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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防控疫情的需要，我国所有大中小学都延期开学，并采用线上授课方式，启动“停课不

停教、不停学”。文章分析了疫情防控带来的教育变化以及“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出现的问题，分

析了出现问题的原因，同时指出要构建新的教育生态，需要形成科学的教育发展观，并推进建设现

代学校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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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ilding Educational Ecology unde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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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ue to the requirement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ll China's universities,

middle schools and primary schools have postponed school opening and initiated“school closure but

non-stop teaching and non-stop studying”by on-time teaching mode.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hanges

in education brought about by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the problems emerging from

“school closure but non-stop teaching and non-stop studying”, it also analyzes the reasons that lead to

these problems. The article also points out that in order to build new educational ecology, it is necessary

to formulate a scientific concept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to promote the establishment of modern

schoo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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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阻断疫情向校园蔓延，确保师生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教育部下发通知，要求 2020年春季学期

延期开学，学生在家不外出、不聚会、不举办和参加

集中性活动；各培训机构也按要求取消各类线下课

程。2020年 1月 29日，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

访时表示，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是当前头等重要

的大事，各级教育部门正按教育部和当地党委政府

统一部署要求，全力防控，坚决防止疫情蔓延，延期

开学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与此同时，为了使学

生的学习不间断，也为安排好学生在家的活动，各

地教育部门也为服务保障防控疫情期间中小学校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做了大量工作。［1 ］

按照教育部的部署,“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成

为全国各地应对疫情防控的共同选择。对政府的

社会管理来说，组织好线上教育、“停课不停教”是

安稳社会的一项措施；对学校、教师来说，“停课不

停教”是履行教育者职责，结合疫情防控对学生进

行教育；对学生来说，“停课不停学”不只是保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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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状态，也是展现青少年积极向上的风貌。学生

都居家进行学习，线下教育培训机构均暂停，这是

教育第一次面对这样的变化。据此，有不少舆论

认为，疫情防控下的“停课不停教、不停学”虽是无

奈选择，但对重建我国教育生态，也是一个“契

机”。

一、疫情防控带来教育形态的变化

毫无疑问，疫情防控下的教育形态发生了变

化，比较突出的变化有两点。

其一，在线教学变为“刚需”。由于学校延期

开学，线下教育培训机构也暂停开放，因此，在线

教学一时间成为“刚需”。在教育部的部署中也明

确提到，“不能面对面课堂上课，我们就搭建云课

堂，让孩子们在家也能开展学习”。［1 ］各地政府积

极响应中央号召，由教育管理部门牵头组织线上

授课队伍，部署线上教学安排和教学管理。一些

信息企业，如网易有道、VIPKID、学而思等多家在

线教育企业宣布将为在家休假的学生开通免费在

线教育课堂，助力学生“停课不停学”。阿里巴巴

集团旗下优酷、钉钉宣布联手发起“在家上课”计

划，给孩子们提供健康安心的学习环境。2月 10日
起，全国的中小学生登录优酷、钉钉 APP，即可免

费在家上课。［2 ］

其二，家庭成为学习的主阵地。延期开学，延

长了学生在家时间，相当于延长了寒假。为什么这

次延长的寒假会与之前有很大不同呢？这是因为

以前的寒暑假，我国中小学生大部分的时间并不是

在家里休假，而是用在上培训班上，而这个寒假，为

防控疫情，线下培训机构暂停，所有人都要减少外

出待在家中，因此，家庭就成为所有学生的学习主

阵地，有人戏谑地说，家长都成了班主任了。对此，

很多家庭并不适应，学生也不适应。

二、“停课不停教、不停学”

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是为了让学生能够居家

学习，取得与到校学习相似的效果。但是，从“停课

不停教、不停学”的具体实施看，却存在以下几方面

问题。

1. 把学生的学习片面理解为知识学习，更片

面地理解为在线知识学习

众所周知，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是我国的基

本教育方针。学生的学习，除了学习知识外，还包

括学会生活，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应该在知识教

育之外，给学生进行德育、体育、美育、劳育，进行生

活教育、生命教育、生存教育，尤其在疫情防控期

间，例如可以讲述医务人员的事迹、防疫常识，等

等。举国上下防控疫情提供了很多进行这方面教

育的案例。但是，全社会依旧关注的还是学生的知

识教育，而且是进行线上知识教育，连幼儿园、小

学，也兴师动众搞在线教学。

2.把在线教学理解为所有教师录课、上直播课

据媒体报道，从 2月 10日起全国 300多个城市

的 60万人民教师变身“主播”，通过在线课堂的方式

开展教学工作，预计覆盖全国5 000万学生。［3 ］对此，

教育部有关负责人在 2020年 2月 11日表示，“开展

‘停课不停学’、做好网上教学工作没有必要普遍要

求教师去录播课程。如果强行要求所有教师进行录

播，不仅质量上难以保障，而且也会增加教师负担，

并且造成资源浪费，这种现象必须予以制止”。［4 ］

不仅中小学如此，大学也存在类似情况。教育

部有关负责人在 2月 12日举行的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召开新闻发布会上特别强调，“我们特别不提

倡、不鼓励、不希望、不建议各高校在疫情期间要求

每一位老师都要制作直播课”，［5 ］然而，很多高校还

是依旧组织教师给学生上直播课，如清华大学 2月
17日上午第一堂课，全校共开设 155门次课程，涉

及 31个教学单位，其中 131门次课程使用雨课堂开

展授课。［6 ］

3. 借“停课不停教、不停学”违规补课、提前教

学

“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是针对延期开学而言

的，也就是说，在延期开学期间进行。可是，不少地

方的“停课不停教、不停学”却早在 1月底或者 2月 1
日、2日就开始了。2月 10日是少数省市原定的中

小学开学时间，还有不少省市的开学时间是 2月 17
日，甚至 3月 2日，但是有些省份也都在预定开学日

期之前开始“停课不停教、不停学”。从严格意义上

说，这就属于提前违规补课，如果再提前上新课，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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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属于违规抢跑提前教学。对此，有不少教师感

慨，这哪是延期开学，其实就是提前开学。这本是

应该严厉制止的现象，可地方教育部门却成为这些

教育活动的主导。

即便是延期开学期间的“停课不停教、不停

学”，有些学校也并非按正式开学的课表进行线上

教学。中小学延期开学本质是延长寒假，学校、教

师可以给学生推送学习资源，但是应把更多自主权

交给学生，引导学生做好自主学习安排。

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问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教育的“功利主义”。

毋庸置疑，疫情带来了教育形态的变化，但是

教育形态的变化，不意味着教育生态的变化。要透

过教育的形态去看实质。

把“停课不停教、不停学”理解为进行在线学科

知识教学，从本质上看，还是“唯分数论”“唯升学

论”的表现，教育部门、学校担心学生一天不学就会

掉队。值得注意的是，以前的寒假期间，教育部门

把学生负担沉重、大多在培训班度过的根源，指向

教育培训机构逐利和家长不理性给学生报班。可

是，在线下教育培训机构暂停后，为何教育部门就

“坐不住”，要在预定的开学前站出来“不停教、不停

学”呢？这表明，关注学生学习表现的，恰恰是地方

教育部门，因为学生的考试成绩、升学情况，是地方

教育部门最重要的政绩。

小学、幼儿园也推进在线教学，则把“功利主

义”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孩子的视力发育以及健康

学习习惯的养成来看，对幼儿、小学低年级学生进

行统一的在线学习是不适合的，但是，在“停课不停

教、不停学”旗号下，有的幼儿园要求家长下载

APP，按在线学习课表组织孩子学习，这完全无视幼

儿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涉及与教育机构的利益输

送问题。

其二，教育的“形式主义”。

把进行在线教学理解为让所有教师录课、上直

播课，缘于教育的“形式主义”。一些地方教育部

门、学校把此作为防控疫情的“教育作为”，而这是

对在线教学的错误理解。

在线教育的优势，是可突破时间、空间的限

制，实现资源共享。我国发展在线教育已经有十

多年时间了，不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都

积累了大量在线课程资源。放着这些在线课程

资源不用，要求每个教师自己上直播课，非但没

有突出在线教育的优势，反而放大了在线教育的

弊端。

在线教育不是把线下授课搬到线上那么简单。

要求没有直播经验的教师上网课，这些网课的质量

堪忧。不少教师就管对着镜头讲，不管学生学不

学，加之在线教育本就对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要求

高，把全体教师调动起来进行直播的在线教学，只

是看上去很热闹，既折腾教师，又折腾学生和中小

学学生家长，但实际教学效果存疑。

在线教学的个性化，不是由每个教师上直播

课实现的，比较合理的在线教学方式应该是利用

已有的在线课程资源，进行筛选、整合，推动学生

自主学习，教师则作为学生的“学业导师”，引导学

生做好学习规划，对学生进行适当的在线互动辅

导。

在这方面，上海面向全市中小学的在线教学方

式是值得肯定的。上海市教委按照“同一学段、同

一课表、同一授课老师”的原则，组织全市各学段、

各学科 1 000多名优秀骨干教师按课程标准录制相

关课程。课程以电视播放为主，无法收看电视的学

生可通过电脑、平板、手机等多种终端听课。对于

少数由于特殊原因确实无法通过电视或网络上课

的学生，将由学校“一人一策”做好托底方案，力争

不让一个学生掉队。［7 ］这追求的是实际效果，而非

形式主义。

三、构建新的教育生态

疫情防控给我国教育变革带来了“契机”。比

如，结合疫情防控对学生进行生活教育、生命教

育、生存教育，转变之前只重视知识教育的教育价

值观。再比如，通过“停课不停学”期间的在线教

学，探索新的学校形态，建立线上+线下教育新模

式，打破学校的围墙，开放办学。还比如，通过学

生居家学习构建新型的“家校共育”关系，从以前

家庭教育围着学校教育转到引导家庭教育回归，

重视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管理和自主规划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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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要抓住“契机”构建新的教育生态，则必

须消除教育的“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一方面要

形成科学的教育发展观，另一方面必须推进建立现

代学校制度。

科学的教育发展观是针对当前的教育政绩观

而言的。当前的教育政绩观，在基础教育阶段强调

分数与升学，具体表现就是“唯分数论”“唯学历

论”，在高等教育阶段，强调论文、奖项、成果，具体

表现就是“唯学历论”“唯论文论”“唯帽子论”。如

果这样的教育政绩观不能改变，教育形态的变化也

最终服务于教育政绩。像人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

术在教育领域的使用，就被用来监控学生学习，提

高应试成绩，而非发展学生。

科学的教育发展观要求教育回归本质，教师回

归本职。教育的本质是完善每个学生，让每个学生

生活更美好，不是搞竞技化，把学生分出“优生”和

“差生”，尤其是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必须是面向全

体学生的教育。教师的本职是教书育人，要立足教

师的本职，促进教师职业化、专业化发展，发展教育

必须尊重教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

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指出，“党政

有关负责人要牢固树立科学教育观、正确政绩观，

严禁下达升学指标或片面以升学率评价学校和教

师”，“对办学方向、教育投入、学校建设、教师队

伍、教育生态等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地方，要依法

依规追究当地政府和主要领导责任”，这需要切实

落实。

现代学校制度是学校坚持教育家办学，避免办

学受功利主义和形式主义干扰的重要制度保障。

具体而言，学校应该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而不是

一味围绕行政指令办学；学校内部行政权、教育权、

学术权应分离，教育事务应该由教师委员会（大学

的教授委员会）负责，学术事务应该由学术委员会

负责。如此，学校就会安心办学，坚持教育和学术

发展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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