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文小学学科教研团队

集集体体智智慧慧助助推推学学校校全全面面发发展展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潘世金

“唐僧”带领语文团队
教研趣味汉字

陈元娟是六年级语文教
研组组长兼语文单元整合项
目组组长，有着16年教龄的她
一直想带给学生一些有价值
的东西。“传统的教学，一节课
一节课的讲授，学生掌握的知
识凌乱、没有系统。因此我针
对三至六年级学生，提出来以
单位为目标进行课程整合。”

作为组长，陈元娟利用课
余和休息时间，带领16名老师
进行教材的深入钻研，研究课
标，挖掘课文与课文之间，单
元与单元之间的共同之处，并
整理汇编成册。在平时的教研
过程中，陈元娟总是提前做好
计划，将自己的经验毫无保留
地分享给他人。她的执着、耐
心、不厌其烦的品质也为自己
赢得了“唐僧”的称号。

低年级语文老师则进行
趣味汉字的项目研究，一年级
语文教研组组长杨靖正是该
项目组的负责人。“我们将识
字教学与传统文化相结合，从
文字的历史演变开始讲解，并
搜集一些有趣的故事。”杨靖
表示，虽然只研究了三个月，
但效果很好，学生都很喜爱这
样的课程。“仅一个‘人’字的

历史演变我就可以讲很长时
间。”二年级语文教研组组长
孙将黉表示，在识字教学中也
会融入品德教育，并结合动画
方式激发学生识字兴趣。

益智器具拓宽学生思维
人机互动改善学生口语

为了让枯燥的数学变得
有趣，高段数学教研组组长李
冠华带领团队成立了益智器
具项目组。“学校购买了魔方、
汉诺塔、孔明锁等四十种益智
器具，刚开始老师们也只会玩
两三种。”

怎样教会孩子玩这些益
智器具，并在其中得到思维的
锻炼？李冠华带领15位数学老
师开始研究。“几乎天天都在

加班教研，甚至废寝忘食，有
一次我为了解开九连环，研究
到凌晨，连家人都催我休息。”

经过半年的研究，老师们
将每种益智器具所培养的核
心素养归纳出来，开发出数学
益智课堂校本课程。“益智课
堂让学生在玩中训练数学思
维，比如智慧翻板就与低年级
运算教学相结合。”

为了改变学生“哑巴英
语”的现状，英语教研组组长
杨丹丹负责成立了“基于技术
环境的英语教学整合”项目
组，在学校开设了机辅课堂，
让孩子通过软件模拟人机互
动，提高英语口语表达。杨丹
丹说，经过两个月的学习，学
生已经敢开口说英语了，在语
音、语调上也有了很大进步。

开设跆拳道校本课程
艺术类社团传承中华文化

在博文小学，各具特色的
艺术社团丰富了学生的课余
生活。音乐教研组组长张晓冬
介绍，除了常规的音乐教学，老
师们还开设了经典诵读、合唱、
口风琴、舞蹈四类社团。在美术
教学上，则开设了国画、剪纸、
版画、陶艺、面塑五类社团。美
术教研组组长许晓莉表示，书
法教学方面还有隶书社团和楷
书社团，手把手教学生。

体育教研组骨干教师刘亚
娜曾是跆拳道专业运动员，为
了将自己的专业和体育教学很
好的结合，她在学校开设了跆
拳道校本课，每班每周一节，并
根据年级编写了教材。此外，她
还创编了学校跆拳道特色操，
将跆拳道训练融入大课间活
动。“经过两年的学习，每名学
生都能掌握两种以上不同的腿
法。除了身体素质提高，他们的
性格也变得更加阳光。”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教师
的发展。独行快、众行远，教师
成长不仅仅是个体成长，而更
应该是志同道合的一群人的
成长。”校长孙敏表示，项目研
究已经成为学校教师团队专
业成长的有效载体，老师们人
人有事做，事事有成果，成果
人人享，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也
得到大幅度提高。

行知小学语文教研团队

课课堂堂上上，，学学生生成成为为讲讲台台上上的的““小小先先生生””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见习记者 潘世金

小组完成“自主学习单”
学生登台变成“小先生”

“下面请我们的‘小主持
人’带领大家学习《翠鸟》一
课。”上课铃响了，四年级六班
语文老师赵玲走进教室，将

“小主持人”请上讲台，为学生
导入课文。与老师主讲的传统
课堂不同，35分钟的上课时
间，老师站在讲台上的时间仅
占十分钟左右，剩下的时间则
被“识字小先生”、“写字小先
生”、小组汇报的“小先生”等
占据，学生真正成为了课堂上
的主人。

在行知小学，二至六年级
的语文课堂均采用了“小先生
制”的授课方式。课上的导入
环节、识字写字环节以及课文
的基本学习环节均由学生完
成，老师则站在台下点评、指
导，并进行最后的总结归纳。

“‘小主持人’和‘小先生’
并不是固定的，学生自愿报
名，轮流担任。”赵玲介绍，同
学们在听“小先生”讲课时更
加专注，学生的表达能力也更
好了。

“同学们都争着当‘小先
生’，甚至在班级里掀起了练
粉笔字热潮。”三年级二班语
文老师刘克伟说，“小主持人”
和“写字小先生”需要提前进

行练习，老师也会提前检查一
下他们的掌握情况。“现在的
课堂上，学生从被动的学变成
了主动的教。”

一节课要准备好几天
老师们获得了专业成长

传统的教学，老师们备课
大多依附于教学参考书，或从
网络上搜集教案等。但在行知
小学的“小先生制”课堂上，这
种备课方式行不通了，每一堂
课的呈现背后都是语文教研
团队认真钻研教材、反复探讨
的结果。“把孩子从幕后推到
台前，要求老师付出的更多，
要下大工夫解读教材。”

“过去的预习课文我们
的要求仅仅是把课文读熟

练、圈出生字词等内容，但现
在学生要根据老师制订的自
主学习单进行预习。”二年级
五班语文老师王晓燕介绍，
自主学习单按照字、词、句、
段、篇的顺序排列，既有学习
内容，也有学习方法的提示。
赵玲表示，一节课通常要准
备好几天，尤其是自主学习
单的设计，需要老师深入、透
彻地研究教材。

为了更好地进行教学研
究，全校36名语文老师组成教
研团队，还从全国邀请一些名
师到校讲课。学校语文学科分
管主任徐慧表示，教材的研究
必须要下大功夫，有的教师为
了备课曾加班到晚上十一点。

“但老师们在研究的过程中，
也获得了自身的专业成长。”

学生自主学习
在自信中提升成绩

在行知小学的语文课堂
上，老师给了学生这样的“钥
匙”，学生以自主学习单为学
习线路图，自主合作交流贯穿
语文课堂学习的全过程。一项
学习任务就是一串“钥匙”，通
过一篇课文的学习，学生就能
初步学会自学、学会合作、学
会表达。

王璐是一名刚工作三年
的年轻教师，从初登讲台滔滔
不绝地传授知识点，到现在关
注学生是否学会学习，她也经
过了一个思想上的转变。“在
我刚接班时，班上的学生都比
较沉闷，上课也比较安静。但
在实行‘小先生制’课堂后，学
生变得活跃了、自信了，师生
的关系也变得更亲密了。”

据了解，“小先生制”学导
课堂实施以来，师生的精神面
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但没
有影响教育教学质量，反而学
校六年级毕业考试语文成绩
逐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得
到了提高，语文综合素养得到
了提升。

“语文教研团队的老师们
比较年轻、干劲十足，我全程
参与了学校的语文课堂改革，
语文学科现在已经成为学校
的龙头学科，并带动辐射了学
校其他学科的发展。”校长王
艳凤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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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文小学教研团队，从左至右为陈元娟、张晓冬、李冠华、杨靖、杨丹丹、

许晓莉、孙将黉，前为刘亚娜。

在济南市行知小学
这所年轻的学校里，有一
支有颜值有实力、干劲十
足的语文教研团队，全校
3 6位语文教师在教研中
逐步探索形成了“小先生
制”语文学导课堂。在她
们的语文课上，站在讲台
上的不再是老师，而是一
名名“小主持人”和“小
先 生 ”；老 师 则 走 到 台
下，充当学生的引导者和
点拨者。

经过三年的语文课
堂改革，老师和学生都在
悄然发生改变。孩子们爱
上了语文课，写作能力和
语言表达能力都得到提
升；老师们也在教学改革
的过程中获得专业成长，

“小先生制”的课堂逐渐
带动辐射了其他学科的
发展。

一枝独秀不是春，百
花齐放春满园。近年来，济
南市博文小学先后取得中
华传统文化传承学校、全
国书法特色学校、济南市
首届文明校园、济南市数
学教研示范校、天桥区教
学质量先进单位、天桥区
爱生学校示范校等多项
荣誉。而在荣誉的背后是
学校语数英、音体美等各
学科教研组和项目组集
体付出的成果。

语文学科的单元整合、
趣味汉字项目、数学学科的
益智器具项目激发了学生
的学习兴趣；英语学科的
机辅课堂则模拟了人机互
动环境，让学生告别哑巴
英语；音乐、美术学科开设
特色社团，在艺术教学中
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体育
学科开设跆拳道校本课
程，让学生文武双全……

校长王艳凤和语文教研团队代表在一起讨论，从左至右分别为赵玲、王

璐、刘克伟、王艳凤、王晓燕、徐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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