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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地区小学少教多学模式的构建 ①

石艳平，尚小舟
（吉首大学 师范学院，湖南 吉首４１６０００）

摘　要：信息化时代的当下，新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催生出了不少特色各异的有效教学模式。构建适合湘西
地区小学教育的教学模式即少教多学模式就是对该地区小学教育教学的一场及时雨。此教学模式的构建，将在少教多学

理念、操作及实践等多方面对湘西地区的小教事业发展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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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数字网络统治的当下，人与人的交流沟通渐渐趋向
无声。成人如此，周围环境如此，孩子的交流沟通能力相

当令人担忧。在众多教育专家学者的引领下，提出并实践

了教育改革，试图通过此锻炼孩子与人交往的能力，自主

学习的能力。但对于地处湘、渝、川、黔四省边区交汇处的

湘西地区，对一些学校教学改革先进经验还处在效仿、实

验阶段。湘西的城镇小学和其他大城市一样，班额超大，

少则六七十人，多则八九十人。在这些班级上课的教师工

作任务可想而知，而农村小学，虽然班额小，但孩子们见识

受条件限制，且多为留守儿童，心理上本来就缺乏幸福感，

如果在学校课堂上找不到快乐，可想他们的童年是何等的

不幸！因此，构建适合湘西地区小学的教学模式即少教多

学模式无疑是对湘西地区小学教育教学的一场及时雨。

而“少教多学”这种教学模式可以很好的弥补以上缺

陷。这个听起来并不新鲜的词语再次被提及的时候，可能

很多教育工作者并不以为然。可能认为“少教”就是老师

不讲了，“多学”就是让孩子自己学，其实这是一个误区。

少教是指教师“精心、精彩、精致”地教。引在学生的疑难

处，导在学生的乐趣处，点在学生的欠缺处，“多学”是指学

生“主动地学，积极地学，快乐地学”。下面将从以下几个

方面来阐述如何构建湘西地区少教多学模式。

一　构建模式的准备
（一）教师观念的更新

新课标明确“教师是学习的组织者，引导者与合作

者”，教师在课堂上要做一位优秀的导演，只有教师给学生

安排大量的“戏份”，学生才能成为优秀的演员。因此教师

要“隐身”目的是让学生“在线”！教师虽“隐身”，却仍在

网上，仍在引导组织关注着课堂，另一方面，作为新一代教

师一定要充分相信你的学生，完备从“扶”到“放”的操作理

念。一定坚信，坚持走改革之路，才能求发展，才能真正做

到以生为本。

（二）合作小组的建设

我们知道《标准》将合作交流寓于问题解决和情感态

度这两项目标之中。在问题解决的目标中指出：“在解决

问题中，有与同伴合作解决问题的体验初步学会与他人合

作，并能体会与他人合作的重要性。”小组合作学习将学生

成为课堂的主人，通过生生互动与影响，充分调动和发挥

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课堂上把大量的时间留给学生自己

进行知识的探索，这样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动脑筋、相互切

磋、交流讨论，这对培养学生的良好的学习习惯也有一定

的促进作用［２］。湘西地区的小学特别是农村孩子，跟外界

交流少，胆小、害怕排析陌生事物，语言表达能力极其欠

缺，改变这些孩子的习惯，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在学

校，在课堂上相互之间学会合作，善于交流，积极发言，因

此，小组合作学习方式对这个地区的小学生来说，再合适

不过了。要搞好小组合作学习，教师的前期工作很重要，

教师要将学生分成若干小组（每组６－８人），分组时既要
考虑学生自己的意愿，又要做到“同组异质”，同组异质，且

先培养出每组能力较强的组长，让组长带动组员学习，每

个组员又有不同的分工，纪律委员，卫生委员，各科小组

长，让组员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做，在他们相互督促，相

４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７－２９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学会重点课题（Ｕ－１０９）
作者简介：石艳平（１９７８－），女，苗族，湖南湘西自治州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小学教育教学研究。



互合作，提高责任心，交流能力，爱上课堂，一段时间（一段

一个学期）后，小组重新组合，到中高年级可尝试同组同

质。教师在学生思维处境迷惑时、思考开放性问题时组织

学生合作学习，学生互相交流合作，能相互启发对方的思

路，这时教师适当的加以指导，就会使得问题越来越清晰，

解决问题的整个过程也会变得更加容易和深刻。

二　课堂上的“少教多学”
（一）以激发兴趣促进“少教多学”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也曾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

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是学生学习

的内在动力。因此在课堂上，低年级老师着重培养孩子的

学习兴趣，养成好的合作习惯。赫尔巴特把教学过程看作

是培养兴趣的过程，并认为“使人厌倦就是教学的最大罪

恶”。在他看来，任何教学都要建立在学生现有兴趣的基

础之上，并通过激发和引导兴趣的手段把教学渗透到学生

的兴趣和欲望之中，这样才能使教学达到最大的效果，“没

有这种兴趣，教学无疑是空洞乏味、令人反感的”；另一方

面，教学的直接目的是培养兴趣，“只要培养了兴趣，一个

人即使走出了学校，兴趣也可以伴随他一生，使他终身受

益”。而低年级孩子好动，注意力集中时间短暂，自控能力

差，因此，教师可将故事、童话融入到语文课堂学习中，让

学生听童话、说童话、读童话、写童话，把学生引进一个五

彩斑斓的童话世界，让孩子们爱听、会品、乐写童话故事。

教师可将游戏融入到数学课堂学习中，例如在学生学完加

减乘除后带领学生玩扑克牌（二十四）、在学习“９的乘法
口诀”时可借助手指操帮助学生熟悉９的乘法口诀，对中
高年组学生可以讲数学家的小故事、儿童趣事，以此来增

强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以合作学习实现“少教多学”

在学习方式上教师可采取小组合作让孩子提问题，设

计本节课的学习要点，解决本节课的学习难点，老师在幕

后作提示、补充，必要时，老师也可以“大学生”的身份加入

小组，装作不懂与孩子们共同学习。用学生自己学着解答

自己提出的学习问题来增强学生的学习动力，让孩子们带

着思考地围绕问题各抒已见，加深理解，提高学习效率，当

堂训练，课后不留“剩菜剩饭”。

三　课堂外的“多学”
（一）以阅读达到“多学”

当今世界，各国一致认为阅读能力是一切学习能力的

基础与核心，是未来人才必备的基本能力，对儿童阅读总

的要求是要重视培养学生广泛的阅读兴趣，扩大阅读面，

增加阅读量，提高阅读品位。提倡少做题，多读书，好读书，

读好书，读整本的书。新课标对小学生阅读的要求：第一

学段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５万字。第二学段养成读书看报
的习惯，收藏并与同学交流图书资料。课外阅读总量不少

于４０万字。第三学段利用图书馆、网络等信息渠道尝试进
行探究性阅读。扩展自己的阅读面，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１００万字。而课本的质量只能达３０多万字，因此，丰富的
课外阅读尤显重要。低年级可每学期固定几本必看的课

外读物（可以是文学、数学、科普、常识等类型），一学期开

展１－２次读书讲故事活动，摘录一些优美词语。中高年级
每期拟定必读和选读书目。每月一次师生“共读一本书”；

每周一次读书会，读书会是让所有相关者每周共度一两个

小时的绝佳方式，人人都是赢家，对一些特别喜欢阅读的

孩子要求他们每期一次“小创作”；当孩子们读完原著时，

可以让他们观赏改编的电影或舞台剧，并定期播放科普知

识的视频、名人传记的讨论会；在班上每期举办一次读物

推荐会，这是孩子们交流阅读心得的另一种形式，能够增

强他们阅读的自主感，这样一改原来以考试为目的的阅读

动机，可以让学生主动地“多读书，爱读书，读好书”。

（二）以讲坛实现“多学”

为了让学生更好的“多学”，通过实验，教师可在班上

创立 “百家讲坛”活动。即请学生的家长走进课堂，分享他

们在各个行业的成功经验和成长励志故事或者带领学生

学习与生活密切相关的各方面专业知识，拓宽学生的视

野，此为“多学”之举，形式新颖，内容丰富，还能在课堂上

进行亲子教育，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

在课堂上，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安排学生互学、群学、

打开湘西地区孩子们紧闭的双唇，大胆流畅地表达自己的

思想，利用家长和网络拓宽学生的视野，学生学会使用多

种途径进行学习资料的摄取，课堂外通过课外阅读丰富学

生的知识，养成学生爱读书的好习惯，通过师生、生生交

流，写作、比赛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深深地感受到读书的快

乐，让他们达到真正意义上的“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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