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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计课堂规则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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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首届“合作学习方略”
专题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隋恒芹 孙建强）
小组合作学习是新课改倡导的一种
重要学习方式，是提高学生课堂参
与度、培育和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
有效方法。然而，把学生编成小组
后，教师可能会发现，让学生真正

“合作”起来并不容易，合作学习是
个“技术活”。

日前，全国首届“合作学习方
略”专题研讨会在山东济南举行，
此次论坛由教学展示、教学沙龙、
管理论坛和实地观摩等板块组成。
来自上海、山东、吉林、浙江、湖南、
新疆、宁夏等省份和台湾地区的近
800名一线教师、校长共聚一堂，展
示合作课堂的魅力，切磋合作学习
的技能，探讨推进合作学习的管理
方略。

3 天会议期间，各地“种子教
师”为与会人员奉献了 16 节各具
特色的合作学习展示课。教师通过

“组际批阅法”“接力法”“发言卡”
“坐庄法”等常用的合作学习策略，
让学生在思维碰撞中体验合作学
习的乐趣。

创造性运用“发言卡”是本次研
讨会教学展示的必选环节。在教学
展示之后的教学沙龙上，教师们分
享了各自对合作学习策略及妙用

“发言卡”的心得体会。
为提升学生语文课的发言品

质，培养学生会分享、能互助、善质
疑、会创造的能力，济南经十一路小
学教师罗凯精心设计了分享卡、互
助卡、质疑卡；为避免合作学习出现

“搭便车”现象，济南二十七中教师
宋振慧用普通卡、白银卡和白金卡
让学生在合作学习中有事干、都想
说、都会说。宁波镇海精英小学教师
陈闽使用“总结卡”“复述卡”“求助
卡”，帮助学生开展主动、有序、全面
的互动，从而获得探索数学规律的
基本方法和经验。

经过教师的精心设计，小小的
“发言卡”体现出趣味、责任和文
化，正如合作学习研究专家郑杰在
教学沙龙中所说，生生之间的交流
是一个大宝藏，就看我们是否愿意
去挖掘。

研讨会上，济南二十七中、济南
民生大街小学、武汉经济开发区洪
山小学等5位校长结合自身实践探
索，从“合作学习与学生的个性发
展”“合作学习文化氛围的营造”等
方面，分享了合作学习的推进策略、
实施举措与管理经验。

与会专家还指出，合作学习已
经成为当下课堂教学的常态。但
是，对于不少一线教师来说，合作
学习仅仅是“看上去很美”，有小组
无合作、有发言无对话、参与不均
衡、分工不到位、合作不充分等问
题仍然普遍存在。而建立合作学习
共同体，帮助教师了解合作学习的
基本知识，训练实施合作学习的基
本技能，是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必
由之路。

据了解，此次会议试图通过这
样的交流与分享，让更多的教育工
作者全面了解合作学习的知识，助
力中小学课堂教学改革。

课堂资讯

每次课堂分享时，我都会针对不同孩
子的情况点名回答问题。虽然10次有8次
满意，但总有没被点名的孩子情绪十分低
落，甚至下一次连他的小手也找不到了。
这样的问题确实亟待解决。

即将开始多位数乘一位数的教学，怎
样让课堂上呈现出不一样的方式呢？我暗
暗下决心：破除举手发言的规则，必须做
到“绝对放手，适时点拨”。如往常一样，我
让孩子们先静静地阅读课本上的相关内
容，并标注出不懂的地方，写出自己的小
提示。孩子们认真地看着，我转身在黑板
上写下：一盒彩笔12支，3盒一共多少支？
伴随着窃窃私语声，我想他们应该已经读
完了。这是书上的例题，许多孩子很快列

出算式 12×3=36。然后我静静地打量着
他们，一句话都不说。

这些机灵的小鬼们早就与我形成默
契，一双双小手高高地举了起来。虽然已
猜出了他们的想法，可是我依旧假装不
懂地问道：“这些小手是啥意思呢？”“我，
我，我……”孩子们争先恐后地喊着。“谁
想说就说说吧”，我提醒着。可是他们好
像听不懂似的，你瞪着我，我瞪着你。“想
说站起来说就行”，我又一次提醒道。这
次孩子们终于可以确信老师没有说错
话，哗哗哗站起来一大片，抢着说自己的
想法，一个比一个声音大。

虽然感觉课堂很乱，可我依旧不说
话。孩子们感觉这样下去谁的想法都听不

到，陆陆续续停了下来。就好像事先商量
好一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再看看，有
几个孩子静悄悄地坐下了。这不是很好的
教育机会吗？“谦让是一种美德，小芸、小
鑫等同学为了把机会让给别人，自己选择
了认真倾听”,我表扬了坐下的孩子。说完
这些话，又掀起一批坐下潮。再看，只有小
吴一人依然站着。

“还不快谢谢这些选择坐下的同学”，
我说道。这孩子竟然鞠躬致谢，孺子可教
也。我随即问道：“你知道为什么要感谢他
们吗？”他坚定地回答：“知道，他们把机会
让给了我。”或许此处可以不用去问为什
么，可是为了确定效果，我还是忍不住问
了一句。小吴这个平时任性、表现不尽如
人意的孩子，竟然那么认真地回答着：“答
案是 36，因为……”回答得那么到位、那
么全面。

接下来的重点探究环节，我依旧努
力做到放手给孩子们。瞧，小月没用直

尺画线，这些小鬼们竟然着急地说：“用
直尺呀，用直尺。”再瞧，小豪忘记写算
式的结果了，同伴急着提醒他。所有的
声音汇聚起来，感觉屋顶都要炸开了，
许多学生却依旧高高地举手喊着。我实
在忍不住了：“屋顶炸开也没用呀，你就
不知道直接上去帮助他呀。”有孩子跑
了上去，其他孩子似乎觉得自己失去了
一次难能可贵的机会，唉声叹气地沉默
下来。

课后，我返回教室拿作业，有几个孩
子竟然围着我央求道：“老师，下节课上数
学吧，你去和体育老师说说。”我的内心顿
时充满欣喜。

通过这节课我发现，当把课堂放手给
孩子，把自由还给孩子，他们也能在课堂
上高高翱翔。当顺应孩子的天性，他们定
能绽放最美的光芒。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党
家街道办事处催马小学）

破除举手发言的规则
□史家娟

无规矩不成方圆。课堂规则不容忽视
地存在于每一堂课上，然而规则说起来容
易，做起来却很难。尤其对于低年级孩子，
他们的自控能力不够，往往很难遵守课堂
规则。

记得两年前，我满腔热情地将班级改
为“小组围坐”，然后朗读和张贴了高年级
的“课堂分享歌”，以为万事俱备，静待美
好的结果。可教室真正“热闹”起来，一不
留神到处窃窃私语，我却不知道究竟是谁
在讲话；小组讨论时热闹非凡，分享时却
没有收获……

我开始质疑自己的选择。这样的方式
不适合低年级？“借来”的规则不合适？怎
样建立属于低年级的课堂规则？我开始尝
试改变。

情境中制定规则

语文课上，阳光组的孩子们在讲台上
分享，自律性强的孩子听得很认真，而学
生小邓却在玩尺子，分享的小组长见状，
便请小邓复述刚刚展示的内容。显然，小

邓没能复述出来。
我心想，把孩子的问题交给他们自己

想办法吧。引导交流时，我让孩子们讨论
分享交流的规则。孩子们说道：分享前先
聚焦——请听我们说，分享时有表情、有
动作、常提问，分享后问质疑、请补充。

实践告诉我，孩子们在学习过程中遇
到问题，然后一起想办法制定规则，这样
的规则才具有执行力。

班级目标中落实规则

课堂展示规则制定后，孩子们就会
认真倾听、交流了吗？答案当然是否定
的。我们除了聘请各“口令长”在重要环
节提醒同学之外，还将倾听、发言、讨论、
分享等规则分别融入班级月目标之中。
如九月的课堂目标：会倾听。我们将倾听

规则张贴在教室前后，提醒全体师生重
点关注。

规则纳入班级目标之后，便与班级评
价有机结合。通过实践我发现，有效的班
级评价有：小组评价——以小组为单位，
每周评出“优胜小组”，领取“花样奖励”；
同桌评价——以同桌为单位，评出“黄金
搭档”，这种评价适合一、二年级起步阶
段；个人评价——小组长负责评价，分为
坐姿、倾听、发言、作业、服务等项目，每天
下午小组内分享、反思。

家校合力中推进规则

为了更好地让学生遵守学习规则，我
们利用开放日与家长交流师生一起制定
的规则，同时在班级召开“分享式学习体
验”家长会，让家长在“独学批注-讨论交

流-快乐分享”的体验中感受和理解孩
子，同时知晓帮助孩子的方法。

在家长会上，小阳的妈妈分享道：“原
来简单的‘倾听’也有那么多规则啊。今天
我终于知道了好习惯是怎样养成的，以后
在家也可以互相提醒……”几位妈妈还共
同讨论怎样帮助孩子大胆地分享：“每日
一问——你今天分享了吗？分享了什么？以
此促进孩子的反思和第二天的分享；每日
一奖——夸一夸、鼓励一下；每日分享——
分享大人的工作、生活趣事……”

家校形成合力，孩子们的规则意识
得到持续性关注，遵守规则的意识逐渐
增强，学习效率日益提高。更重要的是，
孩子们学会了在质疑中思考，在分享中
完善思维。

课堂规则不是一蹴而就、一成不变
的，反思这几年的实践，真正的规则是在
不断发现问题、不断完善中形成的。低年
级孩子逐渐将课堂规则内化为习惯，才能
彰显出学习过程中的丰富色彩。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郑州市郑中国际学校）

纵观当下的课堂，虽然小组合作学
习已经成为新课程标准中的一种重要学
习方式，但教师关起门上“家常课”时还
是不愿意采用。其根源在于，教师们普遍
反映，小组合作学习效率低，特别是在分
享交流时，场面容易失控。许多学生只顾
表达自己观点，而不思考与前面同学的
表达是否重复……如何走出困境，让合
作学习真正发生？我们不妨从一些名师
的课堂中寻找答案。例如特级教师仲广
群在执教《小数的意义和性质》单元练习
评析课时，开课即与学生一起建立发言
的规则：

师：先让我们进入第一个环节：小组
学习好处多。请大家看大屏幕，谁把规则
给伙伴们读一读？

生：第一条，每一个小组成员，按错题
从多到少的顺序发言，逐条分析每一道做

错的题目；第二条，小组其他成员结合自
己的理解，进行帮助、补充、提醒；第三条，
遇到相同的错题，只需要在第一次出现时
集中讨论清楚就可以了。

师：听懂了吗？第一条是在说学习讨
论的顺序，知道按什么顺序讨论吗？

生：按出现错误的多少。
师：最后一条是说，如果小组内出现

相同的错误，只需要在第一次讨论时进行
全面分析，之后就不用再讨论了，懂吗？

生：懂了。
师：好，相信你们的小组合作学习一

定会非常成功，开始。
（学生按四人小组开始了自评与互

动，人人都有自我评价的机会，人人都可
以给予同伴帮助和提醒）

师：刚才大家的讨论有规则、有分工，
特别欣赏你们能把声音控制得很恰当，小

组与小组之间尽量不干扰，又能让小组成
员都听得到。还有，一个人发言的时候，其
他人专注的神态和热情的帮助，把老师都
感动了。通过讨论，是不是觉得收获满满？

生（齐）：是。
规则，即规定出来供大家共同遵守的

行为准则。在合作探究过程中，如何才能
让讨论交流活而不乱、有序开展？恰当地
建立发言规则是保障。仲广群的课堂上，
学生之所以信心百倍、收获满满，关键在
于制定了适合本节课、本环节切实可行的
规则。

教师通过建立规则，规范学生交流讨
论的行为，这既是一种要求，更是一种引
领，既包含个性的规则要求，也包含共性
的规则要求。比如第一条规则和第三条规
则中，错得多的题是一般性问题，也是共
性问题，所以要先说；错得少的题，是个性
问题，所以可以后说。再比如第三条规则，
对于相同的错题，教师通过规则引导学生
补充、提醒，一次讨论清楚。这样的规则给
小组内较为弱势的成员提供了积极参与、
暴露自己思维的机会和平台，有效地避免

了那些思路开阔、个性张扬的学生独霸话
语权的现象发生。

在小组合作交流的过程中，有教师与
学生经过反复协商，形成如下师生、生生
共同遵守的约定：

发言规则：前让后、男让女，发言少者
率先提；前分享、侧身立，面朝大家不心
急；音洪亮、说重点，层次分明语清晰；你
补充、我质疑，辨别对错身再起。

倾听规则：声音起、手中停，如何聆听有
反应；眼注视、心不走，集中精力思不休；仔
细听、不打断，齐心协力辨真理；我提醒、
我同意，评价精当要在理。

组内分享规则：轻站立、聚一起，轮流
发言全参与；独立思、小组议，聚焦问题不
跑题；小声议、大声言，尊重他人是关键；
齐梳理、组预展，做好准备迎上前。

组际分享规则：上台前、先分工，争分
夺秒不放松；分享前、需谦让，你争我抢不
提倡；分享时、有条理，展示完成问建议；
补充完、掌声起，共同学习有效率。

（作者单位分别系重庆市江北区蜀都
中学、重庆市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

在使用规则中优化规则
□孙江丽

有一种好课是让规则先行
□游春梅 王 虎

课堂规则究竟该由谁
制定？显然，师生共同协
商制定的规则，学生才更
愿意遵守。但现实中，学
校或教师往往没有询问学
生的意见，就盲目地制定
了课堂规则，导致学生遵
守的程度不高。本期，我
们聚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