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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小学3月2日起在线上课
市教委：不得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卡”

3月2日起，本市中小学将开展在线教育。在抗击疫情期间，上海第一次尝试如此大规模的在线教育，谁
来讲？讲什么？用什么听？听多久？昨日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系列举行新闻发布会上，市教委主任陆靖，上
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长宁区绿苑小学校长王晶共同做了进一步说明。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嘉音

市科委向全球招募
疫情科研“揭榜者”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科技
支撑疫情防控，上海应急攻关
项目将实施悬赏揭榜。市科
委昨天宣布，将根据快速检
测、临床诊治、疫苗和药物研
发等的技术需求，凝练悬赏标
的，向全球招募揭榜者，对完
成目标取得实效的胜出者给
予奖励。

实施“项目专员制”。指
派专人跟踪应急专项进展，负
责督促、协调等工作，确保人
员物资调配、临床试验、审批
等环节的无缝衔接。

实施“首功奖励制”。对
于提前完成研发任务、成果在
临床获得应用、为疫情防控作
出突出贡献的项目，给予奖
励。

实施“经费包干制”。对
应急攻关项目的经费，不设开
支科目比例要求，允许项目承
担单位自主使用。

对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积
极开展科技攻关并为疫情防
控作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人员，
在两个年度（2020、2021年度）
的“优秀学术／技术带头人计
划”“启明星计划”“扬帆计划”

“浦江计划”等人才计划中，实
行预留申报名额、优先支持等
政策，并优先推荐申报国家级
人才计划和科研项目。

对投身疫情防控一线的
科技人员，其品德、能力和业
绩表现，直接作为职称申报评
审时的重要依据；适当放宽学
历、资历、继续教育学时等条
件，疫情防控工作中的个人技
术总结可以替代论文指标；作
出重要贡献或表现突出的，在
职称评审时给予重点推荐。

支持本市科研院所、高等
院校、企业与有关地区开展疫
情防控相关的科技联合攻关
项目；2020 年度国内科技合
作计划的地域范围，增加湖
北省；对本市派出到湖北省
的医护人员，两年内（2020、
2021 年度）申报与突发公共
卫生事件处置相关的国内科
技合作项目，给予倾斜支持。

2020年度国际科技合作
项目优先支持新冠病毒肺炎
相关研究；将有关新冠病毒
肺炎研究的政府间合作项目
支持范围，扩大至全球受到
该疫情影响的国家或地区；
加强上海与国际优质科研力
量在疫情防控、药物与疫苗
研发等相关领域的交流合
作。

基础教育
在线教育电视为主，电

脑平板也可听课

为了做好基础教育的线上
课程，市教委按照“同一学段、同
一课表、同一授课老师”的原则，
组织了全市各学段、各学科一千
多名优秀骨干教师按照课程标
准录制相关课程。

这些课程以电视播放为
主，包括有线电视和IPTV，共分
为12个频道，从小学一年级到
高中三年级每个年级一个频
道，除了首播外，还会安排重
播。无法收看电视的学生，可
以通过电脑、平板（Pad）、手机
等多种终端听课。

为了保持小学生的自主注
意力，线上教学每节课录播时长
设计为 20 分钟，比平时在学校
上课时长短 15 分钟。“平均来
说，每天的排课在5-6节，每人
每天收看总时长不超过 2 小
时。”陆靖说。

学生在家学习，教材该如何
入手？市教委主任陆靖表示，上
海的中小学将同时发放数字教
材和纸质教材。同时他表示，在
纸质教材发放前，由各学校提前

做好预约登记工作，合理安排领
取时段、领取地点和领取方式。
除了到校领取，家长也可以选择
快递寄送。

面对学生在线学习可能出
现的复杂情况，在发布会上，长
宁区绿苑小学校王晶分享了学
校的特殊措施：一是主动联系目
前还在湖北疫区的学生，关心他
们的身体健康和心理状态，并提
供“电子教材+学科作业套餐”。
二是指导个别学生开展错峰错
时在线学习，解决学生因病或无
家长照看学习的后顾之忧。三
是关心好在防疫第一线的医务、
警务工作者子女的居家在线学
习情况。四是开通家长热线，倾
听意见，及时解决。

同时，为了防止增加学生和
家长不必要的负担，市教委提出
不得强行要求学生每天上网“打
卡”、上传学习视频等硬性要
求。学生作业要符合在线学习
的特点，避免简单地沿用在校学
习期间布置作业的形式。

“正式开学以后，学校还需
要对学生在线学习的成效进行
评估，该补课、该加强的还会再
安排。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
陆靖表示。

中职教育与高等教育
“专业课+公共课”与

“一校一策”

上海的中职教育和高等教
育如何开展各自的线上课程？
这同样是本场发布会的重点。

陆靖表示，在中职教育方
面，根据“专业课+公共课”课程
结构特点，公共课程由市级统筹
提供优质的在线课程资源，专业
课程由学校综合使用国家、本市
和本校各类在线课程资源，任课
教师同步做好在线辅导。

在高等教育方面，由高校根
据自身特点和情况，“一校一策”
开展在线授课，市教委指导高校
综合用好教育部和上海市各类
在线精品课程资源和学校课程
资源，协调部分公共课程在线资
源全市高校共享。

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在发布
会上表示，全国大学生都可通过
平台，观看交大的优质课程。他
表示，“停课不停教、不停学”是
新学期的特殊“打开方式”，也是
交大主动拥抱教学方式变革、探
索教学创新的机遇。学校协同
联动多个平台和资源，通过中国

大学MOOC和“好大学在线”等慕
课平台向全国免费开放165门优
质在线课程。

除了各大高校的课程共享，
在线教育同样需要多方支持。
陆靖表示，市文化旅游局、市通
信管理局、市经济信息化委员会
等对在线教育工作给予了大力
支持，协调相关单位提供基础服
务保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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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在外地的学生，可安
心在家进行远程学习，通过网络
点播、IPTV省外服务等模式收看
授课，也可在相关网站下载课程
视频，与学校老师互动交流。

“特殊时期，出于对学生安全
的考虑，我们决定实施在线教育。
但是，第一次尝试如此大规模的在
线教育，不足和问题一定在所难
免，请大家多提意见，也请大家多
多支持。我们一定会虚心听取大
家意见，尽最大努力不断完善。希
望通过我们的共同努力，让学生在
这个特殊时段里都能有所收获，有
所成长。这既是我们教育部门的
愿望，相信也是广大家长和学生的
共同愿望。”陆靖说道。

2 月中旬，全市疫情防控进

入关键时期，而 2020 年上海春

季中小学教材发行工作也进入

关键阶段。为了确保“课前到

书，人手一册”目标的实现，负责

全市教材发行工作的上海新华

传媒克服种种困难，截至今日 2

月 18 日，2020 年春季中小学教

材发行工作已完成并全部配送

到校。

昨天，上海市宣布全市中小

学生 3 月 2 日开始网上开学。

这意味着到时每个学生都要用

课本上课。为了让学生做到先

读到课本后上课，上海新华传

媒克服复工延期、人员短缺、车

辆限行等不利因素，通过与市

教委和学校的积极对接，制定

了 2020 年春季教材发行应急预

案。在严格遵守疫情防控相关

规定的前提下，紧急动员部分

在沪年轻职工支援，并于 1 月

27 日（大年初三）落实组织了一

支教材配发团队，参与到教材

的配送和运输工作中，仓储配

套运营提前复工。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为了

确保教材配发团队人员的安全，

也为了确保教材的安全，在整个

教材配发过程中，疫情防控措施

严格到位，物流中心课本仓库、

各区教材发行部配发了体温测

量仪器、口罩、手套、洗手液和消

毒液等防控物资。员工每天到

岗前须自觉测量体温，上岗工作

期间全程佩戴口罩。办公区、仓

储区、运输车辆每天进行全面消

毒。运输车辆送书到校后，配送

人员按学校规定先行做好进出

登记，主动接受校方测量体温，

尽量避免与校方人员近距离接

触。目前，春季教材已配送到

位，再由学校通过自己的方式分

发到学生手中。上海的中小学

生先看课本，后上课，已没有多

大问题。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新

华传媒旗下书店中，上海书城长

宁店已恢复运营。四家教材门

店即将恢复营业，并视疫情防

控情况适时继续增加教材门店

营业。上海书城长宁店除了做

好疫情防控之外，一楼显目位

置堆放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预

防等科普书籍及各类政治理论

读物，四楼专门开辟专柜销售

2020 春 季 教 材 及 配 套 教 辅 品

种，且为满足和保障全市学生

实际用书需求，同品种教材课

本限购 2 本，为读者营造安全放

心 的 购 书 环 境 。 截 至 2 月 17

日，上海书城长宁店累计销售

额近 17 万元。针对全市学生需

求，上海书城鞍山书店、黄浦区

广东路中学部、广东路小学部、

崇明八一路门店，也将于本月

19日恢复开门营业。

青年报记者 郦亮

先看课本后上课 上海中小学春季教材配送到位

学生在家中进行线上课程学习。 本版均为新华社图老师在线授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