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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５”幸福课堂的研究与实践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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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４３５”幸福课堂研究与实践的内容集中体现在建设幸福小组、构建幸福课堂、践行幸福教育三个方面。课
题以为学生的成长着上幸福的底色为目标，在研究与实践中创造、生成幸福的资源，培养为自己、为他人、为社会创造幸

福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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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４３５”幸福课堂的涵义
“新课程改革应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积极倡导学生主动

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１］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教育的理想在于使所有的儿童都成为幸福

的人，都成为能够为自己创造幸福，更能够为他人、为社会创造幸福的人。作为塑造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教师，应该是新课程改革的主导者、实践者，应该是培养“幸福人”的工程师，践行幸福教育的“源

头人”。我们课题组创造性地提出“４３５”幸福课堂的研究与实践课题：“４”指课改的四大理念：尊重学
生、解放学生、激活学生、幸福学生；“３”指课改的三项目标：建设幸福小组，培养自主合作、快乐学习的
习惯；构建幸福课堂，提高展示生成、质疑创新的能力；践行幸福教育，提升师生和谐相处、幸福发展的指

数；“５”指课改课堂的五个基本教学步骤：快乐起航→自主研读→对子互学→探究交流→幸福达标。

２　“４３５”幸福课堂的实践
２．１　建设幸福小组，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快乐学习的习惯
２．１．１　幸福小组的涵义

学生学习的过程是学生以自身经验为基础，在新的任务和情境中主动建构的过程，每个学生有不同

经历和经验，建构的结果就不会相同，这就需要群体之间的合作学习［２］。合作学习的基本单位是学习

小组，因此，幸福小组就是几个学生按照一定原则组合在一起的小团队。

２．１．２　如何建设幸福小组
幸福小组的组建原则是“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组内异质”是在构成上要求小组成员的性别、学

业成绩、智力水平、个性特征等方面有着合理的差异，“组间同质”是每个小组通常由４～６名学生组成，
每个小组都是全班的缩影或截面。“组内异质”是互助合作的基础，“组间同质”为各小组间展开竞争准

备条件，以上这些体现了幸福小组建设的科学性。

幸福小组在组建与运作中，应注意民主性，尊重每个学生的意向。班主任宏观调控，组长选组员、组

员选组长，学生自己做主，最优组合。运作过程中，组员之间难免发生误会，产生矛盾，要求换组，但教师

又要考虑到小组的稳定与管理的轻松，一般在期中考试后，幸福小组进行组员的微调。

不断创新是管理的诀窍。幸福小组建设中及时培训组长，组内成员明确分工，定期总结，及时奖罚，

既是管理的原则，又要不断创新。如每２周一次小组总结，奖罚的方式和力度，在班级管理中是不断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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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七年级时重精神奖罚轻物质奖罚，九年级时紧扣学生的会考心理，进行奖罚的方式力求多样。

总之，幸福小组的建设应紧扣科学性、民主性、创新性三原则。建设幸福小组，让每个学生明确自己

的责任，各司其职，密切配合，相互监督；每天在自主研读中发现问题，合作交流中解决疑难，充分享受求

知的快乐，感受团队竞争的激烈与幸福，最终培养学生自主合作、快乐学习的习惯。

２．２　构建幸福课堂，提高学生展示生成、质疑创新的能力
２．２．１　幸福课堂的涵义

什么是幸福课堂？幸福课堂就是愉悦、高效、灵动的课堂。具体来说是教师教得轻松愉悦，对学生

既有亲和力又有威严感，对职业既有责任心又有自豪感。学生快乐学习，健康成长，课堂上心情愉悦，学

习高效，活动有序。课外作业适当，活动时间充足，活动形式多样，学生特长得到充分培养。

２．２．２　如何建设幸福课堂
愉悦是幸福课堂的第一大特点。课堂上，教师一脸的阳光，幽默的谈吐，智慧的讲解，全身的亲和

力，学生必会聚精会神地倾听、大胆新颖地质疑、精彩纷呈地展示，如是课堂师生怎不愉悦？“４３５”幸福
课堂的第一环节就是希望教师上课伊始，创设一个开心愉悦的情境，“快乐起航”。当然起航的方式很

多，语文、英语、政治课讲究形象性文学性，数学、物理、化学课追求严谨性科学性，但不管你采用何种方

式都要求突出“快乐”二字。

高效是幸福课堂的第二个特点。一节课的知识，学生在自主研读中学会了一些，同时找出了自己不

懂的地方，带着问题进入对子互学环节，对子（一好一差的组员搭档）合作，又解决一些问题，探究交流

时，小组精彩展示，教师及时点拨，智慧延伸、精炼总结，这样，三个学习流程下来，学生就能轻轻松松解

决问题，真正做到学习高效化。课外稍加巩固，有充足的时间发挥特长，追求文化科目学习以外的乐趣，

这样，丰富了学生的校园生活，陶冶了学生情操，培养了学生的各项能力。

灵动是幸福课堂的第三个特点。课堂上，教师能够激发学生的灵感，让学生捕捉更多深层次的东

西，并和教师的智慧火花相对撞。“４３５”幸福课堂的第三、四个环节：对子互学，探究交流，就突出体现
了“灵动”这一特点，对子互学环节是针对基础知识进行的生生合作、师生交流，教师的出现，是解决对

子互学后还没有解决的知识点，这时教师如能有效点拨，必能一语惊醒梦中人，加深对知识的理解。探

究交流环节是针对一节课的重点难点进行的组内交流、小组展示与点评补充，此时，教师讲解应精炼，拓

展应巧妙，学生才能洗耳恭听，捕捉更多深层次的知识，并与教师的智慧火花对碰，产生共鸣。

愉悦、高效、灵动是幸福课堂的主要特征。“４３５”幸福课堂的五个环节就是围绕这些特征精心设计
的。构建幸福课堂，就是让师生在课堂上精彩互动，充分施展才华，不断质疑释疑创新，人人体验成功。

２．３　践行幸福教育，提升师生和谐相处、幸福发展的指数
２．３．１　幸福教育的涵义

幸福教育的内涵是什么？它应当是以人的终生幸福为目标，在教育中创造、生成丰富的幸福资源，

培养出能够为自己创造幸福，更能够为他人、为社会创造幸福的人。

２．３．２　如何践行幸福教育
简言之，就是教师幸福地教，学生幸福地学。首先，教之前潜心钻研教材教参，明确教学重难点，设

计教学流程及相应策略。故此，每周１次以备课组为单位的集体备课必不可少，集体备课会上，大家各
抒己见，阐述教育教学的精华与智慧，年轻教师大胆创新，激活一江课改的春水，老教师沉着稳重，回顾

以往教学中学生的易错点、讲解的智慧处，最后主备教师博采众人之长，编出集智导学案，资源共享，为

幸福地教做好了准备。其次，和谐相处，团队作战，构建以团队为单位的绩效评价和奖酬机制。和谐相

处既指教师与学生的和谐相处，又指教师之间的和谐相处，这是教师幸福教学的重要保证。为此，淡化

个人英雄主义，倡导团队作战已成必然。为达成建设高效教师团队的目的，学校管理者应考虑采用基于

集体的绩效评价和奖励方式，对年级组、教研组甚至教师自发的合作团队，均要做出符合学校办学理念

和发展目标的适度的积极评价［３］。当然，个人绩效评价、个人激励也是必不可少的，只不过是在团队评

价和奖励面前可以稍作弱化。这样，每位教师就能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好经验、好资料拿出来共享，教

师的协作意识、团队精神空前加强，心态平和了，幸福教学也就来了。第三，快乐阅读、多形式培训，赋予

教师最美味的精神食粮。快乐阅读，徜徉在书的世界，知识的海洋，狭窄的心宽了，烦燥的心平了，郁闷

的心乐了。快乐阅读，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喜悦。多形式培训，拓宽教师视野，解决心中谜团，更能重整课

改的决心，理清课改的思路，为教到老、学到老、课改到老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教师幸福教学，集体备课是前提，以团队为单位的绩效评价和奖酬机制是物质保证，开展快乐阅读、

进行多形式培训是精神保证。

３１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６年第８卷

教师幸福教学是如此，学生幸福学习又该如何做到？１）提出自主研读型、对子互学型、探究交流型
三种学习方式。新课伊始，教师快乐起航后，学生带着求知的欲望进入自主研读学习内容的阶段，教师

适当提出自研要求，学生主动钻研，圈点新的知识，找出疑难之处。自主研读完后，带着疑问进入对子互

学，对子互查自研成果，解决自研中的疑难，这就是对子互学型学习。接下来进入一堂课的重难点的学

习———探究交流型学习，针对重难点，以小组为单位，认真审题，积极探究，然后小组展示交流，在教师的

引导下共同突破难点、突出重点，总结规律。２）加强课程建设，丰富学生的校园生活。有这样一句话，
上帝对你关闭了一扇门，那她定会为你打开一扇窗。成绩好的学生不一定样样都行，成绩差的学生不一

定样样不行。说不定你会读书，可唱歌难听，你学习成绩不好，可你舞姿优雅，歌声悦耳。因此，开展课

程建设，举办各项活动，挖掘学生潜能，平衡学生心理，培养“我最棒”“我也能成功”的自信，让每个学生

在学校能找到一席之地，幸福地学习，快乐地成长。

幸福教育就是做培养“社会人”的工作，为学生的成长着上幸福的底色：有理解幸福的思维，有创造

幸福的能力，有体验幸福的境界，有奉献幸福的人格，就是提升师生和谐相处、幸福发展的指数。

３　“４３５”幸福课堂的实践效果
２０１４年，课题进入实践以来，“４３５”幸福课堂模式日趋成熟，小组建设科学有序，学校督查管理制度

化，导学案编制上新台阶，２０１４年，荣获娄底市优秀课改实验学校。
３．１　师生精气神明显改观

“４３５”幸福课堂上，学生自主学习，积极讨论，大胆展示，幸福达标。举手投足间，学生自信的微笑，
激情的讨论，灵动有序的展示，天衣无缝的配合，在旁教师时而眉头紧蹙，时而点头赞许，时而恰到好处

的引导，无不显示出师生精气神的改变和幸福指数的大大提高。每周一庄严肃穆、震撼人心的升旗仪

式，队列整齐、灵动有序的广播操更是学校靓丽的风景线。

３．２　数理化生全国联赛，奖牌总数占据半壁江山
学生各类竞赛成绩在全市占据历年奖牌总数半壁江山。近几年来，在全国希望杯数学邀请赛中荣

获了１２金 １６银１３５铜，数、理、化、生全国联赛中２７人荣获全国一、二、三等奖，６１人荣获地级一、二、
三等奖，８１人荣获市级一、二、三等奖，２０１５年，荣获第二十六届初中希望杯组织工作优秀奖。
３．３　造就精英团队，促进师生成长

如今的冷水江二中不单是莘莘学子理想的求学之所，更是老师快速成长的摇篮。２０１４年，吴利锋老
师参加冷水江市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获得二等奖；肖正初老师参加娄底市综合实践活动说课比赛获

娄底市一等奖；阳丽老师在湖南省信息技术教学比武中喜获一等奖。２０１４年下期英语组被湖南省教科
院评为省级优秀教研组，郭碧君老师被评为省级优秀教研组长。２０１５年，易劲涛老师参加湖南省中青
年教师教学比武喜获省二等奖。教学质量是学校的生命线。初中毕业会考成绩连续４年位居娄底市公
办学校第一名，六七年级抽考、八年级生地会考连续５年位居冷水江市第一名。２０１５年，中考十科总分
上１０００分者５２人，占我校参考人数的１８％，上一中线高６０％，位列冷水江市第一名。教育的最终目的
是让孩子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幸福是经历，更是学生成长的权利。教育的本质就是让每一个生命体自

然、幸福的成长。让花一样的孩子，在充满幸福的校园里，幸福学习、健康成长，是我们课题组永恒的

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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