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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上教育的目标是什么？ 

李新玲 * 

 

《100 位妈妈谈在线教育》出版了，这确实是 100 位妈妈写成的。这些妈妈

天南海北、国内国外、城市乡村，学历、职业千差万别，是一本“海淀妈妈”和

农村妈妈联手创作的书籍。 

这本书的雏形源于一次“闺蜜式吐槽”。2020 年 4 月，在北京第一轮新冠肺

炎疫情暂缓后，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简称“北大财政所“）举行

了第一次线上例会，本书主编张眉跟同事分享并吐槽了家里的孩子们参加在线教

育的情况。她的同事田志磊表示这样的观察“比很多学术文章有价值得多”，建

议写下来。 

一篇题为“疫情之下，什么是有效的在线教育”的小文章当晚就完成了。北

大财政所所长王蓉教授看到后说，这篇文章里面最打动她的是，张眉的女儿在家

上学期间唯一一次接到班主任的家访电话时，激动得声音发抖的细节。“这是很

多研究文章不会关注的细节，但其中的温度打动人心。”王蓉提议向更多妈妈征

集她们自己的故事，并表示自己也要写一篇。 

 
*
 李新玲，《100 位妈妈谈在线教育》一书的作者之一，中国青年报社党委委员、记者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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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征文启动，希望征集 100 位来自不同地区、学历、收入和职业背景，

家有在不同教育学段孩子的妈妈们，共同就什么是有效的在线教育这一主题展开

分享和讨论。《网课学习，是一次超越的机会，也是一场母子间的斗智斗勇》《如

果可以不会选网课》《北京一年级小豆包在线学习记》《争取做一个开朗豁达的母

亲》《应该开发适合熊孩子的网络课程》……单看这些标题，就能看出这些妈妈

们在疫情期间的酸甜苦辣，记录本身就是一项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原生态记录特

殊时期在一个家庭中，中小学生和幼儿园小朋友的作息生活、课内外收获，当然

还有 24 小时亲子亲密以及不可避免的冲突，这既是教育记录，也是中国家庭疫

情生活记录。 

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群好妈妈，她们不仅记录，还在思考，思考何为更好

的教育。她们对在线教育提出的建议，是最直接、最接地气，也是最有针对性的。 

例如，《在线学习：作为辅助还可以接受》是上海一位家长写的，她本身也

是一位教师，通过近距离观察家中一大（初三）一小（小学六年级）两个娃的在

线学习情况，以及与他们斗智斗勇的经历，悟出了在线教育的真谛——紧紧吸引

住学生。 

她在自己的教学中用了这些好方法，“原本课堂里默默无闻的孩子，也会积

极提问。有时他们甚至都不舍得下课，一定要和我谈谈学习、聊聊疫情期间发生

的事。网络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这位妈妈的结论是，“不可否认，混合教育的方式（线上＋线下）是必然趋

势，但就目前的技术和环境来说，在线学习作为辅助还可以接受，作为主要的授

课手段，还是算了吧！” 

《尝试与收获——陪伴在线学习的历程》是湖北省随州市一位中学生家长的

作品，她记录了在家与孩子的种种博弈和妥协，先是欣喜于能够随时陪伴孩子，

于是开始时事无巨细管到底，很快就引起了孩子的反感，既而反思自己的做法。 

这位妈妈很善于比喻，“‘线上教育’和‘线下教育’二者的关系就像‘正餐’

和‘快餐’的关系，只有比重恰当，才不会出现‘营养不良’的现象；‘线下教

育’对孩子们的作用是‘雪中送炭’，‘线上教育’的作用只能是‘锦上添花’。” 

贵阳妈妈巧萤在文章中提出了“线上教育的目标是什么？线上学习和线下教

育如何相辅相成？”等问题，她的思考是，“我认为线上教育不是取代线下教育，



3 
 
 

不仅是让孩子学会用这种学习工具，更是一种学习的方式。它也可以帮助家长了

解孩子，协助妈妈爸爸理解孩子、认识孩子，协助家庭成长。”书中作者有十几

位是农村地区的家长，她们的行文质朴、流畅，对孩子教育的重视跃然纸上。她

们对学校老师的信任、尊敬和感激，更让人感动。 

不管是全职妈妈还是教育研究者，也不管是大学教授还是农村妈妈，这些妈

妈对孩子教育的关注，都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妈妈更多参与儿童的教育。 

本书作者，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陈霜叶，是一位一年级学生家长：“妈

妈的母职在拓展，我们用了一个词叫作‘代理教师’。”疫情期间在家线上课程，

妈妈除了负责孩子的生活之外，还要上课打卡、提交各种作业、提醒各种事项，

因为有数字化的平台，使得这种母职在拓展，使得母亲的劳动被成倍放大。 

世界银行首席教育专家梁晓燕长期从事教育扶贫工作，有 20 多年工作重点

在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她一方面惊叹自己的祖国有如此强大的教育系统和组

织能力，疫情之下，在极短的时间内让几亿学生参加线上课程，她为之惊叹和自

豪。 

同时，她也感慨：“中国妈妈和孩子们都太辛苦了……尤其是在疫情中的学

校和家庭，妈妈和老师之间角色界限的模糊更使得她们筋疲力尽，心力交瘁。” 

儿童成长，父母理应共同肩负责任。爸爸和妈妈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关

注重点，会让儿童的成长营养更均衡。中国家庭教育中爸爸的普遍缺位现象由来

已久，社会环境、经济压力、传统观念，有很多各个角度的解读，各方人士也都

提出过多种解决之道。当中国从独生子女时代进入三孩时代，爸爸在陪伴和呵护

儿童成长承担中的责任分量应该越来越重。 

大规模在线教育是疫情中不得已而为之的做法，绝大多数家长都认为在线教

育只能是线上线下“混合教育”的配角，就像“快餐”不能取代“正餐”的位置。

但同时，学校和家庭也要积极迎接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挑战，虚拟生活、虚拟空

间交流在日常生活中占比越来越大，这是技术驱动下的趋势。 

目前有些国家已经开始在国家层面的教育政策中增加网课比例。例如：新加

坡、加拿大等要求即使在常规教育状态下，也要安排网课，来提高自主学习能力

等等。新加坡在中小学生的每学期课程安排中，专门有几天时间是在家学习

（“home-based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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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代青少年成长都有各自的时代背景，现在的小朋友与之前的青少年一样，

都会经历婴幼探索期、躁动的青春期，他们会有困惑焦虑，也要面对各种机遇、

诱惑和挑战。只是，他们和之前的儿童相比有一个最大不同——数字时代的原住

民。生在数字时代，长在数字技术推动下高速发展的社会中。 

他们对屏幕有天然的亲近，一出生就会不时面对大大小小的屏幕。这个屏幕

变化莫测，信息浩瀚，可随意提取信息也可与他人、与机器人交互。这些原住民

是屏幕里内容的接收者，也是内容的制造者。由于他们在虚拟空间里待的时间比

以往任何一代人都多，在掌握、应用这些技术上，他们往往是父母的老师。当然，

对于使用原则、方法和方向，还需要父母进行引导。因此，在这些“小老师”面

前，父母能做的就是收起自己的权威，不断学习新知识掌握新本领，与孩子共同

进步。在其中，妈妈和爸爸缺一不可，联手升级打怪。 

 

图书信息： 

张眉主编，100位妈妈谈在线教育，北京：群言出版社，2022 年 6月。ISBN：

9787519307233。 

 

图书简介： 

基于北大财政所和中国教育创新“20+”论坛联合发起的“什么是有效的在线教育”主

题征文，由北大财政所科研项目主任张眉主编的《100位妈妈谈在线教育》一书于 2022年

6月由群言出版社出版。该书是全国 21个省份 100个家庭参与在线教育的真实记录，包括

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教师和教育培训行业从业者的经验分享，来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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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中西部不同省份市县乃至乡村地区不同家庭参与在线教育经历的回顾和反思，以及若干

在线教育研究者的专业观察和反思。对于关心孩子教育问题的家长来说，本书提供了 100

个不同身份背景的家庭开展在线教育的经验和反思以及家庭日常互动的教育细节；对于校

内校外在线教育实践机构来说，本书详细记录了家长们对于参与校内外在线教育的体会、

问题反馈和建议，具有很强的实践借鉴意义；对于研究者和政策实践者而言，本书揭示了

在技术发展的背景下，围绕孩子的教育思考学校、家长以及孩子的关系是否需要重构的问

题，为建立家庭、学校、社会新型关系以及建立未来社会契约式的教育积累宝贵经验，是

我国当代教育发展的重要历史资料，为推进我国信息时代的教育发展和变革积累了观察和

事实基础。 

 

主编简介： 

张眉，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科研项目主任。民盟北京市第十二届青年委

员会委员。曾任人民政协报编辑记者。长期关注和学前教育、家庭教育和教育政策问题。

参与并完成教育部、世界银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委托的多个教育研究项目。参与翻译

出版《标准化童年》和《学校运营—从行政型与学习型组织视角分析》等著作，研究成果

发表于《外国教育研究》等杂志及《中国教育发展报告》和《中国教育财政政策咨询报

告》等著作中。 

 

本书购买链接二维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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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第 12 期（总第 220 期） 

“北京大学教育财政与政策优秀青年学者&实践者支持计划”招募通知 

摘要：2022年“北京大学教育财政与政策优秀青年学者&实践者支持计划”将重点招募

30 位左右优秀青年学者、实践者从事为期一年的教育财政与政策领域高质量的学术导向或

实践导向的研究。项目将采用集中授课、系列讲座、小组活动、研讨会、专设学术会议等多

种学习方式为成员提供为期一年包含四个系列的支持：系列一，教育财政与政策研究前沿研

究方法；系列二，教育财政制度体系与研究探索；系列三，学术职业咨询与发展支持；系列

四，项目成员研究计划立项、研究成果展示。项目优先考虑中国教育财政与政策研究相关主

题；同时，针对采用前沿研究方法或针对其他国家与地区教育财政与政策的优秀研究计划给

予同等考虑和支持。 

 

 

 

《中国教育财政》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主办；旨在反映本所最新的学术

科研活动；相关内容仅体现作者本人观点，并不必然代表本所的立场。 

《中国教育财政》已收录入“中国知网”。文章内容仅供参考，如需转载须事先征得本

研究所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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