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你和你的工作机构如何应对疫情？ 为渡过危机采取了哪些措施？ 

 

在此次疫情中，学校和校外教育机构都受到了很大冲击。中国所有的学校和培训机构

都停止了教学，学生只能待在家中。作为民办学校，家长已经支付了学费，学校有义

务必须将教学用新的方式持续下去并维持教学质量。学校的管理层从 2 月初寒假过半

时就开始计划线上教学事宜，在技术和内容层面和老师们一起调查、学习、制定方

案，克服了很多困难，包括外教在世界各地有时差等问题，最终按原定开学时间开始

了网上教学。 

这个过程中老师们被迫体验了互联网公司的工作节奏，快速学习使用各种在线工具和

快速迭代课程，也不得不平衡好家务和工作。目前学生们已经在家学习了一个多月的

时间，适应了这种新的学习节奏，老师们也找到了合适的步调。但学生家长和老师都

有疲惫的感受，人与人之间的真实交流无法用互联网取代。所有人都急切地期盼能回

到学校。 
 
 

2. 期间你有哪些心得体会？  
 

我最大的体会是学习能力是最好的反脆弱机制。在这种大规模的历史突发变化中，没

有人可以做好准备，谁可以迅速调整方向，放下路径依赖，快速学习新的方法解决问

题，谁就可以更好地度过危机。我们作为教育工作者，职责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

对自己更应该有高要求。如果老师过于依赖自己积累了几十年的教学方式，对在线教

学非常抵触，或者还是按自己原来的方式隔空讲课，效果是很不好的。我的经验是老

师们只要转变态度，将线上教学视作新的机会，就会有很多有创造性的教学发生。家

长也是一样，埋怨孩子在家很难管教不如好好珍惜能与孩子共处的时间，一起做一些

一家人共同参与的活动，阅读、学习一项新技能等等都会成为孩子与家人很特别和美

好的回忆。 
 

同时文化和教育对一个国家在关键时刻的选择有着深远的影响。我们在教学中加入了

很大比例的与疫情相关的知识普及、信息调查研究、争议话题讨论等内容，例如戴口

罩是否真的有用、为何很多其他国家还会重复中国的困境、疫情给各行各业带来了怎

样的影响等等，这些源自真实经历的学习活动非常受学生欢迎，也是教育工作者应该

肩负起的教育责任。 
 
 



3. 你如何看待行业的未来？ 有何期待？ 
 

我认为经过此次事件，传统的教育方式将会被加速改变。 

家长可能终于发现到学校上学并不是获取学业知识最有效的方式，网络教育资源已经

足够丰富。老师可能会意识到自己的权威地位被挑战，同时与学生之间的情感链接可

能比知识传授更有意义。学校也要思考，在线教学期间观察到的现象、积累的经验，

可以如何继承到正常的教学活动中，将教育的个性化需求更好地满足。 

我很期待看到更具多样性的教育方式在这次事件过去后加速涌现并被大众认可，技术

进步让教育发生根本性变革的时机已经来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