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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梁越
通讯员 郭书振

转型

姜集小学地处偏远的农
村，承载着50余个村落的小学
基础教育。随着外出经商、务工
人员增多，农村小学出现大面
积留守儿童。由于长时间缺乏
关爱与沟通，留守儿童性格逐
渐变得孤僻、内向、缺乏自信，
课堂效率低，加上功课无人辅
导，导致学习成绩较差，孩子
得不到全面发展。因而也就有
了大面积的后进生，作业完成
情况竟然成了令老师们头疼
的事。

为改变以上现象，让学生
在课堂上嘴巴说起来、脑筋转
起来，提升学生的自主探索与
合作能力，姜集小学于 2016
年 6月成立“助学课堂”教研
组，开始农村小学的草根式教
研。

教研组成立后，成员们天
天对助学课堂进行集中研讨。
如何让学生主动学习？如何让
学生张开嘴说话？如何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如何提高课堂效
率？如何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
意识？如何时刻关注后进生掌
握知识的情况……一系列的问
题均在教研组内展开激烈讨
论。

经过近一年的反复研讨
实践，姜集小学的助学课堂已
具雏形。如何将理论与课堂结
合？今年4月初，姜集小学刮起
草根教研助学课堂听课风暴，
全校28位教师一一进行讲课
摩课，从课前助学单设计到课
中学生学习状态以及课后掌
握情况，可谓各显神通、精彩
纷呈。随后教研组又总结吸纳
所有老师的优点，进一步改进
了助学课堂，实现了质的提
升。

课堂

4月6日14时，教师赵福侠
为五年级学生上了一节学生
思维碰撞、互帮互学的助学
课。赵老师在上课前一天发放
了助学单，包括课题内容、学
习目标、学究过程等。提前预
习，让学生对学习内容有初步
了解。

助学单下发后，学生收获
有多少？赵老师将全班30人分
为了6个小组，每小组选出一
名组长，小组名字都凝聚着组
员的智慧。课堂伊始，先让组
长用简短的时间检查其他5名
同学完成情况并分组作出汇
报。

接下来，师生们开始共同
学习并研究《分数的基本性
质》。赵老师先引导学生以各种
例子推导出分数的基本性质，
并出示分子与分母同时相加
减、相乘除同一个数结果是否
还一样的判断题，让学生分组
讨论解答，回答正确的小组可
获得赋分奖励。

“我不同意你的意见”“针
对这一点我还想提醒同学们”

“我觉得这样说更好”“我觉
得这样理解也可以”……一
时间，同学们在课堂上大胆
表达意见，思维发生了激烈
的碰撞，完全改变了原来“满
堂灌”“一人讲、众人听”的教
学模式，整个课堂变得热烈活
跃、激情四射。潜移默化中，分
数的基本性质已被学生灵活
掌握了。

在这种教学模式下，学生
们的主体意识被教师唤醒。在
课堂上，他们可以自由充分表
达自己的见解、表露自己的情

感、表明自己的观点、表现自己
的欲望，最大限度释放自己的
潜能，“我要学”的课堂主动性
真正体现出来。

变化

姜集小学的4月，草根教
研助学课堂听课风暴席卷了所
有教师。“学生在课堂上敢说
了，表达能力变强，回答问题更
加条理、规范，所提出的问题也
更加有深度了。”教师杨仲霞
说，“以前老师们要面对一部分
未完成作业的学生，如今在小
组长的帮助与监督下，组员们
完成作业的情况也有了很大的
提升，班级形成了一种良好的
学习氛围。”

的确，有了助学单的学
习，学生们预习不再仅存在于
表面，而是可以通过学习目
标、检测题全面了解新课的具
体内容。“确实如此，仅仅阅
读几遍课本，老师无法得知
学生预习情况，而查看助学
单的完成情况，教师对学生
预习情况便可一目了然。”教
师李红说。

同时，教师也完全改变以
前背教案、满堂灌式知识输出
的方式。课堂中，教师适时介
入，与学生进行思维交流和碰
撞，充分享受共同交流与分享
的快乐，学生主体地位得到了
充分尊重与展现。

他们认为,只有会自学、会
思考、会探索；爱提问、爱沟通、
爱合作；善交流、善辩论、善反
思，学生灵性才能得到舒展，智
慧才能绽放。

这是一种充满着掌声、笑
声、辩论声的课；这是一堂小手
儿直举、小脸儿通红、小眼儿放
光的课；这更是一种充盈着童
真、童趣、童乐的生态课堂。

改变教师“主宰”“控制”的
意识，改变学生“顺从”“依附”
的地位，把机遇和挑战交给学
生，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让教学活动真正发挥出帮助、
促进、催生的作用——— 这就是
助学课堂创始人仲广群校长对
这种课的评价。

展望

学生能够主动学习、作业
完成情况越来越好、教师课堂
效率提高并不是姜集小学开展
助学课堂的最终目标。“我们希
望在今后的课堂上，老师继续
后退，学生继续前靠。学生能够
主动提出问题，学生之间交流
互助共同解决，让学生真正成
为课堂的主人。”副校长郭书振
说，“现在的小组互助方式，也
可以延伸引用到班级管理、学
校管理中，让教师和学生真正
成为校园的主人。”

当学生的自助性、互助性
形成后，寒暑假便可三五同学
聚在一起共同学习、完成假期
作业，完全符合乡村留守儿童
众多，家长外出打工无暇顾及
孩子学习的现状。

如何继续完善这种教学模
式呢？“我们今后将创造更多机
会到外地学习先进教学经验，
并邀请专家前来为教师和学
生作报告，真正将助学课堂这
种模式融入、贯通到乡村小
学，使得全校形成互相帮助、
互促共进的氛围，使整个校园
充满生机与活力。”安法兴校
长说。

“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
飞”。尽管助学课堂还处在摸索
阶段，姜集小学全体师生依然
保持积极进取的工作精神，以
一种“战斗正未有穷期”的热
情，在解决高效课堂的问题上
前行着！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阵地。姜集小学全体老师在安法兴校长带领下，一直探索提升
课堂教学质量的路子。2016年5月，在县教师进修学校的培训会上，南京瑞金小学仲广群校长的助
学课堂教学模式使安法兴校长深受启发。2016年6月，姜集小学成立了以安校长为组长、郭书振校
长为副组长的6人课程研讨小组，到商河孙集小学实地考察，到南京瑞金小学驻校学习。经过近一
年的实践研讨及反复修正，结合较落后农村小学现状，终于在2017年4月基本成型，设计出符合姜
集小学实际的助学课堂。

草草根根教教研研在在路路上上
姜集小学基于本土孩子现状，推进助学课堂纪实

安法兴校长与教师们积极探讨助学课堂模式。姜集小学 提供

4月初，姜集小学刮起了草根教研助学课堂听课风暴。 姜集小学 提供

课堂上，小组合作探讨问题。 姜集小学 提供

老师上课前一天会将教研

助学单下发到学生手中。

姜集小学 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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