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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记者王菲菲、阿
依努尔、陈席元）4 月 13 日，包括南京医科大
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内的江
苏 3 所高校学生返校。此前，青海、新疆、山西等
地高校已陆续开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
已有近 70 所高校开学。

高校大学生跨地区流动给疫情防控带来巨
大挑战。特殊时期的大学开学及校园生活将如
何安排？

全程“点对点”接送返校，严格检测、

核验、消毒

10 日 9时许，从山西汾阳老家赶回太原的
山西大学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张永鹏，
一出高铁站便看到学校接站人员。测量体温、核
验身份、查看健康码、物品消毒……经过一系列
流程后，张永鹏和其他同学一起乘坐大巴车，回
到久违的校园。

“学校 3 月底就打电话询问返校意愿。确
定开学时间后，又沟通返校方式和列车时间，
很细致。”张永鹏说，早在半个月前，他就已在
学校开发的疫情防控 App 上每日填报个人健
康数据。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办的新闻发布会
上，教育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主任王登峰表示，高校复课，第一要错层
次，优先安排毕业年级及有科研任务的研究生；
第二要错区域，本地生源学生先复课，其次是外
地的、低风险地区学生，高风险地区的学生暂不
复课；第三是错时复课，每一个高校基本安排在
两周时间内完成不同年级、不同地域的学生
返校。

根据“三错”原则，青海、新疆、山西、江苏等
地高校陆续开学复课。高校开学和中小学开学
最大的不同，是生源的跨地域流动。王登峰表
示，高校开学要提供全方位防护，从学生走出家
门、搭乘交通工具，一直到进入校园，要进行全
程监控。

记者了解到，多地开通复学专列、专用大
巴，以“点对点”的接送方式确保学生安全顺利
返校。

江苏无锡、启东等地推出“点对点”客运服
务，开通省内高校直通车专线。江苏连云港将从
4月 17 日起正式恢复大学城的高校直通车，陪
同返校的家长可享受免费回程。吉祥航空为南
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生提供 40元优惠券，如果一
些出发城市乘机人数集中，还可包机返校。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开行复
学专列。在运行途中，乘务员每 2 小时监测学生
体温，并对列车消毒、通风、保洁。4 月 9 日 18
时 49 分，南疆 1324 名大学生乘坐和田开往奎
屯的 K6728/6725 次专列抵达奎屯站。

山西各高校也与铁路部门对接，让学生通
过专用列车车厢、专用大巴返校，并在火车站、
机场、汽车站等设立了接站点。

校园如何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高校里学生以及教学、管理人员数量大，集
体生活多且作息时间不统一，校园疫情防控需
要更加细致到位。

4月 13 日早上，记者在南京信息工程大学
校门口看到，交警、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忙着
维持秩序，拎着行李箱的学生们在老师指导下，
排队从 4 条通道进行体温测量后进入校园。

4月 10 日上午，记者在山西大学了解到，
学生进入宿舍前，要经过 3 次体温检测。进入宿
舍前，要更换口罩、对行李消毒、登记信息。学校
食堂严格按照间隔一米、排队取餐、一人一桌原
则布置。虽然只开放了部分窗口，但食物种类丰

富，不仅有米饭套餐，还有拉面、水煎包、瓦罐汤
等特色餐饮。

记者在新疆医科大学看到，学校为教室、宿
舍及公共活动区域均配备了口罩、消毒液等防
疫用品，教学楼、食堂、宿舍楼等公共场所门口
设置的测温设备，可自动快速完成测温。学生戴
着口罩，按地面粘贴的进出分流导图出入公共
场所，现场井然有序。

“学校已做了周密安排，物资储备充足，公
共区域全部消杀。之后还将对家属区和教学区
进行区隔，做好公共区域的消毒和管理。”山西
大学副校长卢宇鸿说，学校专门制定了应急预
案，一旦出现学生发热等情况，将在第一时间送
到定点医院。

作为首批开学的江苏高校，南京医科大学
3月底就组织进行了开学防控演练。该校要求，
返校学生需提前准备途中和开学至少 2 周内的
个人防护用品。

多所高校均禁止快递进校园，但多在校门
口设置专区用于快递存放。

记者注意到，一些高校还在细节上下功夫。
有的学校在公共场所专门安装了感应水龙头、
感应洗手液、脚踩分类垃圾桶等，减少交叉感
染。山西大学的超市位于地下，为安全起见，特
别安排在地面增设临时购物点。河海大学延长
餐厅、超市和公共浴室的开放时间，同时按规定
控制人员流量。

“特殊学期”如何上课、答辩、找工作？

据悉，多所高校均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开展教学，确保未返校的学生也能够同步
跟上教学进度。

新疆医科大学将授课时长由 50 分钟调整
至 40 分钟，实行一班一策、一课一策，精准制定
各班级教学方案。学校每间教室里都配备了直
播设备，老师在课堂授课的同时，利用在线教学
平台进行直播和录播。

不少大学生返校的心情除了喜悦还有急
切，尤其是对于正面临完成论文、寻找实习单
位和找工作的毕业生。

太原理工大学教务处工作人员高炜说，
实习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充分利用“实
验空间-国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项目共享平
台”等国家平台的虚拟实验资源。毕业设计和
论文已全部开题，进入指导环节。返校后，老
师在教室面对面进行指导。

多所高校表示，无论对本科生还是研究
生毕业论文，今年的要求不会降低，甚至更加
严格。太原理工大学对 2020 届本科生的毕业
设计和论文，在答辩前将全部查重，且进行质
量检查，合格后方可进行答辩。

同时，多地高校明确，对因疫情原因确实
无法按期完成毕业论文的情况，也将适当顺
延培养和学位授予时间，论文答辩也将采取
线上线下相结合模式进行。

3 月，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15 个学院的
2360 名硕士研究生，线上答辩率达 95 . 8%。
对受疫情影响未参加线上答辩的研究生，学
校和学院表示也将在正式开学后，组织线下
或线上答辩，并视实际情况增开校学位评定
委员会会议，保证论文质量。

针对备受关注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各高
校积极搭建网络求职和签约平台，努力将疫
情影响降到最低。

“今年学院有 1760 名毕业生，是毕业生
人数最多的一年。”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党
委副书记、副院长王磊介绍，学校为毕业生免
费开通了线上职业测评、职业规划平台、就业
指导直播课等服务。

太原理工大学在 3月举行了为期一个月
的“空中”双选会，共有 2539家用人单位和学
校 2767 名学生报名参会，提供招聘职位 13 . 3
万个。“我们 5 月份还将举办一次大型招聘
会。”太原理工大学学生处副处长李栩说。

高校陆续开学，“特殊学期”该如何安排

新华社天津电
（记者周润健）“安老
师，您不回来，我们
的学习怎么办啊？”
援甘教师安娜，原计
划在 2 月 24 日左右
返回甘肃清水县继
续自己的支教工作，
但突如其来的疫情
打乱了她的计划。
“孩子们，别担心，老
师在哪里，课堂就在
哪里！”心里惦念孩
子们的安娜在微信
群里说。

安娜是天津市
第二中学的一名老
师，怀着满腔热情，
2019 年 9 月到甘肃
省天水市清水县新
城乡中学开始了为
期一年的支教工作，
主要负责七年级的
数学课。

“停课不停学”，
疫情期间，为了不耽
误孩子们的学习，安
娜将课堂搬到了网
上。“因为担心信号
问题，我没有采用直
播的形式，而是以卡
通漫画的形式整理
了一些微课，每天发
到学生家长微信群

作为孩子们的作业。微课短小、有趣，主要以
预习为主，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安
娜说。

疫情期间，为了激发孩子们的学习主
动性，安娜告诉孩子们，这是考验大家自制
力，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机会。开学后，
她会对那些主动、自觉学习的同学给予表
彰。“孩子们学习的热情一下子高涨起来，
学习的劲头也足了，几乎每天都有学生在
微信群里问我问题。作为一名支教老师，这
也算在后方为战胜疫情出一份力吧。”安
娜说。

除了教授孩子们书本知识外，安娜还尽
可能帮孩子们拓展一些课外知识，开阔孩子
们的视野。“孩子们对知识的那种渴望，令我
感动。”安娜说。

像安娜一样，来自天津市第三十五中学
的教师夏忠敏也在清水县支教，担任丰望乡
中学八年级的物理老师。疫情期间，她也时刻
牵挂着那里的学生们。“虽然现在不能给孩子
们面授文化课，但网络将我们紧紧相连。”夏
忠敏说。

夏忠敏还积极开展网上德育教育。疫情
期间，在得知天津市第三十五中学德育处筹
备主题为“向战‘疫’英雄致敬”的线上主题班
会的消息后，夏忠敏多次联系两校，促成了线
上班会的顺利进行。“通过资源共享，线上班
会激发了学生的爱国主义热情，培养了学生
的爱国主义情怀。”夏忠敏说。

夏忠敏说：“疫情期间，孩子们经常在微
信群里问我何时回来，我能想象出他们那种
期盼的眼神和渴望的目光，我也盼着早日回
到他们身边。”

虽然准备课件、布置作业、解答问题占用
了很多个人时间和精力，但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提高了，与老师的关系也拉近了，夏忠敏和
安娜觉得很值得，也很欣慰。

夏忠敏由衷地说，她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来自全国各地的援甘教师都在用各自的方式
继续着支教工作，“待到山花烂漫时”，她期待
和同学们见面，再续师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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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记者赵琬微）“今天
线上开学第一天，孩子早
上 6 点 50 分自己起床，准
备一会儿早读上课，为她
点个赞。”北京市海淀区一
位家长在微 信 朋 友 圈
写道。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北京市中小学延期开
学。根据北京市教委相关
要求，从 13 日起，百万中
小学生开启居家防疫与线
上学科学习相结合的新阶
段，进入与“疫情防控常态
化”相适应的教学机制。

新变化：增加了
“刚性学习”内容

在北京一七一中学附
属青年湖小学，第一节课
是主题教育“强国一代，有
我”，在视频中学生分享了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哥
哥、姐姐”志愿者们的故事
和自己的居家生活。

一个 10 分钟的视频
用图片滚动的方式，展现
了照片集锦，“在书桌前伏
案、在客厅里跳绳、在厨房
做家务……”伴随着温情
的音乐声，数百位同学在
线上又见面了。

根据北京市相关要
求，13 日之前学生的任务
主要是复习巩固，13 日之
后要有序实施课程教学计
划。从语文、数学、英语等
“硬知识”，到音乐、体育、
美术、德育等“软素养”都
在课表上有所体现，授课
方式也包括电视、电脑、手
机等多种渠道。

根据相关安排，北京
市初三和高中年级的市级
学科课程从周一开始，其
他年级本周陆续开始。通
过歌华有线电视台、北京数字学校官网和腾讯、阿里、
百度、字节跳动、快手等多家互联网平台上线。

“在新的阶段，对学习知识的刚性要求增加了，要
求听懂、学会，达到国家课程标准的质量要求。”北京市
京源学校校长白宏宽说，同时对德育教育、体育锻炼等
内容依然没有放松，因此要求更高了。

新挑战：缩短学时隔空自律

北京市日前《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中小学课
程教学工作的通知》提出，要统筹处理好疫情防控与教
育教学关系，落实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保证教育教学
质量，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北京市教委要求开齐开足国家规定课程课时，此
外还对每天线上时间进行规定。小学阶段每节课不超
过 25 分钟，中学阶段每节课不超过 35 分钟。

北京市西城区初中生小越给自己画了一个画像：
“微笑中带着一丝疲倦的脸”。她说，长期盯着电脑不
适，不能和同学老师见面，心情真的有些烦躁，有时候
做梦都是蹦蹦跳跳去上学。

一位小学五年级学生的家长说，授课视频画面清
晰、教师在线答疑，看得出是经过精心准备。学校的推
荐课表从上午 7 点 50 分准备到晚上 8 点“亲子互动”
完毕，对需要上班的家长来说压力有点大。

“一节课的时间短了至少 5 分钟，该讲的知识点一
个不能少；一学期到校学习的时间已减少两个多月，该
完成的教育教学任务一项不能砍。”一位校长说，这对
教师的专业悟性提出很高挑战。

北京第十八中学校长管杰说：“线上新课学习是一
次艰巨的挑战，考验高度自主、自律的学习能力。因此
我们改变了教学方式，把教材章节改成主题教学，让学
生带着问题思考，尝试自我构建知识。”

新探索：重组课程和教学方式

北京市要求，新阶段的课程安排做到课程类型、学
科内容、实践与教学三个整合，围绕学生核心素养培
育，因地制宜做好安排。学校要模拟诊断学生居家学习
情况，精准分析学情，把握教学进度。

“一个学生告诉我，他喜欢用 1 . 5 倍速快进的方
式看教学视频。”北京市特级校长、大峪中学校长曹彦
彦说，这让我突然意识到，在新的要求下我们教学方式
发生了更深刻的变革，孩子们是信息时代的“原住民”，
相信在正确引导下，孩子们能用好这些新的学习工具，
适应这种学习方式。

北京市特级校长、呼家楼中心小学校长马骏说，这
次特殊的疫情，带给我们教育和教学方式很大的变化，
只有培养孩子们去探索、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才能更
好地迎接面向未来的教育。

一些学校开展个性化的学习探索。北京十二中打
造了线上“导师制”，班主任组织学生开展自主“选导
师”活动，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各科学业、目标状态、兴
趣爱好等作出选择。

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副书记、市教委新闻发言人李
奕说，这次线上学科课程给教学、给老师们提出了新挑
战，也提供了探索教育供给的机遇。即便未来疫情结
束，这种“线上线下混合供给”的教学模式也将持续发
展优化下去，激活更多教育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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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3 日，北京市朝阳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西坝河校区）三年级学生马紫涵在家中按照新学
期课表预习语文课程。 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新华社北京 4 月 13 日电记者 13 日从教育
部获悉，为减少人员聚集和流动给疫情防控带
来的风险，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要求新冠肺炎
疫情期间暂停恢复学校体育单项赛事、综合性
运动会等大型体育活动和聚集性活动，切实保

障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通知提出，各地各校要针对疫情防控要求，

统筹调整年度体育教育教学、运动训练与学生
锻炼活动计划，合理制定教学组织实施方案。

同时，充分利用网络平台，深入推进学校体育

教学改革，聚焦“教会、勤练、常赛”目标，注重
“教健康知识、传运动技能、练身体素质、育品德
意志”，不断丰富学校体育教学、训练、竞赛等组
织形式，减少人员聚集，帮助学生通过体育锻炼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教育部：暂停恢复学校大型体育活动和聚集性活动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记者马锴、宿传义、
丁磊）坐着校车走了近 200 公里山路后，木达
力别克·买买提居玛和吾兰别克·买买提居玛
兄弟俩回到了县城的学校，结束了因新冠肺
炎疫情而延长的寒假。

尽管路途遥远，但比起父亲买买提居玛·
阿布都热合曼，兄弟俩的上学路平坦多了。他
们的家乡新疆阿克陶县木吉乡，地处山高谷
深的帕米尔高原，牧民们冬季聚居在山谷，春
夏则赶着牛羊在山野间游牧。通往山外的牧
道狭窄曲折，基本没法通车，如不是得重病、
有急事，牧民一般都很少下山。

孩子们要到乡里的小学读书，躲不开少
则几公里、多则十几公里的山路。“我家住得
算近，骑毛驴都得一个多小时。”父亲买买提
居玛说，冬天上学往返两头见星星是常事。山
路难行，每个人都得带上午饭，一块苞谷馕，
再加两块酸奶疙瘩，算是最好的食物了。要喝
口热水，还得出去捡牛粪，添在教室里的火
炉里。

上学的日子苦，长辈又认定“牧民的儿

子只能是牧民”，买买提居玛小学五年级就只
好退学放牧。那些年，日子不怎么好过，守着畜
群，一家人平日里也不怎么舍得吃肉，“那时候
家里的开销全指着牛羊产羔，有几家舍得宰了
吃？”

幸好，父辈的苦日子没再延续。前些年，硬
化路面通到了村里，政府为了让牧民子女得到
更好的教育，将偏远山区的初中生和部分小学
生集中到县城寄宿就读。因为这项惠民政策，木
达力别克兄弟俩进了全县数一数二的雪松中
学，不光食宿全部免费，老师也不会再像牧区教
学时那样——“一个人教完所有课程”。

不过，走出深山到县城，路上还是要花好几
个小时。好在，兄弟俩每年开学都能坐着“专车”
返校。3月 23 日，新疆中小学全面开学复课。阿
克陶县组织教师和医护人员分乘校车，深入 4
个偏远山区乡免费接 1190 名学生返校。在过去
的 10 多年间，往返高原牧区的校车，常常出现
在牧民的视野里。

当天早饭后，妈妈帮着兄弟俩收拾行李，
除了书本和衣服，还要让他们带上包好的酥

油、酸奶疙瘩。木达力别克不肯带吃的，
“学校食堂饭菜品种多、吃得饱，校内超市
里啥都买得到。”
几年前，一家人迁入新居。因为买买提

居玛当上了护边员，每月有 2600 元的工
资，加上草场补贴和放牧收入，今年家里买
了“新车”——一辆二手越野车。收拾好行
装，买买提居玛开车把兄弟俩送到校车接
送点，给他们当了回专车司机。

午饭时分，兄弟俩坐上了黄色的校车，
在交警前导车的带领下向县城进发。出山
进城的主道是国道 314 线，早些年的砂石
路面颠簸不堪，还常被山洪、泥石流冲断。
2017 年，这条公路完成了升级改造，新建
的隧道和大桥让灾害频发的路段不再危险
难行。

山越来越远，路越来越宽，太阳还没有
落山，兄弟俩的“专车”已驶入县城，稳稳地
停在了校门口。这里，是他们走出深山、读
书求学的目的地，也是他们未来走向远方、
追逐梦想的出发点。

两代帕米尔高原牧民的上学路

▲返校学生在木吉乡校车接送点等待校车。 新华社记者丁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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