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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20年注定是一个不平凡的一年,新冠肺炎的爆发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在此期间,师生共同度

过了一个漫长而特别的寒假。为了学生能安心在家学习,不落下教学进度,各个教育部门纷纷出招,将“停

课不停学”落到实处。网课、微课、名师课堂、直播等应时而生,为疫情间的学习增添了多种多样的方

式。本论文以D市J小学的三年级学生为例,分析疫情期间该校三年级学生居家学习的状况,分析其结果,

旨在能寻求更好的教学方法与策略,促进学生居家学习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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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信息化是当今时代的重要特征,也

是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必要途径。当前教

育改革正向纵深推进,通过现代信息技

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促进教育现代

化的发展。在疫情期间,各级教育部门坚

决防止疫情在学校蔓延,延期开学是其

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与此同时各地教育

部门也在此期间为“停课不停教、不停

学”做了大量工作。江苏省教育厅也指

出：延迟开学期间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

各级各类学校要充分发挥在线教育平台

和网络媒体作用,为学生提供辅导,做到

停课不停学。另外,江苏省教育厅组织专

家拍摄了“抗疫助学”系列课程,在“有

线电视端”和“网络端”同时播出,供中

小学生在家自主学习。各市也发挥出自

己的教育智慧,将名师课堂,网课直播,

线上辅导等落实到位。而这段时间有关

网课的话题估计能在广大学生和家长群

体中讨论的话题中占据热搜榜第一名,

成为了一个公众的话题。 

2 研究方法 

为了调查D市J小学三年级学生疫

情期间居家学习的状况,此次调查采用

了问卷为主,个别访谈为辅的方式,对

疫情防控期间学生居家学习情况进行

了调查。调查对象为D市J小学三年级在

校学生。 

2.1网上问卷调查 

在疫情期间,通过网上发放问卷调

查的方式对进行统计。本次调查通过网

络共发放问卷100份,收回有效问卷95

份。此次问卷从作业,网课及自我评价三

个维度来制定问卷,问卷设计及统计结

果如下： 

从数据中我们不难看出,大部分同

学能够按时观看网课,占调查人数总数

的96.84%。网课观看效果较高,但是有部

分家长反映有时候不能及时观看网课,

原因有下： 

网络卡顿。 

(1)家长工作或者有事情需要手机,

无法给学生进行观看,和网课直播有时

间误差。 

(2)家里没有安装无线网络设施或

者有线电视(因当地政府调控,此问题在

网课的中期已经解决)。 

(3)部分家庭在过年的时候回到老

家,无法进行观看。 

大部分同学基本能够及时提交当天

的作业,占调查人数的98.95%。学生上交

作业率较高,但是作业的正确率与完成

程度这个我们无法监测,但是在之后的

个别教师访谈当中,我的访谈问卷涉及

到了这一方面。 

根据数据显示,有90.53%的学生会

在上网课之前对网课内容进行提前的预

习。有93.68%的学生认为自己在上网课

项目 非常符合 比较符合 一般符合 不太符合 不符合

1.我能按时观看网课。 49 28 15 2 1

2.我会及时提交作业 62 20 12 1 0

3.我会提前预习 36 23 27 7 2

4.上网课时我会保持注意力 43 24 22 5 1

5.我可以掌握学习内容 39 25 27 3 1

6.我觉得上网课课比平时授课要好 22 13 22 22 15

7.我喜欢网课的学习 24 19 29 14 9

8.如不能观看网课,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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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我会保持注意力。证明参与调查的学

生学习习惯较好。有95.79%的学生认为

自己能够掌握每节课的内容。但是对于

网课内容的检测,只有通过教师访谈得

出作业的正确率如何。 

对于学生,觉得网课学习比平时授

课要好,核对网课学习的喜欢程度,在这

两点上见仁见智。觉得网课学习好的、

网课学习一般的、网课学习不好的基本

相差不大。对于网课学习的喜爱程度,

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想法。 

2.2个别学生访谈 

为了保证数据的真实性和正确性,

笔者分别选取了二个班的优等生,中等

生以及学困生,对于疫情期间居家学习

的情况进行访谈。分别是三(1)班的姜同

学,黄同学和武同学,三(2)班的周同学,

陈同学和许同学。 

访谈结果如下,姜同学反映,每天

的网课都能够及时观看,每天的作业也

能够按时完成。并且自己的父母也经常

给自己做指导。每天老师批改完的作业

能够及时的订正。并且认真的听第二天

网课之前,会认真听昨天作业的解析。

黄同学每天的网课基本能够及时观看。

每天的作业也基本能够按时完成,但有

的时候可能因为其他原因可能作业会

会延迟交。父母有的时候会查看作业并

进行询问。每天的作业在第二天老师讲

解的时候会进行订正。武同学每天的网

课能够及时观看作业每天也能交给老

师,但是老师批改下来作业率正确率很

低。且家长不怎么询问孩子的学习状

况。周同学每天在上网课之前,会在早

上对本节课的内容先进行一个预习。然

后下午再听网课。每天的网课和课后的

作业都能够及时完成,并且及时订正。

家长每天都能够在一旁进行监督与指

导。陈同学反映她的网课和作业基本上

一天不落,每天都交,但是因为网课的

速度比较快,到后面陈同学感觉到有的

一些内容没有完全理解透,所以在做作

业的时候感觉到有困难,可能需要寻求

家人或者老师的帮忙。许同学每天能够

观看网课,作业也基本能够每天完成。

但是由于网课并没有多种多样的形式,

许同学在网课学习过程当中容易开小

差,注意力不集中。从而对网课的知识

没有理解透彻。在做作业的时候感觉到

有点力不从心。家长因为上班不在身边,

只有爷爷奶奶在身边,所以在作业与订

正的方面略有欠缺。 

2.3个别教师访谈 

开学以来,采访了小学三年级的老

师,包含了语数英各科,对网课居家学

习的每天的作业批改与布置以及来返

校之后的学习情况进行访谈。本次采访

了六位老师,通过采访不难发现,部分

教师都反映,疫情期间每天布置的学习

任务班里有将近十人次不完成。部分老

师反映,网课作业批改情况较差。贺老

师说,在居家学习期间,作业多为抄写

词语以及网课同步的相关练习,抄写词

语等作业一般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与网

课同步的作业则两级分化严重,有的学

生做的正确率很高,但是有部分同学通

过其作业不难看出对网课内容并没有

真正掌握。孔老师在采访时提到,有部

分家长反映孩子在家不按时学习网课,

不做作业,学习十分被动,作为父母也

十分头疼。唐老师反映学生在家期间两

极分化较为严重。优等生的作业质量明

显要高于中等生及学困生,特别是学困

生在得不到好的作业反馈后,丧失自信

心,作业每况愈下。葛老师反映,大部分

学生的作业能够及时上交,但是部分学

生每天作业都交不上来,每天都要催,

到后面作业催的也不交了,每天催作业

催的心累。沈老师反映,有的学生的作

业不是很理想,她每天都要在群里把作

业解析再讲一遍,把需要掌握的重难点

进行总结,加深学生的印象,但是收效

甚微。 

3 研究发现 

通过调查和访谈不难发现,疫情期

间学生大部分能够观看网课并完成相

关的练习,但是学习的效率以及正确率

有待提高。特别疫情过后期间,学生的

两极分化较为严重,特别是一些学困生

跟不上网课的节奏,因此会上课走神,

注意力不集中,从而达不到网课的效

果。根据以上发现,笔者提出了以下几

点策略。 

4 建议策略 

4.1利用思维导图,帮助学生构建知

识框架 

思维导图作为一种思维工具,以层

级为基础展开,从一级主题出发展开分

支。借助关键词、图形、色彩等,最大

程度地激发大脑的联想与创造力,从而

培养学生建构知识能力和形成高级思

维能力。 

网课学习时间较短,且内容多为概

括,学生无法自主的对所学的知识进行

概括。利用思维导图,我们就可以很好

的做到这一点。思维导图就像是一座桥

梁,教师运用思维导图指导学生给学生

们的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利用思维

导图做“脚手架”,教师根据学生的知

识水平和特点,设置合理的知识框架,

从而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教师可以在

网课开始之前,利用思维导图,帮助学

生进行预习。教师在教授网课时,也可

以利用思维导图,导入本节课的主题,

也可以利用思维导图进行新单词的教

学,促进学生思维的扩散。在网课结束

之后,教师也可利用思维导图,进行文

章脉络的梳理从而达到复述的效果。也

可将家作设计成思维导图,让学生发挥

想象去完成自己的绘图,激发学生的创

造力与思维能力。 

4.2创新教学方式,不断提升在线教

学能力 

在调查中不难发现,单一的教授使

学生产生学习的疲劳感,学生对于网课

逐渐失去兴趣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的

事物上面,从而使网课失效。在线教学

过程中,老师应学习掌握在线教学技巧,

及时了解学生学习情况,做好学习督促,

保证在线课堂不跑偏,实现在线课堂可

控。在网络授课开始之前,教师备好课,

精心设计好每个教学环节。可以设计

游戏,也可以制作五颜六色、各种各样

的教具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与学生多

一些互动,激发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

性。只有教师不断创新教学方式,提升

线上教学能力,这个网络授课才有良

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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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调动学生积极性,训练良好学习

习惯 

俗话说的好,一个好的习惯受益终

生。我们今天对孩子的关注度过高,孩子

在心安理得地享受着父母的奉献,认为

学习与自己无关,学习是为父母而学,自

身的学习能力在不知不觉中退化。特别

在疫情期间,学生的自学能力得到了很

好的体现。而疫情期间正是锻炼孩子学

习积极性的最好时期。我们可以发挥在

线教学的优势,将课堂还回学生,要培养

学生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和思维能力。

对学生的学习进行适当干预,也可以帮

助学生树立良好的学习习惯。制定计划

表,收拾书桌房间,打造完美的学习环

境。学习自我检查作业,进行错题收集,

进行重点总结等。 

4.4注重劳逸结合,关注自身的学习

行为 

在居家学习期间,学习文化知识

固然重要,但也能让孩子学习更多课

堂以外的知识,比如正确的佩戴口罩,

注重个人卫生等。在学习之余,我们要

让孩子劳逸结合,多观看电视新闻关

心国家大事,了解在抗疫一线的白衣

战士以及及时运送物资的警务人员所

做的劳动与牺牲。鼓励孩子们多多锻

炼身体,让孩子们放松身心。一天网络

课程学习下来,真是身心俱疲,有时候

感觉比在学校上课还累。在网络课程的

学习过程中,也要适当的让身体动起来

的。利用网课的休息时间,比如做一做

眼保健操、身体运动等等,可以帮助你

缓解眼部疲劳和身体疲劳,保证自己能

够开展网络学习。 

在网课学习过程中也可以对自己

的学习行为进行奖励,关注自己的学习

行为,肯定自己的价值。对自己的积极

行为进行奖赏,会让学生更加多地投入

到学习的活动中去,形成一种良性循

环。学生给自己设定合适的学习目标。

根据自己的平衡点,找到跳一跳能够够

得着的状态。在这个标准下,只要每天

能够保持,那就会发现,自己在越变越

好。好的习惯一旦养成后,会促进学生

以后自身的发展。 

5 总结 

现代教育技术在很好的层面造福于

教育,而教育又会反作用于它。新冠疫情

下的“停课不停学”是一种创新,对于这

种线上教学模式我们仍有很多的方面去

探讨和研究,疫情带给我们带来新的挑

战,同时又让我们拓宽思路,探求新的生

活方式、学习方式。对于疫情期间学生

居家学习状况的研究我们仍有很长的一

段路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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