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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减”政策的实施 ,目的就是向课堂要效率。在“双减”的大背景下，学校已逐步认识到当学生在课堂中占据主体地位时，

教学效果最佳，对学生各方面能力培养也大有益处。为此，学校开展了各类教研活动，老师也实施了与之相呼应的教学实践。

但在此过程中，受实际因素影响，尚存在不少问题和值得讨论之处。

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 reduction” policy is to seek efficiency from the classroom.In the context of “double 
reduction”, the school has gradually realized that when students occupy the dominant position in the classroom, the teaching effect 

is the best, which is also of great benefit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ability in all aspects.To this end, the school has carried out all 

kinds of teaching and research activities, teachers also implemented the teaching practice.However, in this process, affected by the 

actual factors,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and places worth discus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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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现状
1.1 教师层面

级部的新老师在授课后会有这样的困惑：虽然有让位给

学生的意识，但是却不知道如何放手，把握不好度。在日常

互听课过程中发现，在学生互动交流的环节中，老师为了控

制学生讨论内容和节奏，总不免时常插话，干预过多造成整

节课大部分时间都是老师在讲，学生参与度低听完就忘，教

学效果较差。

1.2 学生层面
①有的学生思维清晰却不敢表达，犹犹豫豫不敢举手；

有的学生心里清楚却不知如何表达，语言组织能力较弱；还

有的学生说的很多，思维发散却答非所问。

②班级班额比较大，每个班都 40 几个人，学生间差距

比较大。级部的老师普遍反映学的快的同学不管是学习新知

识还是做练习都比较快，但是接收慢的同学做练习做得慢，

一直要等他们做完才能全班反馈。教学效果不理想 , 学生的

动力和积极性也被抹杀。

2 教学方法措施
如何有效改变“老师讲、学生听”的传统模式，让数学

课堂真正落地生根，成了我们级部经常研讨的话题。于是我

们就想既然几个优等生做得比较快，孩子们的年龄和心理特

点都相似，让孩子教孩子会不会有比较好的效果呢？老师能

不能退出来，让学生站在讲台上去教其他学生呢 ? 上课要讲

的知识提前回家自学会不会在上课时就能有的放矢？通过

学习、研讨、实践，我们发现生教生、兵帮兵的方式有不错

的效果，所以，我们组就借助小老师让学生真正站在课堂正

中央。下面就我们如何应用小老师提升数学课堂谈谈我们的

做法。

2.1 启用“小老师互助之四步教学”备课、授课模式
教师通过自助尝试、激趣导入（一探二学）—助学交流、

联系新旧（三问四师助）—助学练习、巩固新知—总结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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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收获，四个环节有的放矢的备课，明了意图的授课，使

课堂变得容易操作并且生动有趣。

各环节备课授课基本环节及语言基本设计：

一、自助尝试、激趣导入（生借助助学单回家或者在

课堂上利用已有的知识经验进行探究自学，是“一探二学”

的体现。）

【探】

生利用旧知，自主尝试。

【学】

借助课本或微视频等

二、 助学交流、联系新旧（学生在“同桌互助”和“小

老师互助”环节互相交流、提问质疑，夯实基础；老师穿

针引线地提升总结，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是对“三问四

师助”的体现。）

【问】：   

1. 同桌互助：

师：我们已经借助助学单对 ** 的问题进行了研究，下

面我们尽心交流。

学生尝试总结。

2. 小老师互助：

师： 下面我们进行分享，请说清答案和想法？

生：请同学们抬头认真听我说：

1) 我的答案是……我是这样想的：……

2) 以上是我的观点，大家同意我的想法吗？谁还想补

充一下？

A 我想补充，我是这样想的

B 我不同意你的答案，我的答案是 :……我是这样

想的：……

师：下面进行总结，就解决 ** 问题，你获得了哪些知

识或想法。

学生尝试总结。

3.【师助】：大家谈的很好，我们一起再来回顾一下

如何解决 ** 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教师进行规范总结，引出研究或总结新知识解决问题

的原理和方法

三、助学练习、巩固新知

师：通过尝试互助我们一起解决了 ** 问题，掌握了

**。下面我们就用我们学   

习到的新知识，试着来解决问题。

A 基础练习

B 提升练习

四、总结提升、确认收获

师：通过本节课的学习，你有哪些收获？

2.2 借力助学单让学生体验“尝数学”
我们想有的学生之所以不会说，也许就是因为没有独立

思考的经历，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学生脑子没

有东西自然嘴里说不出什么。我们结合仲广群教授的助学课

堂，总结出学生的活动为“一探二学三问四师助”的学习模

式，所以我们就一起研讨，根据学习的内容结合教学目标设

计助学单让学生回家做，在预习的过程中学生体验自学数学

的乐趣，就像初尝某种水果的时候，自己去尝试怎么吃，吃

的时候什么味儿，好不好吃自己心里最清楚。借助助学单学

生独立探究自学，有的基本能掌握基础知识，有的可能存在

疑惑。不论是已经掌握还是存在疑惑都是经过自己思考的。

这样学生带着成就和展示的欲望、带着需要解决的问题进入

课堂。

助学单上设计学生思考和表达的提示，学生既可以依托

助学单思考又可以依托助学单表达。以下是两个助学单范

例。助学单不再是单一的文字，而是呈现情境或者图文结合，

学生可以借助图片圈画辅助思考，借助交流提示语让自己的

语言更有条理性和逻辑性。这样的助学单可以为学生提供一

种支点，借着这个支点他们可以让思维更发散。

注意事项：

①尝试设计助学单时要注意和级部其他老师商量研讨如

何设计，尤其是初期，因为助学单的大问题如果设计不到位，

学生会被带偏，整节课就浪费掉了。

②设计时要提出明确的要求，提供学习方法指导，让学

生知道自学什么、怎么学、用多长时间、应该达到什么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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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检测等。

③助学单老师要回收，从整体把握学生预习自学的情况，

掌握哪些知识学生通过自学可以基本掌握，哪些是学生比较

难以理解的地方。另外，还有一部分后进生初期是不会借助

助学单自学的，老师要及时回收并指导。可以尝试在上课前

抽时间给这几个学生讲一遍，帮助他们对新知识有一定的了

解和把握，增强他们的信心，这样上课交流他们就不会跟白

纸一张什么也听不懂了，避免整堂课都是懵懵的状态。

2.3 同桌互为“小老师”让学生体验“说数学”
合作精神与合作能力是自学的力量源泉，同桌两个人合

作交流互为小老师，不管是自己的想法还是困惑，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一起解决，两个人都有机会表达，都有机会思考。

同桌合作其实就是“生教生”的过程。在生教生中，后进生

弄懂了教学内容的疑难处，优等生则进一步增强了对知识的

理解，两个人在合作中互相提高。

针对学生心里清楚但却不知道从何说起的问题，我们给

学生提供一个交流的模式，开启学生的表达之门。

交流模式：

同学 1
我先说：我的答案是……

我的想法是……

你的答案是什么？你又是怎么想的呢？

同学 2

同意：我同意你的想法，我的答案也是……

我的想法是……
不同意：我不同意你的想法，我的答案是……

我的想法是……

2.4 课中“小老师”让学生体验“辩数学”
如果说同桌合作交流是小范围的思想碰撞，那么全班交

流就是大范围的思想碰撞。全班交流就需要有几个能担任

“小老师”角色的学生，初始阶段挑选几个自信且善于表达

的优等生树立榜样，慢慢推进，发展更多的“小老师”。课

中小老师交流模式如下：

注意事项：

①教师要积极的鼓励、及时的表扬创设和谐、民主、宽

松的课堂氛围，扫除学生的心理顾虑，尊重学生的不同意见，

切忌有简单粗暴的语言表达否定性意见。只有这样才会让学

生有话愿说，有疑愿问，才能出现始料未及的体验和思维火

花的碰撞，使不同的学生得到不同的发展。久而久之就会出

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局面。

②教师要做到凡是学生能解决的，就让他们自己解决，

教师主要负责每个小环节适当的引导点拔和总结提升。主要

通过生生讨论，教师点拨，使学生进一步加强对所学知识的

理解，最终形成运用所学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2.5 课后“小老师”辅导让学生体验“品数学”
对于中等偏下的学生来说，深层次的知识掌握起来比较

费劲儿，而这些知识恰恰又是在基础知识牢固掌握的基础上

的拔高。如果给他们时间去思考，给他们机会去发问，他们

不仅能巩固基础知识，而且还能锻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进而

提升自身的学习力。

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因为课堂时间有限，仅靠学生讨论

和老师点拨总结，有一部分学生的知识漏洞不能完全被填

补。所以，我们就把学习延伸到课下，利用班级“小老师”

实施生教生的策略。每个班中等偏下的学生大概是 10 个左

右，在分小组的时候都均匀分到各个小组。由各小组的小组

长担任“小老师”，利用课余时间给这些小徒弟进行“补课”，

查漏补缺。小徒弟们把上课没有掌握的知识和没有想透的问

题和自己的小老师交流，在小老师的点拨指导下，慢慢回味

思考，把自己知识结构中的漏洞补上。在这个交流思考的过

程中，小徒弟们的体验就像在品一壶好茶，刚开始没品出什

么滋味，慢慢地就越品越香。数学就是这样一门学科，越想

越意思。         

注意事项：

①教师一定要及时评价。每对师徒都有一个评价表，上

课上台讲解的徒弟加 1 分，每天课堂练习或者作业改错当天

完成的师徒各加 1 分。每周评优秀师徒，优秀小老师双倍分

奖励。每月累计加分前 3 名的师徒可以得到小喜报的奖励。

②对于小老师来说 C、D 等学生辅导起来比较难，所以

安排徒弟时不能安排这部分同学，要搭配接近 C 等的同学。

③小老师的任务要明确，老师要明确告知小老师今天主

要的任务是什么。

④对于小老师的辅导情况，老师要跟踪检查，不能完全

交给小老师。而且要跟进评价，对小徒弟的学习情况进行阶

段性评价，这对小老师和小徒弟起到一种激励作用，以防

懈怠。

⑤老师要熟知小老师和小徒弟的课余时间是否有其他活

动，避免小老师课余时间有别的任务，对于徒弟跟踪不到或

者小徒弟有别的活动，小老师找不到人辅导。如果师徒产生

时间冲突，老师要及时亲自辅导或者安排其他小老师辅导，

保证不懂的地方当天清，不积压。

3 实施初效
经过几个月的实践，初见成效，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教师层面
传统的“老师讲学生听”的课堂模式，教师一边苦口婆

心地传授知识，一边还要组织课堂纪律，一节课下来，心力

交瘁。随着“小老师互助之四步教学”备课模式的推行，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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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们慢慢找到了自己在课堂中的位置，学会耐心听学生的发

言，不再一味地想着自己的教案和流程而打断学生的交流。

渐渐地能听进去学生的话，学会根据学生的回答进行穿针引

线地点拨。老师的劳动得到解放，学生的思维也得到解放，

教学效果显著。

3.2 学生层面
①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增强。借助预习单，大部分学生比

以前会学习，知道学什么，怎么学，会思考自己不懂的知

识点。

②合作能力增强。以前合作没有明确的目标和方法，学

生转到一起要么不说话要么乱说，合作显得没有秩序也保证

不了每个学生都参与。如今的互助交流，我来讲，你来听，

有问题就相互交流探讨、合作思考。

③语言表达和自信力增强。不论是同桌交流还是全班交

流讨论，学生的参与度高了，学生发言的机会多了。以前不

善于表达的学生现在特别积极，以前不愿参与的学生也跃跃

欲试。

④学习兴趣增强。每个学生都有交流和展示的欲望。老

师和同学的掌声、微笑和鼓励，对不少孩子来说是莫大的鼓

励，他们渐渐乐于去探究、去思考、去交流。 

目前“小老师”教学活动还处于初步尝试阶段，还需要

不断改进完善。接下来我们会继续钻研助学单的设计，使其

有法可依。会不断发掘学生自身的潜力，把更多的机会让给

学生，让学生站在课堂中央，让学生做课堂真正的主人，提

升课堂效率，强课提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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