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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林文星

本报讯 昨日上午，省委书记刘赐贵在

海口会见了人民日报社海南分社原社长、广
东分社社长陈伟光，以及履新的海南分社负
责人赵鹏一行，对人民日报社长期以来给予

海南改革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双方一
致表示，要提高政治站位，把握历史机遇，充
分发挥优势，继续讲好海南故事、传播海南声

音、展示海南形象，千方百计为海南自贸港建
设营造良好氛围。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肖
莺子，省委常委、秘书长孙大海参加会见。

刘赐贵会见人民日报社客人

□记者林文星

本报讯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
也是“十四五”规划编制的关键之年。昨日
上午，省长沈晓明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进行专题调研，听取省发改委关于规划编制
进展情况的汇报，研究解决规划编制中的问
题，明确规划基本思路，加快推进规划编制
工作。

沈晓明指出，五年规划是对经济社会发
展的顶层设计，是加强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

对经济社会发展将起到引领作用。要从国
际、国内、海南等三个层面，深入研究和审慎
把握我省“十四五”时期的时代背景和阶段性
特征。中央赋予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历
史重任，明确了到2020年、2025年、2035年
和本世纪中叶等四个阶段性目标，要依据阶
段性目标，科学编制好规划。

沈晓明强调，具体内容上要突出“十四
五”规划的着力点。突出新发展理念，坚定不
移转变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
能，坚持生态优先发展战略；突出“三区一中

心”战略定位和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落实政
策、抓好项目、促进发展；突出制度创新，加快
构建以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为核心的
开放制度体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突出全球
视野和对外开放，把握节点性、独特性、区域
性，在全球经济发展格局中找准位置、参与全
球产业链分工；突出全省一盘棋思想，形成

“南北两极带动、东西两翼加快发展、中部山
区生态保育”格局；突出民生改善，努力补齐
社会事业短板，优化公共服务供给；适当超
前，突出规划的引领性和权威性。

沈晓明要求，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央和省
委各项决策部署，突出海南特色，科学制定发
展指标，切实加强“十四五”规划编制的组织
领导；要加强重点问题研究，做好各规划之间
的衔接，高质量推动“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
要加强沟通协调，深入调查研究，提高公开性
和公众参与度，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编制，汇
聚民智、形成共识，确保“十四五”规划符合实
际、能够落地取得实效。

毛超峰、倪强参加调研。

沈晓明开展“十四五”规划专题调研时要求

深入研究和审慎把握阶段性特征高质量推动规划编制工作

近一个月来，海南华侨中学初中部初三年级长潘良几
乎每天都忙得连轴转。他不仅是地理科目的任课教师，也
是班主任，同时还是初三年级地理备课组组长和年级长。
在备课授课之外，他还要肩负起全班学生的教学任务和整
个年级上千人的教学指导。

“疫情刚发生那段时间是我最忙的时候，不仅要筹备线
上教学工作，还要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好在全年级学生都
安然无恙，这对潘良来说就是最好的消息了。

延期开学后，线上教学成了老师们的新工作模式。潘
良原本也计划在初三年级中开展直播课，综合考虑后，初三
年级的线上教学仍以录播为主。每个学科的备课组选出骨
干教师录制课程，按课表时间发送到学习平台内，组织全年
级学生一起听课。潘良作为地理备课组组长，也担起了这
一任务，每天要制作课件，录制课程视频。

学生居家学习，但课程不能落下，尤其是初三年级面临
着中考的压力，更是懈怠不得。白天，潘良是地理科目网课
的授课教师，也是全年级学生所在学习平台的管理员，要盯
着电脑检查学生按时听课和完成作业情况。

晚上是晚修时间，潘良则用手机给学生们答疑解惑。
同时，作为班主任的他还要进行电话家访，“居家上课难免
会有学生偷懒，所以要及时跟家长了解情况。”潘良透露，他
平均每晚要家访两名学生家长，且每天要持续到晚上10点
左右。学生们结束了一天的学习后，潘良才有时间开始备
课，但最快也要三个多小时才能完成，“几乎每天都忙到深
夜一两点才休息，早上七点又得起床安排新一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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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40分钟 备课七八小时
线上授课，初三高三老师不轻松

本报讯 自延期开学以来，我省开展线上教学活动已有
一个月的时间。学生们居家上网课的同时，老师们也在摸
索线上授课这一新的教学模式。从初次直播或录播网课的
磕磕绊绊，到现在面对镜头的侃侃而谈，老师们逐渐适应线
上教学模式，并努力探索更适合学生居家学习的方法。

受疫情影响，多所学校开学时间待定，初高三学生居家
备考的情况更牵动人心，而老师也承受着莫大压力，“今天讲
的课学生们有没有听懂？”“学生在家能不能安心学习，成绩
会不会下滑？”“学生们的紧张焦虑怎么疏解？”……和学生们
一样，初三高三毕业班的老师们也在不停地忙碌着，今天就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线上授课的故事！ 记者 林文星

白天上课晚上备课，几乎
每天忙到深夜一两点

海南中学高三年级刚刚结束第一次线
上月考。记者采访时，该校地理老师韩露
正忙着给学生们批改试卷。“试卷还没有改
完，不过从目前情况来看，直播课效果还可
以，大部分学生的成绩都保持稳定。”

韩露告诉记者，现在班级的线上教学
以直播为主，既有全年级一起上的大课，
也有各班老师单独上的小课。为了直播
课，韩露和其他老师们都没少下功夫，“网
课要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就得从课件和讲
课方式上想办法，这样备一节课下来就得
花七八个小时。”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
功，短短40分钟的一节课，老师往往要在
背后花费数倍的时间和精力。

在授课之外，韩露作为毕业班教师，
也要实时掌握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解
决学生在学习中的各种问题。虽然课表
上安排了固定的自习时间，由老师值班
解答问题，但在值班之外的时间，也经常
有学生私聊求助，“有的学生在家学习状
态不好，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有学生认
为自己自学能力强，不想完全按照课表
学习，都会找老师寻求建议。”韩露表示，
学生在备考过程中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
题，尤其是疫情期间不能到校，学生或许
有些不适应，甚至出现心理问题，“这时
候老师要做的就是耐心引导学生，帮助
其树立信心，更好地备战高考。”

实时掌握学生学习状态，及时解决各种问题

海南中学高三毕业班教师黄良源，有着
丰富的教学经验，但线上教学还是让他感到
有些棘手。“以前我只录过微课，基本没有接
触过直播，刚开始直播时真的有些手忙脚
乱。”黄良源带两个班的生物课，有100多名
学生，但受疫情影响，他滞留在文昌农村老
家，网络信号不佳，也没有直播设备。

“没有手机支架，手持又不稳。”黄良源
利用家里的插座和书本，支起了简易的支
架，也“撑”起了学生们的生物课堂。直播
课不同于常规的课堂教学，少了面对面的

互动，让黄良源很不适应，总感觉发挥不出
以往上课的水平。

黄良源只能更多地寄希望于学生们
的自学，在班级群和直播间里，他鼓励大
家一起讨论问题，随时解答大家的疑
惑。通过联系厂家，找来电子版的教辅
资料，发给每一位学生，并编制试卷课
题，嘱咐大家认真完成。虽然因疫情不
能陪在学生身边，但黄良源的心和学生
们在一起，即使延期开学，备战高考的路
上，也有老师在和学生们一起前进。

滞留老家网络信号差，简易支架“撑”起课堂

谈 生活
作为班主任兼年级长，潘良更关心

学生的学习状态，几乎一天到晚都盯着
手机，及时回复学生和家长的问题，有时
甚至顾不上自己身边的孩子。记者了解
到，潘良有两个孩子，“一个上幼儿园，一
个上小学一年级。”自家孩子也要上网
课，但潘良无暇辅导孩子的功课，一心扑
在自己带的初三学生身上。

“初三的孩子学习时间紧迫，而我最
大的孩子还在上一年级，作业不多，所以

基本都交给孩子妈妈在照顾。”潘良表
示，像他这样既要带学生，又要照顾家庭
和孩子，是不少老师都面临的问题。但
在这个疫情特殊时期，只能有所取舍，以
班级学生的学习为重。

潘良告诉记者，现在他和学生一样盼
望着早日开学，“网课的学习效率毕竟不
如学校课堂，而中考即将来临，时间不等
人。”潘良希望疫情尽快结束，这样老师和
学生又能相聚在校园，一起为中考努力。

无暇辅导孩子功课，基本交给妻子照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