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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学乐事一箩筐

还是在学校好！还是在学校好！

冬日离校，归来已入秋。这几天，走在逐渐恢复热
闹的校园里，过去数月烽火峥嵘的抗疫犹如一场大梦，
让我们错过了三月天的满园樱花，却也躲过了江城连绵
多时的酷暑。如今，往常熟悉的一切正慢慢回归。

开学前一周，我提前回到久违的校园。作为学院党
总支的学生干部，我要协助老师准备新学期迎新工作。
疫情期间，虽然同学们分散在天南海北居家隔离，但大
家无时无刻不关注着武汉，期盼着何时能够重返校园。

9月5日，2020级研究生新生报到。这一天，武大校
园里热闹非凡。新生来了，新气象也就有了。我和学院
党总支的其他几位同学一起，为即将入学的研究生新生
们准备特别的新生礼包——除了常规的入学须知等物件
外，还塞进去了包括医用外科口罩、消毒凝胶等在内的
多种防疫物资。 消毒、划隔离线、给每个学生测量体
温，学校严格执行着常态化防控工作要求，确保学生安
全入学。校长窦贤康一个接一个学院去看望新生，送上
勉励，努力让学生们“在学校感受到家的温暖”。对于学
生来说，学校可不就是家吗？近8个月的居家生活，我经
常梦回校园，梦到经常上课的教室。跟同宿舍的姐妹们
夜聊，原来这几个月大家对返校通知都是翘首以盼。在

封闭多时的宿舍楼里，我们戴着口罩、消毒帽和手套，
“全副武装”地对付积尘，更换潮湿不堪的被褥。大扫除
后，便是一个温馨的家。

几天里，各个年级的同学陆续返校，校园里的人气
越来越旺。图书馆、食堂早已正常运转，校外的饭馆、
小摊也陆续开业。疫情挡不住学生们久别重逢的热情，
大家戴着口罩，三五成群地说笑、拍照，找个空间大的
饭馆聚餐……新学期，我已是新一届毕业生。因为疫情
的缘故，我们错过了实习期，直接来到了就业季，这多
少让人心里没底。好在抗疫终究是胜利了，我们终究是
开学了，还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呢？这几天，每到夜聊
时分，室友们便相互打气，相互诉说对未来的展望。

和煦的秋风里，研一新生们在东湖秀美风景中说说
笑笑，脸上洋溢着初入校园的好奇和兴奋。我忽然意识
到，自己很快也将成为一名初入社会的“新生”，这让我
的心情急迫起来，也更加珍惜生活在校园的日子，并向
着既定目标努力前行。 程远州 潘 琛整理

疫后归来迎新生
■ 孙诗雨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孙诗雨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随着全国疫情进入

常态化防控阶段，各地
近日陆续进入开学季，
学生们再次返校，还迎
来了一年一度的教师节。

9 月 6 日，我和我的同学们重返校
园，迎来了新学期。作为高三学生，时
间对我来说就像金子一样宝贵。每天从
早晨 8 点进校门，到下午 7 点离校，我
们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即便如
此，我们也要坚持每天测量 3 次体温，
按时完成防疫消毒杀菌工作。

新学期的校园有很多乐事。比如我
们终于见到了新老师的“真面目”。在
家上网课时，我们得知班上换了一位
物理老师。在家隔着屏幕，看着这位新
老师不苟言笑，我们都有点儿紧张，想

着她以后会不会经常批评我们。没想
到，开学后的第一堂物理课上，我们
见 到 的 居 然 是 一 位 特 别 年 轻 的 女 老
师，爱说爱笑，和网课上看到的人完
全不一样。“我担心你们在家不认真听
课，就把自己打扮得成熟些，声音也
故意装得深沉些。”没等老师说完，课
堂上已是笑声一片，很多人暗暗长吁了
一口气。

当然，同学们也有很多变化。比如
班里的几名女同学为了在高三省出更多
时间去学习，毅然剪掉了长发。到学校

后，我在人群中找了好一会儿才认出她
们。课堂也真正热闹了起来。在家上网
课的时候，同学们在家听课时想着听完
就行，只要老师不提问，很少有同学主
动发言，好像每个人都变得安静了。回
归校园后，同学们又满血复活了。第一
堂数学课就特别热闹，大家回答问题的
声 音 一 个 比 一 个 响 亮 ， 老 师 特 别 满
意。

在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中，作为学生
的我并不能做些什么，但做义工的爸爸和
当护士的妈妈都在一线参与抗疫。他们的
敬业精神深深感染着我，让我对刚刚开
始的高三生活充满信心。迎着朝阳，呼
吸着校园的空气，听着教室里的读书
声，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的能量，去追
逐我的大学梦。

本报记者 阿尔达克整理

新老师的“真面目”
■ 连梦琪 新疆昌吉市第九中学高三学生

终于开学了！像久旱的大地盼来甘露，像漫长的寒冬
迎来春天，同学群里又热闹起来，充满着紧张、欣喜、激
动的情绪。

今年年初放寒假期间，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来，改
变了以往的面对面上课方式，网络学习方式全面开启。
老师当起了主播，发言变成了弹幕，作业交给 APP，家
长变身成监考。语文、历史、政治、心理课都开展了与
新冠病毒相关的学习和讨论，使用电脑或手机成了名正
言顺的事。我们一边关注着每天新增确诊病例数字的变
化，一边适应着特殊的学习方式。不过这样的日子长
了，新鲜感逐渐褪去，就会格外期待从前和同学一起在
操场奔跑踢球的日子。

这学期开学后，学校安排了风纪教育和开学模考。像
是为了给漫长的假期一个隆重的告别仪式，我和同学们整
齐行进，奋力踢正步，大声喊口号，齐心做游戏。不过这
次回校我发现，好多同学都变声了，个头也长高不少，更
有集体荣誉感，也更懂得通力合作。在这次风纪教育活动
中，我们班囊括了所有奖项，不仅精神抖擞、队列整齐，
游戏环节也是星光熠熠，华丽地拉开新学期的序幕。

我们学校饭堂的鸡腿远近闻名，有不少同学就是因
为它才选择到这里上学的。开学后最令我们高兴的，就
是鸡腿恢复供应了！又可以一下课就赛跑着去饭堂排队
买鸡腿，之后在花坛边或坐或站，边吃边聊，来个微型
聚餐，这是紧张的学习生活中最惬意的时光。疫情期
间，学校停开堂食，虽然在午餐盒饭里仍能见到鸡腿的
身影，可总觉得此鸡腿非彼鸡腿，没有了“动物大迁
徙”般购买鸡腿的“壮景”，没有了面对面吃鸡腿时眼神
和言语的交流，广铁一中的鸡腿也就缺少了应有的灵
魂。现在，它又生动起来了。

新学期终于来了，熟悉的校园又回来了。因为有了停
课、复课、放假、开学的经历，学校更美丽了，老师和同学
更亲切了，校园学习生活也因此更显珍贵。 侯 欣整理

我班囊括所有奖我班囊括所有奖
■ 邵天骄 广铁一中初二学生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今年北京市
的中小学、幼儿园实行分批、错峰开
学。9 月 7 日，北京约 52 万名小学二年
级、三年级和四年级学生返校开学，这
也是疫情以来惟一没有返校经历的孩子
们，比如新学期二年级的孩子，从去年
9 月至今，他们只上了一个学期，被称
为“史上最短一年级”。

对于刚刚度过超长“假期”的孩子
们来说，开学是件令人既兴奋又忐忑的
事。不过，虽然开学晚，但学校没有忘
记这批离开校园最久的孩子，期望尽快
唤起孩子们对校园的美好记忆。有的学

校还请来高年级学长敲起欢迎鼓，欢迎
学弟学妹重返校园。

我自己带的学生是六年级，9 月 1
日开学。开学那天，我和一个学生聊
天，问他是喜欢居家学习，还是到校上
课？孩子毫不犹豫地说：“还是在学校
好！因为有伴儿！”上学期，学生们居
家学习，看课程视频、写作业，和老师
同学交流大多是通过电子设备，大家已
经习惯了隔屏学习的状态。然而，“有
伴儿”才是孩子们内心渴望已久的事。
这位同学所说的“伴儿”不仅指的是同
学，也包括老师。因为孩子们是群体社

会人，他们的学习活动需要同伴的互助
与分享、老师的鼓励与指导，只有融入
群体中，他们才能更好地成长。

作为一名教师，最大的幸福莫过于
再次和学生们面对面沟通交流，见证课
堂上他们独特的思考过程和解决问题的
办法，同时被他们头脑中迸发出的一个
个小问号所启发和感动。如今，我的学
生们终于重返校园，重返教室。因为眼
前有了学生，我们可以适时互动、分
享、质疑、反思，我的教学又鲜活了，
孩子们的学习再现智慧的碰撞，又流淌
出情感的交流。我想这种方式对于学生
来说更为适合，对于教师来说，是再幸
福不过的事了。

我希望疫情赶紧过去，让孩子们能
摘下口罩尽情地呼吸，尽情享受属于他
们的绚烂的、活泼的童年学习生活。

本报记者 贺 勇整理

■ 王显勇 北京海淀区花园村二小教师

▲ 王显勇 （右） 和学
生在讨论问题。

王 洁摄

开学典礼迎“大运”
■ 王 馨 四川成都市泡桐树小学六年级学生

子曰诗云、ABCD、加减乘除……新
学期开始了，朗朗书声让安静了许久的
校园恢复了勃勃生机。回到了久违的校
园，我感到一切都是那么亲切，尤其是

“国旗下的活动”让我难忘。
9 月 1 日那天，我们迎来了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的第一次全校集会。恰
逢开学，开学典礼就和“国旗下的活
动”合二为一，所以显得格外庄重。我
和同学们一样，穿上干净的校服，戴好
红领巾和口罩，整整齐齐排好队，等待
活动开始。升国旗时，看着鲜艳的五星
红旗，我为自己是中国人而感到骄傲。

如果不是我们的国家这么团结强大，及
时控制住了疫情，我和同学们不知道还
要等多久才能回校园读书。

因为成都明年即将迎来一场体育盛
宴——被称为“小奥运”的世界大学生
运动会，所以，“国旗下的活动”主题
被 确 定 为 “ 泡 娃 爱 成 都 ， 桐 心 迎 大
运”。活动开始时，播放了一段视频，
介绍了近 3年来成都在体育方面的发展
成就以及筹备大运会的相关情况。这让
我们明白了大运会对成都的意义。成都
大运会形象大使冯喆叔叔还为我们录了
一段视频，分享了成都日新月异的变化

带给他的感受。同学们对这位成都老乡
的话感同身受，很是赞同。正是国家快
速发展取得了令人自豪的成就，我们才
有举办国际盛会的实力。作为新时代的少
年，我们要努力学习，把国家建设得更加
强大。大运会已进入倒计时一周年，成都
迎大运的氛围越来越浓。我们学校也组织
同学以大运会为主题更换墙绘。

与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相比，疫情
期间居家上网课的那段时间可就黯然失
色了。每天课不紧，作业不多，网课老
师讲得虽好，但还是想念坐在教室里听
讲、下课后和同学们聊天玩耍的快乐时
光。以前，我总是想着放假，但自从新
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我就十分珍惜在校
学习的日子，珍惜与老师和同学在一
起的每一天。我更期待全世界都能摘
下口罩、一起绽放笑颜的那一天早日
来临。

▲ 王馨 （前） 和同学
们在开学典礼上。

王明峰摄

能在学校里学习，真好！一想起新
冠肺炎疫情期间在家乡上网课的事，我
就觉得很是孤单、无聊。

我家在云南省德钦县佛山乡巴美村
塘龙小组，距离西藏也就几公里。从县
城乘车大概需要 4个小时，到巴美村后
还需要一小时车程，才能到达塘龙小
组。村子海拔 3400 多米，有 17 户人
家。由于地处偏远，疫情期间我和同学
们不能回到学校。网课从 3 月 1 日起一

直上到5月。年初村里没有4G信号，我
只好跑到乡政府所在地上网课，因为妈
妈在乡政府食堂做饭，我得以在她的宿舍
里上网课。

我们村总共有20多个学生，包括小
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由于没有 4G
信号，他们在家长帮助下，集体到村后
山上有信号的地方搭了顶帐篷。每天的
教室就是这顶帐篷，所有学生就在山上
上网课。为了节省时间，他们有的带着

水壶、泡面，有的带着做好的饭菜，也
有家长前来送饭。到 7月放暑假时，村
里已经有了 4G 信号，上网课不用再跑
到山顶上。

不过我真不希望再上网课了，因为
上网课时只有我一个人，不能和同学们
玩耍，天天被妈妈唠叨，烦得很。再说
没有老师监督，我总是不能约束自己，
作业也是一拖再拖。

现在好了，回到校园的我可以和同
学们在一起，有问题大家一起讨论，还
可以当面问老师，课外还可以参加舞
蹈、合唱、篮球、足球、美术、书法、
弦子等兴趣小组。我参加了篮球兴趣小
组，感觉校园生活很充实。

江 初整理

告别山顶上网课

▶ 云南德钦县第一小
学 （民族小学） 的小学
生们。 江 初摄

■ 斯那取宗 云南德钦县第一小学（民族小学）六年级学生

▲ 斯那取宗 江 初摄

◀ 孙诗雨
在 武 大 校 门
前留影。

黄志敏摄

◀ 邵天骄
假 期 探 访 西
安兵马俑。

侯 欣摄

▲ 连梦琪在学校图书馆
看书。 刘钇灼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