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4

┮

编
辑

程
建
华

┮

组
版

皇
甫
海
丽

2024年8月22日
星期四

菏
泽
教
学
研
究

主
办

菏
泽
市
教
育
和
体
育
局

承
办

菏
泽
市
教
育
科
学
研
究
院

菏
泽
教
育
学
会

齐
鲁
晚
报
今
日
菏
泽
编
辑
部

鲁西新区佃户屯中心学校服
务和管理辖区内8所小学均是典型
的农村学校，为切实提升教学教研
水平，深入实践“和谐互助”教学理
念，将 “五步十环”的教学模式广
泛应用于课堂教学改革当中，取得
积极成效。

一、和谐互助 五环十步

学习形式方面，学生两两结
对，实行“和谐互助”。明确一个“师
傅”一个“学友”，通过课上课下、校
内校外、生活和学习上的两两结
合，实现深度捆绑，教学相长，共同
提高。学科教学方面，构建“五步十
环”的教学模式，依据不同学科，不
同课型，将课堂设计成五个步骤，
每步又分两个环节，一个环节侧重
学生交流合作学习，另一个环节侧
重老师提纲挈领点拨，五步固定，
十环节活用。学习知识的同时，让
学生学会交流、合作、互助、欣赏、
倾听、点赞，真正实现课堂上时间

权、话语权、探究权，从老师向学生
转移。由此达成高效课堂所要求的

“三大转移”“六大目标”。
小学生天性活泼，课堂气氛活

跃。实践证明，在小学阶段推进“和
谐互助”教学改革有着得天独厚的
优势。交流合作互助能力的培养，
低年级先从习惯、坐姿、纪律和作
业的完成上相互监督帮助做起；中
年级学段，侧重生活能力的培养、
简单问题的提问交流、课文的背诵
书写；高年级学段则立足分析、解
答、问询一些较为疑难的问题。整
个过程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稳步
推进。

二、高效推进 及时评价

为深入推进“和谐互助 五步
十环”教改理念高效实施，佃户屯
中心学校开展多种形式的教研活
动，学校领导班子下沉一线听课，
凡听必评，及时掌握教改推进情况
和实施效果。学校老师轮流讲评

课，全体教师每月都要进行一轮讲
课，人人过关，分“试水课”“展示
课”“汇报课”“争鸣课”等多种课
型，分科目、学段、年级进行。除了
在校内举办听评课活动，还走出校
门，以片区为单位，轮流讲课，进行
展示。每学年末，佃户屯中心校都
会组织“和谐互助”教学交流推进
会，从各学科选拔优秀教师面向全
处所有学科教师上示范展示课，通
过集体学习观摩，优化提升自己的
课堂教学水平，全力推进教学改
革。

中心校在评先树优和优质课
公开课申报推选中，包括职称晋
级在课堂素养考核环节，要求一
律使用“和谐互助”课型，一把尺
子量到底。建立覆盖全体教师的
“和谐互助”教学论坛工作群，

及时通报展示分享各校教研动
态。中心校每周一次的校长例会，
会前都会拿出5—10分钟的时间
让一位校长发言，畅谈本校“和谐

互助”经验做法，便于中心校总结
提炼，加以推广，以使“和谐互助”
教改工作更细致、更系统，也更有
操作性。

三、守正创新 成效显著

“和谐互助”理念在实践中可
以兼收并蓄、博采众长，一些好的
教育技巧和技法都可以吸纳其中，
不断丰富它的教学手段和内涵。

“五步十环”作为指导参考模式，可
以依据学科性质和内容的多少灵
活调整，在实际操作中可以“四步
八环”，也可以“三步六环”。我们都
通称为“五步十环”的课堂。

佃户屯中心学校“和谐互助”
课型共获得省级及以上优质课10
余项，围绕“和谐互助”立项并结题
省市级课题6项。随着“和谐互助”
教学理念在各校深入推广运用并
卓有成效，中心校所辖小学教育教
学质量均有所提升，教育口碑持续
向好。

“和谐互助”“五步十环”“高效推进”
佃户屯中心校：辖区小学教育教学质量提升，教育口碑持续向好

高强 鲁西新区佃户屯中心学校

《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
法》中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负责实施家庭教育”，旨在
使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各归其位，真
正实现二者协同配合。这既要学校教
育和家庭教育各安其位，又要各施所
长，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把握好家校
共育的“三条线”，分别是双方责任与
权利的“边界线”，双方行为之间的

“尺度线”，以及最终如何该如何反映
学习效果的“评价线”。

一、厘清责权“边界线”

当前家校共育存在的普遍问题
是以学校教育为主体，家校双方在教
育的责权划分上不够明确，一旦出现
教育问题，双方就可能出现相互埋
怨、相互推诿，导致共育工作低效。所
以，家校双方应该明确双方责任与权
利的边界线。

首先，学校是教书育人的专业场
所，教师是进行教书育人的专业人
员，因此当家长对学校或教师的专业
性有质疑时，应当采取正当合理的方
式提出建议。其次，家长应自觉承担
家庭教育的责任，做好对于学校教育
的延续工作，发挥好家庭教育的补充
作用。教师不能将家长视为自己的

“助教”“作业检查者”，而是将家长视
为具有自主意识的合作探究者。最
后，对于学校的部分事务，尤其是学
生的衣食住行方面，家长需享有知情
权、监督权，并且可以以家委会的方
式提出建议、参与决策。

二、把握行为“尺度线”

家校之间的交流互动行为过于
亲密或者过于疏远都不可取。从教师
的角度来看，一方面教师不能拒绝家
长渴望了解孩子状况的合理诉求，需
要让家长感受到教师对学生的爱，如
此家长才能对学校教育放心。但是，

教师也同样需要个人的休息时间，才
能保证教育效果和工作热情。因此在
休息时间内，家长在没有紧急事件的
情况下，尽量不要给教师打电话。

另外，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大部
分家长也有自己的工作，信息过多对
于家长也是一种负担。因此，教师应
注意轻重缓急。当孩子出现特殊情
况，教师需及时向家长反馈，但平时
不必事无巨细地询问家长意见，浪费
彼此精力。

三、找准效果“评价线”

如何评价家校共育的效果是当
下仍需继续研究的课题。当前大多采
用工作考核评价量表进行评价，这些
评价量表一般包括：组织上，是否成
立了家委会，是否制定了规章制度；
实践上，是否开展了家校共育活动；
成果上，是否有上级表彰或文章发
表……这种过于简单的量化方式并
不利于家校共育的长期发展。

在家校共育效果评价上应当放
眼长远，可以选取样本学校、样本班
级、样本家庭进行长期追踪，从而使
得家校共育效果评价更加持续全面。
在追踪调研的评价中有以下几点需
要注意：第一，不以成绩论好坏。家校
共育的实践效果需要反映出学生德
智体美劳多方面的进步，因此要注重
综合素质的评价。第二，家校共育是
需要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共同参与
的过程，因此，全面的评价应当是从
学校、教师、家长、学生四个主体入
手。

第五小学在实施家校共育以来，
以“边界线”促工作高效，以“尺度线”
促沟通融洽，以“评价线”促全面发
展，定期举办家长开放日、组织启蒙
礼、亲子运动会等活动，让共育工作
真正落到实处，学校荣获曹县首届

“书香校园”读书活动先进单位，省级
文明校园等称号。

基于思辨性任务群的小学
语文教学，是一种以学生为中
心，以任务为驱动，以思辨为
核心的教学模式。《义务教育
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
明确提出了对学生思辨能力的
要求，鼓励教师在语文教学中
引导学生进行深入思考、批判
性分析和创造性表达，从而帮
助学生跳出常规思维、培养其
独立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创设思辨情境，激发

学习兴趣

传统的讲授式语文教学方
法比较枯燥，难以让学生保持
长久的兴趣和注意力，而思辨
情境的创设则能将学生置于一
个充满挑战和疑问的学习环境
中，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求知
欲 [ 1 ]。以统编版小学语文四年
级上册第四单元课文《盘古开
天地》为例，该篇课文作为中
国古代神话故事的代表，蕴含
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深刻的哲
学思想。教师可以通过挖掘课
文中的细节和意象，如盘古如
何以自己的身体化为万物、天
地如何形成等，引导学生思考
宇宙、生命、自然等宏大主题。
在此环节，教师可为学生设计
一系列思辨任务，如让学生思
考“盘古开天地的壮举背后，
蕴含着怎样的宇宙观和生命
观？如果盘古没有开天地，世
界又会是怎样的景象？”这些
任务能够激发学生的好奇心，
还能促使他们主动探索课文背
后的深层含义，从而在思辨中
感受语文的魅力。此外，教师
还可利用多种教学手段和媒

介，如图片、音频、视频等多媒
体资源为学生构建一个生动、
直观的学习场景。此类情境能
够让学生仿佛置身于真实的神
话世界之中，激发他们的学习
兴趣和动力。

二、设计多样化教学活

动，促进思辨性实践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2022年版)》中明确提出了“思
辨性阅读与表达”学习任务群，
旨在培养学生的理性思维，提
高其思辨能力。设计多样化教
学活动正是为了响应这一要
求，通过具体的教学活动，教师
可以将思辨性阅读与表达的教
学目标落到实处。例如，教师在
教学部统编版四年级上册第四
单元《精卫填海》这一课内容
时，可以设计一个“故事新编”
的教学活动。在这个活动中，学
生需要深入理解精卫填海的故
事背景、主要情节和核心精神，
然后发挥想象力，重新构思或
续写故事。为了进一步提升学
生的思辨能力，教师还可以组
织一场“观点辩论会”，在这个
活动中，教师可以提出一个与
精卫填海故事相关的辩题，如

“精卫填海的行为是否值得提
倡？”而后再将学生分成正反两
方，让他们围绕辩题进行准备
和辩论，在辩论过程中，学生需
要运用批判性思维来审视问
题、分析论据、提出反驳，并清
晰、准确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这
样的活动能够锻炼学生的思辨
能力和口头表达能力，还能培
养他们的团队协作精神和竞争
意识。

基于思辨性任务群的
小学语文教学研究

——— —— 以部编版四年级上册第四单元为例
逯云霞 东明县第二实验小学

家校共育：
以“三条线”促进协同发展

仵霞 曹县曹城街道办事处第五小学

教改风景线

家校共育 学科教研与评价


	P04-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