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业指导委员会关于

颁发普通中小学、幼儿园各学科延迟

开学期间线上教学提示的通知

各设区市、县（市、区）教研室：

为落实省教育厅《关于防控疫情延迟开学期间在全省中小学

全面实施线上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意见》（浙教防控办函〔2020〕

7 号）和省教研室《延迟开学期间普通中小学线上教育教学工作

提示》精神，最大程度降低疫情防控对新学期教学工作的影响，

充分利用互联网、信息化等手段，发挥我省网络教育资源优势，

有效组织中小学校全面实施线上教育教学活动，省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专业指导委员会组织学科专家制订了小学、初中、高中各学

科延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提示和幼儿园教育工作提示（见附件），

供任课教师、教研员开展线上教育教学和网络教研活动时参考。

大面积开展线上教学活动是我省因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疫情

开展的基于互联网的一项全新尝试，其主要目的是利用技术促进

学生学会学习、主动学习。各地要引导学校积极创造条件，努力

做好线上教育教学工作，对于部分不具备线上学习条件的学生，

学校与教师应在正常开学后制定个别学习计划，开展辅导补学，



确保新学期各科教学目标如期实现。

各地可根据本提示，结合区域实际，制订更加具体、可行、

有效的学科网上教学方案，重点探索学习科学视域下线上教学方

式，并将方案及相关经验及时报省教研室。

附件：1.小学各学科延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提示

2.初中各学科延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提示

3.高中各学科延迟开学期间线上教学提示

4.幼儿园延迟开学期间教育工作提示

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业指导委员会

2020 年 2 月 10 日



附件 4 幼儿园延期开学期间教育工作提示

幼儿园延迟开学期间教育工作提示

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业指导委员会学前教育组

一、做心中有孩子的教师

要明确当前教育工作开展的场合主要是“家庭”，幼儿的学习与发

展更多通过“亲子陪伴”来达成。因此，不主张教师开展面向全体幼儿的

网络教学，将工作重心放在高质量的家长工作上。

（一）充分的家园沟通

1.有计划地分别与每个家庭进行适当方式的沟通，了解近期幼儿在

家庭中的身心状况、行为表现等，尤其关注和关怀父母无法陪伴或受疫情

影响较大的家庭中的幼儿。

2.利用适宜的途径和方法，促成师幼之间、家长之间及幼儿之间进

行网上信息交流，让幼儿切实感受到老师及同伴的牵挂与关爱。

（二）优质的资源推荐

1.避免使用仓促录制和随意开发的资源，既增加教师负担，又无法

保证质量。提倡精选、共享已有的优质网络资源供家长自选使用，开展相

关亲子活动。

2.资源推荐时应充分考虑幼儿的年龄特点、学习方式及个别化需求，

要针对不同家长在资源运用中的问题和困难提供可操作的活动建议，涉及

到材料使用可尽量简单。



3.明确幼儿园的线上教育工作主要是为家长提供各类活动资源和指

导，切实避免统一尺度地要求家长打卡、定时上线收看、制作和传送影像

资料等。

（三）有效的家教指导

1.为家长提供幼儿居家作息的合理化建议，保障孩子生活的规律性。

针对幼儿家庭的现有条件，引导家长规划幼儿每日的运动、游戏、学习的

时间与空间，促进幼儿身心和谐、全面发展。

2.引导家长珍惜当前的亲子陪伴时光，多观察孩子的特点和发展状况。

鼓励家长积极主动地通过“亲子游戏、亲子运动、亲子阅读、亲子制作”

等活动，优化亲子关系，实现高品质陪伴。

3.鼓励家长指导孩子掌握基本的防疫知识和技能，及时疏导孩子因疫

情或户外活动减少所引发的紧张、焦虑等消极情绪，为疫情过后的幼儿园

生活做好充分准备。

4.鼓励家长就幼儿近期出现的问题主动与教师进行交流和讨论，教师

提供力所能及的个性化的指导与专业支持。

二、做有准备的教师

在延期开学期间，教师要“停教不停学”，为新学期即将面对的挑

战和变化，做更为充分的教育准备和能力储备。

（一）开展主题审议

1.针对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基于儿童视角，从“身心健康、社会

情感、科学认知”等方面链接不同年龄段幼儿的真实经验和发展需要，预

设可能生发的主题并开展审议。



2.建议幼儿园以年级组为单位开展网上教研，厘清主题价值、筛选

素材资源、预设活动内容、优化学习方式，为新学期的开学做好活动准备。

（二）做好防疫保健

1.结合国家权威《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防控知识手册》及各地相关

防控指引等资料，对全体教职员工进行线上疫情防控专业培训。

2.建议幼儿园推送相应的文本、视频（如消毒方法）等学习资料，

引导教职员工内化相关知识和技能，以规范新学期的防疫保健工作。

（三）加强理论学习

1.利用居家时间静心阅读，不断提升人文素养，丰富专业知识。

2.建议幼儿园开展“网上读书会”、“好书推荐”等活动引领教师

阅读。

3.根据本园需求遴选主流学习平台、公众号等资源开展网络研修，

在学习与反思中，不断提升专业水平。

三、相关资源

建议微信搜索并关注以下公众号：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公众号、西

湖儿童研究、幼师口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