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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课不停学，云端共成长

——教育学院师生纪实

2020庚子鼠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神州上下万

众一心共御疫情。

疫情割断了学校与同学们“面对面”的交流，却隔不断我们与同学们“心与

心”的共鸣。疫情发生以来，学校根据教育部统一部署，推迟了学生的返校时间，

网上授课陆续开启，实现“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工”。

教育学院的全体教师和学生学习各种线上教学工具的使用，开展在线课堂测

试，为实现线上教学、云端办公做了充分准备。

疫情防控不放松，师生同上思政课

根据教育部社科司关于“全国大学生同上一堂疫情防控思政课”通知，按照

学校要求，3月 9日上午，教育学院领导小组在线召开了疫情防控思政课上课工

作会议，会议要求教育学院全体师生要通过网络直播在线观看，要做到不漏一人，

因为网络问题、手机问题等原因不能及时观看学习的学生，随后通过观看视频方

式，进行再次学习。全院教师可以在学院微信群进行学习讨论，辅导员和思政课

老师组织学生在班级群里进行讨论，并就讨论的内容感想形成总结及时汇报。

下午 2时 30分，教育学院 54名教师，1853名学生通过咪咕视频、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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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强国等软件进行了直播学习。对因为实习、家庭无网络信号等原因没有观看

的 5名学生，要求 10日上午 9点在线观看回播视频再次学习。

教育学院全体师生在学习结束后，通过学院微信群、班级管理群等在线进行

了讨论。此次思政课使全院师生感慨万分，受益匪浅。对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

央领导下此次防疫防控工作更加坚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更加坚定！无论是 90后的老师，还是 00后的学生都增强了“四个意识”，

坚定了“四个自信”，都能立足自身，为复兴中华民族而努力奋斗！少年强则国

强，相信我们在党的领导下，一定能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心系师生共成长，云端会议克时艰

3月 12日下午 3点，教育学院召开疫情防控期间辅导员工作视频会议。学

院副院长拓梅梅、院长助理王改莉、教学秘书师福荣及学院全体辅导员参加了此

次会议，会议由办公室主任王华东主持。

会议伊始，辅导员就各班学生健康摸排、重点学生跟踪、线上学习情况和问

题反馈与总结做了具体汇报。王改莉要求辅导员管理工作应更深入细致，稳扎稳

打。师福荣就线上教学问题进行了重点工作强调。

随后，拓院长对近期辅导员工作进行了安排和布置。第一，继续做好疫情防

控健康信息统计工作。第二，积极配合学校教学工作做好学生线上上课督促管理

工作。第三，每周与任课教师就学生线上上课问题至少保持 2次沟通。

最后，教育学院全体辅导员表示将以饱满的热情，协同作战，尽职尽责，不

负韶华，站好自己的每一班岗，确保疫情期间学生工作平稳有序，为打赢这场没

有硝烟的疫情战争而努力加油！

3月 20日下午，教育学院在WeLink会议平台开启在线教学研讨活动。院长

拓梅梅副教授，院长助理王改莉副教授，办公室主任、各系主任、学生主管及部

分教师代表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由教学秘书师福荣老师主持。

本次会议主要就四周以来线上课程的实际开展情况与具体问题进行汇报与

交流。就如何设计在线课程、线上教育教学如何实施，如何把控和提升在线学习

效果，如何更有针对性和切合性地指导学生个体的生活学习等相关问题，各位老

师都积极踊跃地发表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在会上，温馥榕、赵复婧两位老师就近期网络课程实施中的经验进行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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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们逐渐适应了网络教学这一特殊时期的教学方式。在课程实施期间，教师精

心准备，学生积极参与，师生适应良好，教学秩序平稳，有效的保证了教学质量。

会上老师们进行了激烈的讨论，老师们反映通过网络授课的形式，师生互动

良好，课堂气氛活跃、讨论互动热烈，拉近了师生的距离；线上教学迫切应该解

决的问题并不是如何监管学生，而是如何通过线上教学，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让学生主动学习，教师应充分利用各平台教学资源，改变原有的授课方式，调动

学生学习的主动性。

拓院长在会上进行总结时强调：“通过线上课程组老师的热烈讨论，解决了

很多实践教学中的问题。疫情期间，老师们克服了很多困难，努力学习使用多个

教学平台，丰富教学资源，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但同时，也要加强对学生在

线学习、自主学习的监督，思考如何加强我院的课程建设，完善网络课程体系，

提供丰富的线上学习资源。”

3月 26日，教育学院组织了疫情期间学生管理工作视频会议，学院副院长

拓梅梅副教授，院长助理王改莉副教授、学生主管及全体辅导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办公室主任王华东主持。

会上，拓院长传达了学校疫情防控会议精神，她强调要深入了解我院全体师

生情况，根据学生需求，优化管理模式，形成“思政教育+学业指导”相结合的

人文化管理理念。督促辅导员在疫情期间加强与在线教师的联系，时刻掌握学生

的学习动态，搜集整理我院优秀师生的典型事迹，针对家庭困难的学生和教师及

时做好帮扶工作。此外，根据郑小霞老师对于我院疫情期间学生的防控工作汇报，

拓院长要求所有辅导员继续做好学生事务管理，数据统计上报，做好思想政治教

育，疫情专题宣传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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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院疫情期间学生网格化管理，人文化育人，进一步强化师生责任意识，

扎实推进“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育”，实现疫情防控期间网格化全覆盖，确保

防控工作不留死角、不留盲区、不留隐患，为彻底打赢疫情阻击战打下了坚实的

基础。

疫情要防控，关爱不缺位

3月 19日上午 10点，教育学院党支部书记、副院长拓梅梅同志通过微信群

视频对 4名特殊困难家庭学生雷盼盼、员乐萍、沈道丽、蔡琴进行了网上视频慰

问，并通过微信转账方式，个人拿出 2000元钱给予 4名学生生活补助。党支部

副书记王华东同志、辅导员郑小霞同志参与了此次网上慰问。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教育学院密切关注疫情期间学生的身体健康和疫情

对学生各方面的影响，及时为学生送去学校和学院的关怀和温暖。在工作中，党

支部书记拓梅梅同志了解到教育学院 4名学生属于精准扶贫户，且家庭人员情况

构成特殊，此次疫情对这 4名学生学习生活影响较大，拓书记第一时间通过线上

视频对他们进行了慰问。

在慰问中，拓书记对这 4名学生近期学习和生活进行了了解，并讲述了自己

在困难时期的奋斗历程，同时鼓励所有同学要树立信心，不要被生活困难所压倒，

要好好学习，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同时将来要成为一个对社会

有用的人！成为一名有爱心的教育工作者！

学生们深受感动，纷纷表达了他们的感恩之心。他们讲到：在学校和老师中

他们感受到了家和亲人的温暖！自己一定会好好学习，学好专业知识，成为一名

教育工作者，要将这份温暖一直传下去！

爬山租房去，我要上网课

在疫情防控“停课不停学”的特殊时期，网络课程走进千家万户。对于一般

家庭的学生来说，上网课并不是一件难事，可限于网络条件硬件设施的制约，对

于偏远地区的一些同学来说，“上网课”并不是那么一件容易的事。

教育学院少数民族学子用自己的真挚情感为祖国祝福，以自己力所能及的力

量与各族人民并肩战斗，同时不忘学习本职，积极克服网络卡顿、时差等困难，

严格要求自己，以最饱满的精神参与学校组织的线上平台，开展专业知识学习，

展现出新时代大学生的责任担当和良好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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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障信息通畅随时联通，教育学院院领导、辅导员做到手机 24小时在

线，微信、QQ、电话，点对点联系到位，切实了解每一名学生，特别是偏远地

区少数民族学生的情况，全面做好所有学生的健康状况检测。教育学院对因疫情

致困的困难少数民族学生进行了摸排，针对困难群体，重点关心，及时帮扶。

在学校线上教学工作的安排下，各民族学生均克服困难，开始云端学习。

由于部分少数民族学生所在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时差”，“天未亮，上早

课”成为了一些同学的常态。

义西丁增是小学教育 1804班藏族

学生，家住青海省玉树市囊谦县多伦多

村，线上教学正式开始后，由于家中没

有网络，义西丁增每天徒步 1小时到山

顶学习，从未间断。义西丁增说：“我

不想因为一些困难就停止学习，我要想

尽一切办法克服困难，跟上同学们学习

的脚步。”

北少布宝是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902班藏族学生，家住青海省玉树自治州杂

多县。线上教学初期，由于村中没有网络信号，他每天爬山或到有网络信号的村

中学习。后来由于大雪天气出行不便，北少布宝在县里租了一间房子以便专业学

习，学习态度极其认真。北少布宝说：“我非常珍惜外出求学的机会，所以我会

努力学习，不辜负家人对我的期望。”

艾皮克尔·阿布力肯木是教育学院小学教育 1803班维吾尔族学生，来自祖

国西部的喀什。由于地处喀什地区，两个半小时的时差也成为了艾皮克尔线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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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最大困扰。线上教学初期，辅导员

非常担心艾皮克尔的出勤情况。经过沟

通，艾皮克尔主动将担忧和焦虑向辅导

员倾诉，辅导员给了他很多鼓励和指导。

现在的艾皮克尔提前订好闹钟，每天早

上提前两小时起床准时参加线上学习，

任课老师对他进行了多次表扬和鼓励。

正如辅导员所说，只要心里对学习有追求和信念，这些问题都可以克服。目

前，艾皮克尔已经克服了时差的困难，适应了新的学习方式，相信这个阶段会成

为他学习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段回忆。

愿疫情过后，所有的一切都能回到正轨——街上车水马龙，校园里书声朗

朗，……

春天如期到来，让我们用心感受，用爱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