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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了亮眼操，开始准备第二节课；第
四个闹铃是10点35分，经过了眼操、
体育活动，提醒在10点40分上课。
只有闹铃还不够。刘娜的电脑上

安装了两款软件，一个是她语文课的
直播软件，另外一个便是儿子的网课
软件。只要儿子的网课一上线，电脑
桌面立马会弹出对话框，提醒帮孩子
打开视频。如果夫妻俩都在忙，未注
意弹窗信息，就基本宣告儿子的网课
要迟到了。
耽误了儿子网课，刘娜心里不免

感觉内疚，可转头看到儿子玩得正
嗨，就跟没事人一样，这种内疚顿时
变成无奈，对着儿子就是一通抱怨：
“三年级了还弄不好网课，还得靠爸爸
妈妈替你盯着……你赶紧回学校吧，
我还能清静清静，就不用管着你了。”
一听这话，儿子觉得冤枉，嘟囔

着进行反驳，“你总说我！本来就没
弄明白，还总是挨批评。”那一副委
屈的模样，让刘娜看了又想笑，“你
应该早晨7点上课，一直到晚上7点
下课。”听到这话，儿子一扭头，不吱
声了。
“他还是愿意在家上课，毕竟爸
妈就陪在身边，也不被局限在座位
上。”是老师也是母亲，刘娜其实非
常理解儿子的心思。

立下“新家规”

三个不同的空间当中，回
荡着不一样的声音，三人彼此
间也形成一种默契，只要一个
人在上网课，其他家庭成员的
动作就得小心翼翼，或者干脆
不去打扰。

有时候看儿子上课，童云飞忍不
住想，儿子的网课有唱又有跳，这个
课堂似乎更欢乐，反观他和妻子二
人，则是天天围着题目、分数打转。
为上好每一节网课，夫妻俩总是

严阵以待。只要出现在镜头前，童云
飞就穿得很利落，一边在手写板上写
板书，一边滔滔不绝地讲解，有一股
线下上课的劲头，“甩开膀子讲更有
感觉。”
儿子好奇爸妈上网课的样子，偶

尔偷偷地推开一条门缝看，一副古灵
精怪的模样。就在几天前，他一下推
开了刘娜房门，虽然轻轻地喊了一句
“妈妈”，可声音还是传进了麦克风，
引得正在线上听课的同学笑起来，还
一个劲儿地嚷着“带他跟咱一起上
课……”
刘娜觉得不好意思，只能连连回

应说：“不用不用，他还有自己的
课。”
摄像头和麦克风实时开启，时间

一长，让三人在家的行动自然而然形
成了“规矩”，“如果要进房间拿东西，
先是轻轻地推开房门，指一指电脑摄
像头，询问是否正在开着。倘若处于关
闭状态，那就大摇大摆进入，否则就得
轻声地关门，避免干扰正常课程。”
至于下课忘记关麦克风，这种现

象虽然极少发生，夫妻俩还是会互相
提醒，这也是家里的“新规矩”之一，
毕竟遭遇过一次尴尬。
就在刘娜上网课的第一个周五，

从7点50分至8点20分，激情十足地
讲完一堂课，恰好赶上外出的童云飞
进家门，“老公，你回来了……”便意
犹未尽地跟老公聊起天。
不一会儿，刘娜的手机微信就震

起来，打开一看，全是语文课代表的
信息，定睛一看，是告诉自己忘了关
闭麦克风，刚刚夫妻俩的对聊，成了
一场线上直播。还好，当时多数学生
都已经退出了网课直播间。
“网课时间短、任务重，有时候

讲课正起劲，时间不知不觉就过去
了。下了课又去看学习安排，就把关
麦克风的事抛之脑后了。”此后，一
家人立下了这条规矩，下课嘱咐一
句———“及时关闭设备。”

指日可待的日子

早日回归校园，这是三口
之家的心声，也是众多学生的
期待。童云飞有时会忍不住想，
在学校上课的日子至少打心底
有一种踏实感，有一种陪在学
生身边的真实感。

“我就是要吃好吃的！”儿子开
始表达抗议，餐桌上就一个菜，一人
一碗米饭。
3月 21日，童云飞仅有一节网

课，11点5分到11点35分，这节课在
一周之前就跟学科组进行了集备；刘
娜上午两节课，第一节9点20分至9
点50分，第二节10点20分至10点
50分，课后还有一番总结。夫妻俩此
前约定谁先下课谁做饭，可当天筹备
午饭的时间有点来不及了……
“忙起来也没有办法。”众所周
知，高中老师的节奏很快。平日里，
两口子总有一个在早晨提前到校，午
饭又都在校解决，全家每周只有两三
天能凑齐吃晚饭。现在，一家人居家
网课，按照小学上课时间表，儿子下
午三点多放学，可夫妻俩都还忙着，
小家伙只能坐在客厅写作业，或者干
脆到小区里玩耍锻炼。
这不，儿子突然提出了一个想

法，“要做家里第三个炊事员”，这有
点让夫妻俩喜出望外，干脆地答应了
下来。
“他有这个积极性，作为父母自
然支持。这样一来，即便我们都在
忙，他也不至于一直饿着。”趁着没
有网课的空当，刘娜指导儿子做起了
西红柿炒鸡蛋。从来没有使用过打火
灶，调料的剂量也没有把握，更不知
道如何掌握火候，看着儿子手忙脚
乱，又拒绝她上手的样子，刘娜只能
哭笑不得地干着急。
当这盘西红柿炒鸡蛋端上桌，夫

妻俩可是给足了面子和鼓励，直接一
个风卷残云。“不管饭菜味道如何，
我们已经感觉很好了。刚刚10岁的
小男生，自己掌握了一项技能。”对
于儿子不断地成长，童云飞打心底感
到高兴。
对于工作忙起来顾不上儿子，童

云飞和刘娜也做了反思，当儿子想跟
俩人亲近的时候，实质性的陪伴没做
到位。
如今，刘娜学会了一首《顽皮的

杜鹃》，跟着儿子一起做课间操，做
起广播体操有模有样。为了督促儿子
多运动，童云飞在手机上装了一款锻
炼软件，打卡跳绳的次数和动作。跳
绳次数不够，甚至跳绳动作不合格，
软件都能及时识别、监测到，“还挺
有意思的”。
陪儿子跳绳打卡的过程，也给了

童云飞一些启发。虽然学校足时开齐
体育课，安排学生居家期间跟着视频
练八段锦，可学生是否真正参与其
中，这在心里总有一个问号。“让高
中生每天打卡不太现实，但后续可以
研究一下，让老师通过网课的方式，
带着学生运动起来，既锻炼身体，又
能起到监督作用。”
“什么时候可以回学校？”“上网
课的日子早点结束吧！”近来，这是
童云飞听到最多的学生咨询，就连儿
子也开始盼着与同学重聚，回到可以
嬉笑打闹的校园。
“回去的日子，应该指日可待
了。”童云飞在线上回复道。

(上接A09版)

童云飞一家三口对着电脑做体育锻炼。

家里挂着三张课程表，每天睡前三人都会盘点一番。

高中老师的节奏很紧，儿子当起家里第三个炊事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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