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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早当家

沈阳“云开学”一周，教师们感触颇深，传
统的课堂教学模式被打破，云办公、开直播、新
设备调试、音视频剪辑、格式转换，新技能一一
被破解，教师们也变身成为“网红”“up主”“剪
辑师”“软件小能手”……

在家办公“恨不得有三头六臂”

备课、设计教学、讲课是传统学校教师们
的本职工作，但受疫情影响，中小学校开学被
延迟，为了让孩子们“停课不停学”，教师们不
得不迅速 get一个个新技能，重新思考和设计
教学方案。

腾讯会议、钉钉、人人通、录屏软件、音视
频制作软件、格式转换软件等等，近来，沈阳市
沈河区文化路第二小学德育工作负责人于慧
的手机、电脑里多了许多新软件，而且要逐一
摸索运用这些软件的功能，以方便“线上工作”
的开展。

于慧介绍，其实不光她一个人是这样，沈
阳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几乎都是如此。

从接到“停课不停学”的通知要求后，全校
上下就行动起来，作为学校中层干部的于慧更
是要求自己尽快掌握“云开学”后所必需的线
上技能，因为每个中层干部负责一个年级，指
导老师们运用软件工具做好线上辅导和内容
制作。

此外，于慧还要思考如何运用新技术开展
好线上德育工作，毕竟以往的校园德育工作都
是跟学生面对面的，转为线上后，如何设计才
能深入人心，一切都要转换思路重新摸索。

这段时间，于慧手机里七八个微信工作群
也是异常忙碌，很多工作需要部署、沟通、交
流。“开学这段时间忙得团团转，真恨不得自己
变成哪吒，有三头六臂，是孙悟空，可以七十二
变。不过现在好多了，开学一周，很多技术上
的问题在大家共同努力下一一解决，一切都步
入正轨。”

班主任线上直播课当晚失眠了

对于班主任张萌萌来说，这段时间自己在
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过程中也有了不小的
成长。

尤其是临近“线上开学”那段时间。收看
“沈阳云课”可以通过电视、网络等多种方式，
但调试设备、检索频道等步骤都是全新的，一

些家长弄不明白，班主任就得一一指导、解答。
而加紧设计好“线上辅导”内容也是全新

而紧迫的一项任务。按照以往惯例，教师要在
开学前就准备好开学前两周的课程，但“云开
学”的方案定下来后，准备好的一切都要推翻
了重来，因为3月2日开始，老师要做的不是讲
新课，而是指导学生预习性学习，课堂环境也
从教室变为网络平台，而且为了保护学生的视
力，每节课时间压缩到了20分钟。

如何防止学生“你上你的课，我溜我的
号”，如何运用网络新技术设计出能激发学生
兴趣的环节和内容，如何在短短 20 分钟内让
学生真正有所收获等等，这些都要细心去考
虑。

“以前我可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也成了
‘网络主播’。压力真的不小，上课时不仅有学
生们看着，还有学生的一大家子人看着，也许
一个不留神，自己的课就被吐槽到网络上了
呢。”张萌萌笑着说。

记得第一天的线上辅导课下来，她因为一
直保持微笑，整个脸都有点僵，心想“网红也不
好当啊！”在电脑前坐了好一会儿，脑子里一直
闪回着课堂上的每一个细节，当天晚上还失眠
了，一直在想哪些环节还能改善，做得更好一
些。

教学生做vlog激发榜样力量

其实作为年轻一代教育工作者，张萌萌是
比较善于在教育工作中运用新媒体的。

她自己开了一个微信公众号，跟家长分享
自己的教育理念，也让学生们有一个专属的展
示平台。在防控疫情的特殊环境下，这个微信
号也发挥了更重要的作用。

“与在校学习相比，在家线上学习期间学
生们很容易放纵自己，不能严格要求自己。所
以，这个时候他们更需要榜样的力量。”想到这
一点，张萌萌决定在家长的配合下制作一期微
信内容，就叫“宅家一日 vlog”，选取班级中宅
家生活安排比较好的学生录制视频，给其他同
学树立榜样。

录视频、配字幕、后期合成、图文编辑、设
计、排版等环节都精心安排设计。张萌萌从视
频网站上的 up 主那里取经，再教家长如何配
合自己提供内容，再亲自上手编辑，最后完美
呈现了这期vlog内容，并得到了家长们的一致
赞许。

家长们说：“一直为孩子在家混乱的作息
安排闹心，有了这个 vlog真好，孩子自己就知
道向小榜样学习了。”

孩子天天网上学习，视力保护问题也让家
长们担忧。对此，张萌萌老师也发挥小榜样的
力量，鼓励家长们把自己孩子做眼保健操和运
动的视频发到群里，彼此激励。

制作“微课”忙到凌晨两三点

很多人都不知道，老师们在家办公其实一
点不比去学校上班轻松。

班主任准备20分钟的线上辅导课所付出
的精力，跟以前准备一个星期的公开课差不
多。而大队辅导员老师为了让线上“小微德
育”课真正达到教育效果，也是在大量收集师
生和家长意见基础上几易其稿，还熬夜制作编
辑音视频。

为了让学生们宅在家里也能每天收获满
满，文化路二校发起了“新长征 再出发——晒
晒我的健康宅生活”微行动。

大队辅导员马岚老师以自己最近制作的
一期“微行动之《每周一问》读书的终极目的
是什么”为例介绍，从选题敲定、征集意见、
稿件撰写和修改，到内容录制和编辑，整个过
程凝聚了校长、主任、班主任、家长、学生等
许多人的智慧和力量。“在特殊时期没法与学
生面对面的情况下，我们设计的教育内容更
要多用心去思考，这样才能让最终呈现出来
的内容深入人心，让学生和家长都有所收
获。”

马岚老师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她不辞辛
苦地反复揣摩内容，并一遍遍地修改完善。对
于音频录制、剪辑、格式转化、后期合成制作等
新技术，她也克服困难，努力研究尝试，力争最
后能呈现出最佳的效果。正式提交内容的前
一晚，她一直工作到凌晨两三点。

在学校和老师们看来，“停课不停学”的这
段时间是非常重要的，老师们要竭尽所能帮助
学生们养成自主学习和自律生活的好习惯，帮
助家长和孩子建立起共同成长进步的亲子关
系。

老师们说：“虽然不能像医护人员那样战
斗在抗击疫情最前线，但坚守岗位做好本职工
作也是我们为抗击疫情所作的贡献。苦点累
点都值得。”

辽沈晚报记者 徐月姣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正在党旗
下庄严宣誓的高阳以及她的三名同事，脸上口
罩的压痕还清晰可见。

高阳是出生于 1992 年的小丫，她和三名
同事都是辽阳市结核病医院奋战在疫情防控
最前沿的“战士”。

“老护士”擅长处理突发事件

高阳出生于1992年7月，2014年8月大学
毕业参加工作,虽然年龄不大但已经是资深的
护士了。她曾代表医院参加卫健系统护理技
能大赛荣获团体三等奖、个人优秀奖；还曾获
得医院护理技能大赛一等奖、技术考核一等
奖、护士节征文比赛二等奖等。

此次抗战新冠肺炎疫情，她满周岁的宝宝
刚刚断奶，她就冲进了隔离病房。

“我年轻，眼神好，多细的血管我都能看清
……”在新冠肺炎病房里，一遇到疑难处置问
题，她总是第一个上去解决。

在病房里，高阳每天给患者发饭、输液、
发放口服药、抽血、测量生命体征等；除了正
常的处置外，还要对患者做好心理疏导；然后
再去帮助别人收拾卫生、摆放物品、准备防护
用具，一件一件摆好……在处理“突发事件”
时也是临危不乱，一次病房里需要给 6 名患
者做 CT，同时需要接一个新患者，还要给老
患者发晚饭，当所有的工作处理完她已在病
房里工作了 5 个多小时，“这样的妆容多难
得，来拍个照，留个纪念……”对着脸上的压
痕，她笑着说。

四名抗疫“战士”火线入党

“为确保党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
模范作用，我们成立了新冠肺炎病房临时党支
部，任命临时党支部书记和副书记，带领大家
在抗疫一线冲锋在前。”院方介绍。

经临时党支部和院党委层层把关、逐级讨
论，高阳、李霞、陈弘丰、吕岩 4 名奋战在疫情
防控最前沿的“战士”被批准火线入党。

“按照疫情隔离要求，医院党委分设两个
场地，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举办了一场简洁
而具有特殊意义的入党宣誓仪式，在党旗前，
他们庄严宣誓，光荣地成为中国共产党预备党
员。”院方表示。

辽沈晚报记者 隋冠卓

疫情到来，人们被迫宅在家里，心情难免急
躁，原本不起眼儿的家庭和邻里矛盾也随着放
大。桓仁派出所民警化身“谈判专家”，把一桩桩
纠纷化解。

一个巴掌打响的父子之“战”

2 月 24 日晚 9 时，桓仁派出所接到居民小王
报警，说是在自己家中被打。民警何焕洋、朱绍平
赶到现场一问，打小王的是他的父亲老王。

原来，老王平时就爱喝酒，一喝就多，常常因
此跟妻子吵架。当晚老王酒后又跟妻子吵了起
来。小王看不惯爸爸酗酒，顶撞了几句，就被老王
一巴掌甩在脸上。

看到民警，小王坚决要求处理父亲，而小王的妈
妈言语间还在维护丈夫。考虑到毕竟是亲父子，民警
决定对这事冷处理：先批评老王，然后给小王留下电
话，告诉他如果想处理老王，第二天给民警打电话。

第二天，小王没有来电话。
何焕洋电话回访，小王表示自己头一天情绪

比较激动，已经跟父亲和好，感谢民警的关心。

两盆鲜花引起的退换之争

3 月 2 日上午 11 时，桓仁派出所民警冯俊博
接到小邱报警说在花鸟鱼市与人发生纠纷。原
来，当日上午小邱买了盆花，因为花的卖相不好，
买一赠一。

可小邱把花拿回家后，其母亲说这花已经过
了花期。

小邱听了妈妈的话后，就把花拿回市场要退
掉。卖花的摊主不同意，俩人发生争执。

冯俊博问明白后，当场提出解决方案：两盆花
退还，小邱以同样的价格再买一盆正值花期的鲜
花，这样双方都达到了目的。

3岁小孩带来的邻里矛盾

2月29日上午晚10时30分，桓仁派出所接到报
警：丽水一区4楼居民家防盗门被楼下邻居砸坏。

民警程鹏宇现场了解到：住在4楼的于女士家中
有个3岁的孩子，在地上跑来跑去，影响了住在3楼的
高某母亲休息。高某上楼找，敲了半天没人开门，气
急之下一通狠踹，把于女士家的防盗门踹走形了。

程鹏宇当即劝说两家人冷静，要站在对方的
角度互相理解。“于大姐、高大哥，现在是特殊时
期，孩子憋在家里，作息时间难免不规律。但是老
人也需要好好休息，才能提高抵抗力。”

经调解，高某主动提出把于女士家的防盗门
修好，两家人达成和解。

辽沈晚报特派本溪主任记者 金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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