相对于高三学生，“高
三族”家长略显焦虑。龚女士的女儿今年要参
加高考，对于女儿在家学习的状态，龚女士颇为
担心。她认为，在家里，孩子一般都是独自一人
在书房内学习，电脑和手机全在身边，多少会有
分心的可能。“在学校里就不一样了，和同学们
一起学习，一起奋斗，有氛围也会更有动力。既
有优秀生的榜样在身边，又有伙伴可以交流探
讨，学习效果一定好很多。”龚女士说。

老师建议多从积极角度看问题

面对疫情对高考带来的影响，宣城中学高三
老师吴应枝提出了一些自己的分析。截至目前，
没有收到任何高考延期的信息，所以高三学生不
可在假期过于放松，相反要有一定的紧迫感；但
也没有必要为此焦虑，大部分学科都已在上学期
结束时完成了一轮复习，高三下学期就是在复习
巩固和完善细节，而这本就应该是学生自觉做到
的。他建议，高三学生不仅要做好高考冲刺阶段
的学习安排，更要调节好自身心理状态。

针对备战高考的艺术生，宣城中学老师葛
利群给出了具体指导。她指出，要参加校考的
同学需及时关注校考学校的最新动态和要
求。不再参加校考的学生，则应全力主攻复习
文化课，紧跟学校老师步伐，重基础抓考点。

“我们要有必胜的信心与疫情较量，这定将是
笔难忘的成长财富。”葛利群说。

假期延长，吴应枝建议，家长要花时间好
好研究高校的招生政策，政策清楚了，也就不
慌了；家长要学会欣赏孩子，适合的高校才是
最好的，帮助孩子及时调整心态；家长还要接
得住孩子的焦虑和抑郁，成为他们情绪的容纳
器，勿将自己的焦虑情绪传染给孩子。

本报讯 “安康码”出来
了，我市一些上了年纪，不会
用电子产品的老年人，怎么
学，怎么用？瞧，在一群爱心
志愿者的帮助下，很多老年人
学会安装使用“安康码”，扫

“码”通行。
在三月份学雷锋日期间，

广德市新杭镇团委积极发动
团员青年面向全镇广大群众
积极开展推广“安康码”志愿
服务行动，帮助身边的老年人
申请并学习“安康码”。“刘大
爷，手机下载皖事通，申请安康
码，可以亮码通行了。”日前，
90后共青团员杜晶晶一边拿
着刘大爷的手机帮他申请安康
码，一边耐心地教他申请步
骤。刘大爷的身后排着七八个
老人家，等着“老师授课”。

“老年人都上了年纪，这
些新技术又不懂，我们年轻人
理应帮助他们。”杜晶晶向记
者说道。“幸亏他们，不然我们
年纪大了，手机屏幕都看不
清，怎么会弄这东西，还是年
轻人办法多。”刘大爷一边接
过手机摸索着“安康码”的使

用步骤，一边高兴地说道。
据了解，刘大爷是新杭镇金
鸡笼村的村民，儿女都不在
身边，“安康码”推广后，一直
不会下载安装，着急了很
久。这下学会了“安康码”的
安装和使用，他别提有多高兴
了。这不，刚学会使用他就戴
着老花镜教身后的老年人如
何安装“安康码”。

当前疫情特殊时期，“安
康码”是本地化的“电子通行
证”，在出入小区、企业、超市
等可以通过亮“码”方式通行，
有助于提高防疫工作的科学
性、精准性。据悉，仅3月5日
当天，在广德市新杭镇就有
120余名团员青年参与推广
行动，帮助1200余名群众注
册、申领“安康码”。

不仅如此，在宣城市区街
头，记者也经常能看到穿着时
尚的年轻人在帮助老年人下
载“安康码”，并告诉他们如何
使用“安康码”，让很多不懂操
作的老人上了一堂“技术课”，
很快就会亮“码”通行。
（罗鑫 本报记者 陈华易）

这个寒假，一场抗击疫情
的战争全面打响，我市各校师
生也纷纷行动起来，以各自不
同的方式为这场战役加油。
他们创作、他们捐赠、他们参
加志愿活动……校方发出“别
样假期别样过”的号召，鼓励
学生在这个特殊假期主动去
收获特殊的成长。

文艺范

学生创作抗疫文艺作品

为进一步宣传预防疫情
的科学知识，引导大家科学防
控，孩子们利用学习到的防控
小知识，绘制出了一幅幅以抗
击疫情为主题的手抄报。各
中小学校通过校园公众号、班
级微信群等转发孩子们的作
品，呼吁大家理性应对、科学
防护、共渡难关。学生们还通
过编童谣、打快板、讲故事、诗
朗诵等多种形式录制原创微
视频，为爱发声。

绩溪县龙川小学学生章
嘉承自编自唱了一段朗朗上
口的绩溪话快板，制作成小视
频发在网上，普及疫情防控知
识，呼吁大家万众一心抗击新
冠肺炎疫情。宣城市四小民生
校区学生创作数百首抗病毒童
谣作品，在班级群中分享，争当
防疫小先锋。该校五（2）班邱
汪冉同学用说唱的形式将创
编的歌谣唱给大家听，六（1）
班何思凡同学用手语的形式
为武汉加油、为中国加油。

行动派

学生投身志愿服务工作

连日来，中小学生们纷纷
以写感谢信、制作爱心卡等形
式表达对白衣天使和逆行者
们的感激与崇敬之情，与此同
时，很多在家的大学生们积极
投身志愿服务，为防疫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就读于湖北黄冈师范学
院的陈冠宇从学校回家后被
隔离，在他隔离期间社区工作
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让他深
受感动。在家看新闻了解到
疫情的严重性，隔离期满后他
主动去社区报名参加志愿
者。每天在敬亭山林场村路
口防疫点，给村民们测量体

温、登记信息。陈冠宇说，这
个不一样的寒假让他获益良
多，尤其是在他执勤期间有企
业给工作人员送零食、饮料让
他觉得整个社会都很有爱。

市区各个小区的卡口处
都活跃着大学生志愿者的身
影，就读于宣城市职业技术学
院的方凡雪也是这些身影中
的一员。每天早上7点半方
凡雪就来到大唐御苑小区，除
了在小区卡口处登记信息外，
她还帮忙给居家隔离的小区
居民送日用品。方凡雪说：

“我很珍惜这次防疫志愿活
动，体会到了很多在学校学不
到的东西。”

新作业

老师调整寒假指导方案

日前，我市中小学面向全
市学生征集战“疫”走心微故
事，鼓励同学描写父母或是其
他家人奋战在抗疫前线的故
事，如医生、参与线上教育的
教师、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辅
警、小区保安、快递员等等，以
自己的感悟向这些平凡岗位
的逆行者致敬。

无独有偶，近日郎溪县青
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在线上开
展了“抗击疫情，为爱发声”公
益小战士召集令活动，老师们
隔空辅导，组织学生录制微视
频，倡导大家勤洗手、戴口罩、
不出门。“这是个很好的创作
时机，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及时
调整了寒假指导方案。”该活
动中心老师表示。

针对当下的生活状态，我
市奋飞中学的体育老师张荣
贵，创作了一套居家活力健体
操，通过线上的方式指导学生
们在家动起来。“希望孩子们
可以在家中做一些简单运动
来增强机体的免疫力，让他们
明白保护好自己也是为祖国
作贡献。”张荣贵说。

“人人参与抗疫情，用实
际行动向身边的人宣传抗疫、
积极支持抗疫，是一堂生动的
德育课。”市教体局基教科工
作人员说，在这次抗疫期间，
无论是学生们自发行动，还是
学校引领，积极的抗疫行动有
助于激发孩子们身上的社会
责任感。

广德团员青年手把手给老人上“技术课”

“咱老年人也会亮‘码’通行了”

特别的寒假 别样的假期
——我市各校师生开展抗疫行动速写
■本报记者 徐晨

“高三族”：战疫情 备高考

网课，一个都不能少
——溪口镇教学点疫期教学小记

宣州区溪口镇华阳丝金希望教
学点和溪口镇高峰教学点是我市目
前针对溪口镇山区孩子所设立的特
殊教学点，海拔在 200 米左右。现
目前两个教学点都各有一名老师和
两个一年级学生，老师负责学生的
所有科目教学。疫情期间，两个教
学点的老师，多次走访学生家里，了
解网课情况，进行线上与线下相结
合的学习模式。

距离今年高考，已经不满100天了。
“自主招生取消，因于疫情，开学一再延

迟……”最近，有关“这届高三学生太难了”的
热门话题在朋友圈频频刷屏，备战高考的孩
子们成为网友们关注的焦点。

“超长寒假”还在持续中——线上教育能
否很好地替代在校上课模式？如何缓解不能
按时复课的焦虑？怎样做好家庭后勤工作？
为此，记者走近抗疫期的“高三族”，一探究竟。

■叶婷婷 本报记者 徐晨 文/图

高三老师现场教学直播高三老师现场教学直播。。

■本报记者 陈华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