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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排名倒数到名列前茅，石桥镇中学小组合作制学习获点赞

乡村孩子乐享家门口的多彩教育

说起太白湖新区石桥镇中学，

很多人第一时间就会想到地处偏僻
的乡镇中学。“原来我们学校在全市
所有乡镇中学排名倒数，辍学率高，
家长不认可，升学率极低，学生没有
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校长邵长君
这样形容此前的石桥镇中学。但就
是这所乡镇中学，近几年有了突飞
猛进的发展。尤其是今年中考，该校
500分以上的学生达到51人。这种改
变源于2013年该校探索推行的小组
合作学习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将
课堂“还给”学生，提升了学生自主
学习能力，让学生真正实现了有效
和深度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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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11月9日讯(记

者 邓超 通讯员 贾一

鸣) 近日，太白湖新区金融

办组织开展了金融风险防

范进社区专项宣传活动，将

金融风险防范宣传带进济

东新村社区，向市民介绍如

何防范“非法集资”、“高利

贷”等非法金融行为的发

生。

活动现场，通过发放宣

传册、上门入户等方式，金

融办工作人员热情向小区

居民讲解非法集资的表现

形式和危害、开展“学法、知

法、用法”的好处和意义，不

少居民被图文并茂、生动形

象的宣传手册吸引而驻足

观看。本次活动参与居民人

数达400多人次，发放宣传

折页及印有防非处非宣传

标语的手提袋等宣传资料

500余份，现场答疑80余人

次。

此次宣传活动，有效的

帮助社区居民了解非法集

资的真面目，提高居民对非

法集资风险的识别能力和

防范意识；进一步让居民了

解了开展人人普法的积极

意义，掌握了守法、用法的

知识。市民们纷纷表示，这

次活动非常有意义。

教学没有旁观者
课堂“活”了起来

“同学们，请分组讨论文
中作者表达的中心思想。”11
月4日，在石桥镇中学初四五
班的语文课的课堂上，教师
盛艳红正在讲解一首古诗
词。课堂气氛活跃，同学们兴
趣盎然，很快就掌握了全文
的中心思想。记者发现，在这
堂课上，学生被分为若干个
平行小组，每组4人，这些组
员不是完全随机分配的，而
是根据学习能力分为4个层
次，1、2号则为品学兼优的学
生，3、4号则为后进生。老师
盛艳红会根据所学内容设计
若干问题和活动，并为不同
层次学生安排适合其能力的
任务，让每个人都有事做，都
能参与到课堂教学中。

“比如在日常的课堂教学
中时，我会提出问题，让学生
分组讨论，或者针对具体的问
题采取辩论的方式进行探究，
在相互交流的过程中生成不
同观点。”盛艳红说，课堂中设
置的小组共同交流探讨的环
节，让学生在小组内提出不同
思路和方法，随后进行小组展
示，并对其他小组展示的内容
作出评价；最后再由教师对关
键知识点和学生表现情况总
结归纳、点播提升，形成自学-
展示-探究-释疑的教学框架。

“学生被分成了一个个学习小
组，小组成员发言积极，课堂
气氛活跃，再也没有那种后排
睡觉现象。”

这就是石桥镇中学小组
合作学习模式课堂教学的一
个缩影。除了在课堂上培养孩
子自主学习的兴趣和能力，石
桥镇中学小组合作制学习模

式还贯穿于教学工作的方方
面面。“今年的中考，我校500
分以上的学生达到51人，新区
中考的最高分均来自石桥中
学。在全市农村137所中学的
考核评比中，石桥中学位列24
位，比去年提高63名，教学质
量提升的效果初步显现。”在
石桥镇中学校长邵长君看来，
令人瞩目的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小组合作制学习模式的成
功推广。

由试点到全面推广
科学分配小组成员

初四年级道德与法治教
师赵冉是全程参与见证了小
组合作学习模式推广过程的
老师之一，而在此之前，石桥
镇中学还是一所排名末位的
乡镇初中。石桥镇中学地处偏
远，生源主要来自周围的35个
自然村，长期以来，办学条件
相对较弱，学生成绩多年处于
落后境地。赵冉2011年来到石
桥镇中学教书，她告诉记者，
从一个青年教师的角度来看，
最初的课堂教学，只是照本宣
科式的将知识点灌输给学生，
学生被动接收知识。而自从
2013年实行小组合作学习模
式后，才促使学生做到了知识
的再创造和迁移，达成了深度
学习的目标。

“从最初单纯追求知识目
标的达成、到如今情感目标、
能力目标、知识目标的全面发
展，学生和老师的进步大家有
目共睹。”赵冉说，如今课堂上
每个人都能获得成就感，久而

久之，学生由原来的不敢发言
到踊跃展示，课堂也“活”了起
来。

“原来我们学校在全市所
有乡镇中学排名倒数，辍学率
高，家长不认可，升学率极低，
学生没有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这就让学校领导开始谋
变。”邵长君是这场变革的发
起人，2013年，刚刚担任校长
不久的他远赴山西古交学习，
在那里接触到了小组合作这
一全新的教学模式，当年，他
便将这一模式在校内全面推
广。

“小组合作的推广并不是
一蹴而就，最初我们只在个别
班级、个别课堂进行试点，逐
渐推广到全校。直至现在，仍
在摸索前进。”邵长君说，不是
所有小组成员之间都能和谐
相处，一旦发现小组成员出现
了不和谐因素，或者影响到其
他同学的成绩，老师会及时做
出调整。在分组前，老师也会
充分考虑各个学生之间的性
格、习惯差异，以做到科学、合
理分配。

分层制订学习任务

成员相互影响促进步

除了课堂教学，石桥镇中
学还将小组合作运用于日常
的教学管理中，最直观的体现
则是量化积分考核制度。“学
校在学生和各小组中推广量
化积分，每个学生的总分是
100分，学生在校的表现不仅
仅与个人的积分挂钩，而是直
接影响到自己所在小组的分

数。”邵长君介绍，不文明用
语、随地吐痰、旷课、迟到等不
良表现都是扣分项，倘若学生
个人的分数扣光，则会扣小组
的总分。“以此增强他们的集
体荣誉感，将小组成员打造成

‘命运共同体’，从而倒逼学生
总体素质的提升。”

小组合作的帮带模式不
仅让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的
提升，小组成员之间还在潜移
默化影响着对方。“短短两个
月时间，我的成绩有了明显提
高，也变得阳光、自信起来。”
初四学生小阳(化名)在刚入
学时成绩在班级内名列前茅，
而自从初二迷恋上了手机游
戏后，他变得不爱说话，性格
自闭，学习成绩一落千丈，初
四入学时，他被分到了小涵
(化名)所在的小组。身为小组
长的小涵不光在学习上对他
进行帮扶，在自己乐观向上的
性格带动下，小阳也开始慢慢
融入了集体，学习成绩有了十
足的进步，前不久的一次考试
中，他的成绩回到了班级20名
以前。

此外，教师在布置日常的
教学任务和随堂作业时，也会
根据小组不同成员学习能力
的差异为他们分配不同的学
习任务。“学习较好的1、2号同
学除了完成必要的作业外，还
需要完成课外拓展练习，3、4
号同学只需完成课本上的联
系题即可。”邵长君介绍，分层
布置作业避免了教学“一刀
切”，能够让每个学生都能找
到自己的定位，从而针对性地
查缺补漏。

太白湖新区金融办进社区普及金融知识

“手把手”帮助居民守住“钱袋子”

石桥镇中学校园。

石桥镇中学课堂气氛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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