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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增加“智者高见”时间的课堂密度和实效性。

“智者高见”刚开始按计划实施并不理想，主要是学生交

流的内容价值不大，课堂局面混乱。分析原因是教师指导不

到位、学生互教互学意识不够。于是笔者先指定成绩突出、

能力强的班干部收集信息（必要时给出方向），交流前先过目

检验并提出指导性意见，交流中适当支持、控制节奏，使集校

内外智慧于一体的经验介绍落到实处。随着时间的推移，交

流的主角由被动指定变为争先恐后的报名，老师不光审阅甚

至还要安排好时间，让学生都有机会展示。

4.重视课下师徒互助的有效性。

①改变课下辅导的方式。

现在，多数教师挤自习时间对课上所学内容进行强化训

练，自己忙碌学生也感到疲乏。笔者在班级建立的是师徒帮

教制：课下，师傅首先检查徒弟的当堂反馈（教师精心编制的

课上 10 分钟检测内容），结合存在问题想办法将自己理解和

掌握的知识用最通俗的办法教给徒弟，然后将试题适当变形

让徒弟巩固练习，直到徒弟学会为止，在徒弟领会和应用的

过程中也加深了师傅对原有知识的深入理解。在互助活动

中使学生逐步明确:每个小组成员都有责任帮助他人；要保证

全员过关，只有小组所有成员都掌握学习内容，才算完成学

习任务；为了检查互助小组目标达成情况适时进行反馈测

验；在小组内牢牢地树立“休戚相关”、“荣辱与共”、“人人为

我，我为人人”的共同意识。

②改变作业的布置与检查方式。

作为教师，我们都深有体会：检查作业本吞没了我们大

部分的空闲时间，而更烦恼的是这种劳动是那么单调乏味，

没有创造性（一部分作业是学生互相抄袭完成的）。不改作

业可以吗？笔者的做法是：小组长收集“师傅”反馈“徒弟”的

错题信息，以此为据设计同类习题（书上例题或习题），布置

“徒弟”们的作业。课代表结合当堂内容征求老师意见选择

相关习题（参考练习册）布置“师傅”们的作业。作业统一做

到特色作业本上，即当堂反馈的背面（正面是老师精心编制

的本节双基要点测试）。纠错由“师傅”及小组长负责，黑笔

答题红笔纠错，并分析错因另找同类题巩固练习，直到真正

领会为止。这样打破了应付作业、抄袭作业的僵局，减少了

老师的重复无效劳动。现在考试前学生习惯性的翻阅当堂

反馈，因为典型题、易错点尽收眼底，走进考场心里多了一份

踏实。

③改变试卷分析与讲评的方式。

试卷分析与讲评也是师徒互助的一项。不管大考小考，

只要试卷一发，师傅首先查阅徒弟的卷纸：双基内容答案的

校对、错因的分析、补救措施均由“师傅”全权处理，师傅的疑

惑多半会在组内交流解决，个别难点由教师讲评。之后，每

个人独自作出试卷分析，并与卷纸一起整理到试卷夹中待下

次测试后进行对比，以便制定下一步学习计划。这样使得试

卷分析与评价更及时也更有针对性，增加教学的实效性。

④重视学生学习的情感体验。

黎明的曙光最让人期待，对学生来说努力后的收获最让

其欣喜。特别章节的特色作业为学生搭建了展示自我的舞

台。如“确定位置”一课要求师徒对子互助完成，利用常见的

确定位置的四种方法之一设计一个寻找某场所的问题，要图

文并茂。“生活中的轴对称”一课要求互助小组分工完成，以

小组为单位自选一种材料设计各类精美的轴对称作品，要体

现对称轴条数的多样性⋯⋯学生作业设计的灵活性与创新

性让老师惊喜：寻找历史宝藏、营救迷路伙伴、小夹子大用

途、广告纸巧变鱼等联想丰富、创造力强。由此也能看出他

们对数学学科的喜爱和对数学学习的专注，更能体现互助学

习的有效性。

通过两年的尝试，学生自我学习意识明显增强，互帮互

助氛围浓厚，并能主动帮教、共享经验、积累建构、分析评

价。当然，伴随着教学改革的不断深入，学生在学习当中还

会出现新的问题，只要不断的探索和改进，“同伴互助，师徒

帮教”的学习方式就一定在“减负提质”的教学改革中释放出

应有的魅力。

（作者单位：沈阳市敬业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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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苑 特色教研.

加强经典教育，就是要强化今人与初民之间的精神联系，它的根本意义在于，让我们回溯人类最初的生命精神，

从而获得现代人最基本的生命滋养。经典本身代表着人类的优良经验，乃是人类记忆的结晶。经典教育本身意味着

唤醒我们对人类优良经验的“记忆”，或者说把人类的“记忆”植根于个体之中。个体的成长过程乃是分享人类成长经

验的过程，教育的起点包容在人类初始经验之中。古典经验唤起个体对人类过去经验的感知，唤起个体的人类记

忆。这种记忆不仅仅是个体性的，而且是人类性的。重温古代经典的根本意义就是以回忆的唤醒来重温人类、民族

的早期经验。

阅读经典是一个过程，在阅读的初始阶段，最重要的是培养良好的阅读趣味，也就是对美好阅读的感受力，从小

就启迪个体内心对经典的开放性，把经典阅读的可能性植入儿童的生命品质之中。

（摘自《上海教育科研》2011 年第 8 期 刘铁芳文）

经典教育与生命滋养

视野 时文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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