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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到了晚饭时间，打开手机，看
看学校又推了什么微课。过去一年多时
间，很多定陶路小学的家长和学生，已
经习惯并喜欢上了这样的操作。
国家祺是定陶路小学一年级的学

生，在他上学前，妈妈马晓艳一直担心
他需要用很长时间来适应小学生活，但
开学也就一个月，国家祺已经成了一名
快乐的小学生。
“我觉得学校每天在公众号上推送
的微课，对我和孩子的帮助都很大。”马
晓艳说，学校每天推送的微课都很实用，
像一年级小学生的《饮水安全》《行走秩
序》《学具准备》《整理书包》等，孩子看了
就能用上。让马晓艳印象深刻的是《整理
书包》这节微课。此前，因为担心孩子会
装错东西，一直是她帮孩子整理书包。
“经常是我对着课程表焦头烂额地比对、
梳理，经常还会装错书本，而孩子在一旁
无所事事。”但学习了这堂微课之后，孩
子主动要求亲力亲为，自己来整理书
包，并且井井有条，不出差错。
学校的语文老师唐华婷做了不少

深受家长和学生喜欢的爆款微课，其中
一节是《练习本的使用》。做这节微课
时，唐华婷带三年级的学生。三年级的
语文作业开始使用30页练习本了，练
习本和一二年级使用的四线方格本不
同，没有生字格，没有拼音格，没有辅助
线，而且行距较窄，学生起初在上面写
字，自觉不自觉地就“飞”了起来，完全
没有规矩可言。经常教三年级的老师会
发现，原本能在田字格里工工整整写字
的学生，都变得写不好字了。
在这节微课里，唐华婷清楚地介绍

练习本具体的使用方法，从纸页的对折
到题号的位置，再到辅助线的画法、词
与词之间如何空格等，都很直观地呈现
出来，家长们看了也很明白，在家里也
可以更好地帮助孩子。
定陶路小学位于岛城西部老城区，

学生家长文化层次差异较大。学校对目
前的二年级学生在入校时做过一次家长
学历水平的问卷调查：本科不到25%、专
科27%、中专或高中学历21%、初中学历
26%，还有4到5名学生家长不会写字。
“我们都知道教育是一个系统性工
程，家庭、学校、社会作为人生的三大教
育课堂，缺一不可。”定陶路小学校长解
育红表示，学生家长的受教育情况，在
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于孩子的陪
伴，学校做过一个调查，家长能够很好
陪伴孩子的比例只有57%。
为了让家长更好地了解学校和孩子

的学习，更好地陪伴孩子，从2017年暑假
开始，学校开始筹建企业号微信平台，从

新生入校起，正式开启了在一年级尝试
使用“一部手机、一条微信、天天送你一
个好习惯”的课程资源，之后在2到6年级
相继推出了同样类型的课程资源。
解育红说，家长对于学校推送微课

的接受程度很高。学校通过企业号推送
到家长手机终端，在家可以随时与孩子
同看，不存在不会操作的问题，这种易
得性提高了家长参与度。
学校推送微课的时间充分考虑到家

长实际情况，问卷调查显示家长在家时间
段一般集中在晚6点至7点，因此学校选
择在这个时间段推送。考虑到小学生的用
眼卫生习惯，一个微课3至4分钟，一个年
级每天按照两堂微课进行推送，保持学生
观看手机的时间在10分钟以内。同时，兼
顾学生的兴趣进行搭配，一般在语文、数
学、英语学科中选取一个微课，在其他学
科和习惯养成课程中再选择一个微课，这
样进行循环，而且每天更换新的学科，保
持了学生和家长观看的兴趣。
此外，学校微课还保持了与学校教

育的同步性。家长在家给孩子讲解题目，
孩子总说：“您讲的不对，和我们老师讲
的不一样。”其实，家长很少会讲错知识，
更多的是家长讲解的语言与老师不一
致。如微课《认识教科书》最受一年级家
长欢迎，评价在第一位，究其原因就是家
长通过微课，认识到原来数学课本上的
这幅图就是情境图；书上的红点就是老
师讲解的例题，而绿点就是学生可以独
立完成的仿例题目……在和孩子交流中
容易达成与教师课堂用语的一致性。
据介绍，推行微课后，定陶路小学

家长陪伴孩子的比例由之前的57%提
升到近92%。

它“秒批”口算，那头它又涉黄或被孩子用来抄答案

是帮手几多成“帮凶”
一边控制孩子玩手机
一边APP作业不能缺

“很矛盾，刚把小孩的手机收了，老师
就布置App作业，咋弄？”
“家长控制孩子玩手机，作业布置在
APP里，鼓励孩子用手机？”
采访中，记者可以感受到一些家长的

纠结。而对于一些教育工作者来说，也有些
纠结。
今年4月，教育部印发的《教育信息

化2 . 0行动计划》通知中指出，教育信息
化要从1 . 0时代到2 . 0时代，实现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今年8月，教育
部等8部门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
视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其内容包括：
控制电子产品使用，家长陪伴孩子时尽
量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学校原则上使用
纸质作业；控制使用电子产品开展教学，
时长原则上不得超过教学总时长的
30%，等等。
“很多家长会把信息化教育和孩子
近视挂上钩，认为用手机和Pad是孩子
近视的主要原因。”从事教育工作的于女
士认为，近视主要是孩子学习时间过长，
用眼过度引发的，正常看书写作业看视
频，对视力影响不大。于女士的儿子从小
学编程，可以说和电子产品的接触时间
非常长，但因为于女士注意孩子的劳逸
结合以及用眼习惯，孩子一直到初三毕
业视力都是1 . 5。但到了高中住校后，孩
子一天到晚坐在教室和机房里，很快就
近视了。
李靖在市南区教育中心分管电子书

包工作。市南区从 2013年起试点电子
书包，目前每个学校至少两个电子书包
教室。李靖说，电子书包可以达到很好
的自我学习和分层学习效果，同一节
课，不同水平的ABC三个组的学习内
容可以是不一样的，而且学生们的学习
作业情况可以及时反馈到老师那里，让
老师对学生的课业掌握情况有很好的了
解。
李靖认为，在现在的信息社会，完全

阻止孩子接触电子产品是不现实的，也
是不必要的，大量的网络学习资源，可以
成为学校教学很好的补充。“刀是好刀，
要看用来干什么了。”李靖举例说，比如
现在流行的编程猫等软件，可以让孩子
很快就能搭建出一个程序，很容易做出
一个游戏来，可以抓住孩子的高峰体验。
“但在孩子使用电子产品的过程中，家长
要很好地陪同，要和孩子之间做好约定，
要把电子产品作为工具使用而不沉迷其
中。”
采访中，也有不少家长提到，希望学

校的电子作业可以布置到点儿上，不要
泛滥，更不要借着电子作业的由头，来帮
助进行商业APP的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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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小学的微课探索

〇孩子在手机上完
成作业效率高，比字面
上的作业完成得要好，
要快，不用逼着写作业。

〇现在孩子的很多
功课很难，年级稍微一
高，家长就辅导不了，有
了这些软件，帮了家长
的大忙。

〇孩子用APP学英
语，已经连续学了两期
两百天，每天早晨起床
后第一件事就是学英语
打卡，然后接受朋友圈
好友点赞。第二期结束
后主动又报了第三期，
英文水平提高很多。

〇 用手机 APP 学
习，里面很多内容设置
有趣，孩子就像闯关一
样，可以吸引孩子主动
学习。为什么一定要把
学习搞得那么累呢？快
乐学习不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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