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褚清源

“六一”来了，高考还会远吗？
“六一”是与童年有关的，它是五颜六色，是多姿多彩

的，它更像是一个美好的梦，在人们的记忆中永远留存，直
至多年后依然鲜嫩如昔。

但是，近几年提“六一”，却有了一丝沉重的意味。 在
家长和社会的殷切期望中，成长的压力正在越来越投射
在“00 后”一代身上。

去年，由百度搜索风云榜的数据绘制的“六一”搜索
趋势图显示， 与传统印象中自由欢愉的儿童节不同，曲
线中排名最高的几个关键词均与单纯意义的 “玩乐”无
关，而是与学校组织的各类文艺演出活动有关。 这是成
人世界的“紧张状态”在孩子世界的投射，从一个侧面反
映了中国孩子尤其是城市孩子的成长状态。

我们的孩子变得越来越“成人化”，“六一”于他们而
言，不是自由的戏耍，不是草地上的奔跑，而是各种各样
的庆祝晚会和表演。 而在不是“六一”的日子里，他们的
时间被各种培训班和补习填得满满的，“不让孩子输在起
跑线上”成了很多父母的口号，各种“虎妈”、“狼爸”成了
一些家长心中的榜样。

当幸福成长变得越来越“虚无”，孩子们又将如何迎
接此后漫长的中学时代？ 当学习于他们变得如此繁琐、
劳累、辛苦，他们又将如何度过此后的无数个 45 分钟？当
生活变得单调、乏味、枯燥，他们又将如何看待成长，看待
自己，看待人生，处理周遭的事物关系？

这是一连串的恶性循环。 因为我们有了不快乐的童
年，所以有了不快乐的少年、不快乐的青年、不快乐的中

年、不快乐的老年。
这本应是一个关于成长的良性循环。 因为我们有一个

快乐的童年，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收获着友谊，收获着幸
福。即使面临着中考、高考的压力，但我们毫不惧怕，把它当
作成长道路上的一种经历，信心满满。 成长的过程，固然有
挫折、遗憾，但更多的应该予人以信心和希望。

如此，高考才不再是黑色的，学生才不会以“撕书”来
庆祝高考的结束， 更不会以各种极端的方式来表达对学
校的不满。 如此，在很多年后回想起求学时代，人们才不
会只联想到“压抑”、“痛苦”之类的词语。

回到“六一”，回到纯真年代，
让我们的教育多一点“童真之气”，
少一点“丛林法则”。

回到纯真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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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教育“三大革命”：课堂教学的革命 教师研究的革命 学习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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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局长峰会后我们共履约定

即将召开

教师不讲,学生能学会吗？
高效课堂下的小组如何划分？
教师是如何通过利用小组, 实现课堂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死揪小组,可以撬动课堂全局吗？ 会引

发什么样的连锁效应？
这些课题对于山东青岛即墨市第 28

中学的改革者来说，是一种实践性成果，而
对于更多的课改人来说，却可能是一个谜。

大凡历史稍长一点的学校， 都有属于
自己永恒的风景。 即墨 28 中这所建校 45
年的学校，就有着自己恒久不变的风景，这
个风景就是屹立在校园里的 “雷锋像”和
“雷锋像”背后的故事。

故事与 “学雷锋 ”有关 ，更与当下风
靡全国的高效课堂有关 。 “活 ”雷锋在课
外更在课堂 。 这里的课堂是一种靠 “互
助 ” 精神建立的学习场 、 德育场和文化
场，是以同桌合作对子为基本学习单元 ，
可随时变化的新型学习共同体。 课堂上，
学生两两结对 ，一个为 “师傅 ”，一个为
“学友 ”，互助学习 ，捆绑评价 ，基于学习
的需要， 可随时组建成 4 人一组、6 人一
组的学习小组 。 这样的小组更像是一个
学习立方体 ，实现了没有死角的合作 ，保
障了每一个学生有尊严的学习 ； 这样的
学习形态更像是一个多变的魔方 ， 实现
了在课堂上教学 、德育和智育的多赢 ，我
们把它称之为“魔方效应”。

这样的课堂破解的不仅仅是知识系
统、能力系统，更有动力系统、精神系统。它
把学习变成了道德长跑， 把互助从课上延
伸到了课下，改写了德育的途径和形式，丰
富了德育的内涵和内容。

而拉动这样场改革引擎的， 是一位普
通教师。

一个人的“课”改

时红霞，是即墨 28 中一位普通的数学
教师， 这位说起话来还时不时脸红的女教
师，从被誉为“和谐互助”高效课堂教学模
式创始人那天起，便成了校园里的名人。

即墨 28 中是时红霞的母校，当她带着
大学里学到的知识回到母校工作时发现，
教学方法与当年上学时没有什么两样，学
生苦，教师累，而这样的苦和累并没有换来
满意的效果。

“以前的课堂我们很累，不仅身体累，
心更累，因为学生的成绩上不去，讲了很多
遍的题，考试时总有不少学生不会做，让人
很挫败。 ”时红霞说。

“雷锋精神”是即墨 28 中的核心精神，
时红霞还是做学生时就是学校学雷锋小组
的组长，时常关心帮助自己的帮教对象。从
学生生活中的互帮互助， 她忽然联想到了
互助学习，一下子，时红霞豁然开朗，“为什
么不能把课外学雷锋中的互帮互助运用到
课堂上来呢？ ”

“我当时在想，如果让学生也来讲会怎
么样呢？ ”

于是，一个朴素的想法诞生了：让一些
成绩好的学生来当小老师帮扶其他学生，
让学会的学生教会不会的学生。

2004 年 3 月，时红霞开始在自己的班
里进行实验：把学生一分为二，自然分成两
大阵营 ，一部分是 “小师傅 ”，另一部分是
“小徒弟”，每次她讲完后，让同桌相互讲一
遍，这样下来，学会的学生比原来增加了很
多。 从此，在时红霞的数学课上，以前的教
师讲数学变成了学生学数学、说数学。

时红霞给记者讲了这样一个真实案
例。 一次考试，一道数学题难度系数很大，
此前她并没有给学生讲过， 但试卷收上来
却“惊”了很多人，时红霞班上答对的学生
有 30 多个，比讲过这道题的班答对的学生
多出 20 多人。这一现象了引起了数学组全

体老师的注意。此后，数学组的老师开始自
发到她的课堂上听课。

让同学科老师感到更不可思议的是，
时红霞负责的两个班学生基础并不好，第
一学期成绩平平， 而到了第二学期期中和
期末考试， 两个班的成绩却包揽年级前两
名。

有老师跟踪调查发现， 在时红霞的班
级里，学生的课下作业很少，甚至没有书面
作业。 这就是时红霞后来实施的解放优秀
学生计划。在她的班上，优秀“师傅”可以申
请不做作业， 他们可以腾出更多的时间来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作业减少了，但课堂
教学效果却大幅度提高了。

就这样，原来一个老师教 60 个学生的
“拖车课堂”， 变成了 30 个老师教 30 个学
生的“动车组课堂”。时红霞告诉记者，现在
她更大限度地放权于学生， 本学期她把两
章相对简单的内容交由学生来讲， 让学生
和她一起备课，然后让学生上课。

“我还尝试让学友出题检测“师傅”，每
堂课都让学生出题，能出题就一定能解题，
出题要求的能力层级远远高于解题的能力
层级。 ”时红霞说。

如今 ，在时红霞的班里 ，越是喜欢帮
扶徒弟的学生成绩越好，这已经成为一个
普遍现象。 这位“和谐互助”高效课堂教学
模式的创始人，也因此受到了学生的普遍
欢迎。

在学校的百度贴吧里， 常常会有不少
学生留言，谈到时红霞的“好”。一位学生在
留言中说：“时老师，近 3 年没见，不知您是
否还在学校里教书，我很想念您，感谢您当
年对我们的教育， 虽然当年我们挨了您不
少批评，但我们现在都很感激您，祝您一生
平安。 ”

发现“时红霞现象”

时红霞悄悄进行的实验被校长发现，
源于一封来自家长的投诉信。

校长李志钢清楚地记得那是 2005 年
9 月 22 日，他发现自己办公桌上有一封家
长来信， 信的内容是反映数学教师时红霞
上课时基本上不讲，而是让学生教学生，家
长担心这样下去会影响孩子的成绩。

当天，李志钢便召集相关领导去听课。

在时红霞的课堂上，刚上课，一名学生就走
上讲台，拿着教材，大大方方，有板有眼地
向同学们讲述本节课的主要内容———平行
线与相交线的定义及其相关定理。 学生的
表现俨然一位成熟教师，表述清晰，讲解到
位。整节课，老师总共讲了不到 10 分钟，而
学生们却学得热火朝天，同桌之间有讲的、
有听的、 有练的……课后成绩测试出人意
料的好。

一节课 ， 别的老师费尽口舌才能讲
完的内容 ， 而时红霞却在寥寥数语中高
效地完成了 ，这不能不让人惊讶 。 “时红
霞的课让我眼前一亮 。 ” 李志钢说 ，“但
是，这样的课算不算是一节好课呢？ 如果
站在教师教的层面来评价 ， 这的确算不
上一节精彩无比的好课。 然而，学生学的
效果却很好。 ”

一时间， 这样的争论在学校领导层一
直持续着。 为了进一步求证时红霞课堂教
学探索的价值，新学年开学，学校有意将一
个学习基础比较差的班交由时红霞负责，
结果，期末考试，在年级 24 个平行班中，这
个班的数学成绩竟然上升到了第六名。 这
在全校引起了轰动， 不少老师开始到时红

霞的班上“偷师学艺”。
这一成绩进一步验证了时红霞探索的

价值。 李志钢开始组织骨干教师全面深入
数学课堂进行跟踪研究，有针对性地对“时
红霞现象”进行提炼总结。

跟踪研究发现， 在时红霞的课堂上，
教师并不是在偷懒，教师的任务不单单是
组织教学 ，还要对 “师傅 ”进行重点培训 ，
让他们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师傅，教师不仅
要使“师傅”学会做题，还要让他们学会分
析题意 ，学会讲解题的思路 ，把众多同类
型题目和相应的知识点联系起来，从而掌
握一定的“教学”技巧。 在“师傅”和“徒弟”
都遇到困难时，教师则要相机给予指导和
点拨；当“师傅”在“教学”上有精彩表现和
“徒弟”成绩有明显提高时，教师要给予及
时评价表扬。

为了让其他学科老师认识到这种模式
的可行性，2006 年， 学校开始把这一教学
改革从实验室搬进了试验田， 选择骨干教
师进行实验，历时半年多，学校总结出了一
套相对科学的课堂教学模式，命名为“和谐
互助” 高效课堂。 在全新的课堂教学模式
中，“徒弟”代之以“学友”，“师友互助”的教
学模式由此确立。 2007 年，学校开始在全
校推广。

其实这样总结推广的过程并非一帆风
顺。最初，在讨论会上，一些领导主张让，时
红霞要改回来。 在他们看来， 让学生自己
学，萝卜炖萝卜永远是萝卜。李志钢至今记
得当初推行实验的时候， 他给全校老师说
的话：“‘和谐互助’是咱们学校长出的一棵
幼苗，盼望大家勇于参加实验研究，有的老
师不愿意参与， 沉默也是对我们最大的支
持！ 千万不要狂踩一脚。 我们不争论，不议
论，干出结果自有公论！当我们长成一棵参
天大树， 我们自然而然地会得到更多的阳
光雨露。 ”

这样一项源于草根教师的课改， 在即
墨 28 中的历史上，无疑是一次意味深远的
变革。

被放大的“对学”课堂

“和谐互助”这个名称来源于对学校文
化精神的提炼。李志钢说，“和谐”是指在竞争
和合作中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互助”是指师
友在相互启发帮助中提升自身素质；“和谐
互助”就是“和而共谐，助而互进”。具体地说，
学生同桌两人为一个单元学习组，学习优秀
的做“师傅”，学习较弱的当“学友”，课堂上通
过学生帮学生、学生教学生，一帮一，亦师亦
友，最终实现师友双赢。

当然，谁是“师傅”，谁是“学友”，不是
单凭入学考试成绩来确定的。 分管教学的
副校长孙甲诚介绍说：“从学生入学我们就
开始对学生的知识基础、兴趣爱好、学习能
力与性格品行逐一进行了解， 再通过半个
学期的观察， 才把他们粗线条地进行大致
划分归类。 ” （下转 2 版）

有这样一所学校， 同样是小组学
习，他们在放大“对子”合作的基础上，
基于学习的需要， 可随时组合不同
的小组，组建全新的学习共同
体。

有这样一种教学模式，它
简单易学，发轫于草根教师的
自发实验，繁荣于校长的偶然
发现，从而产生了一种原创性
课改成果。

请与我们一起走近山
东 青 岛 即 墨 28 中
“和谐互助” 高效课
堂的———

课堂魔方特
别
报
道

———山东青岛即墨 28中课堂教学改革经验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