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笔者结合自己在日常教学开展中
的一些做法，来具体论述“小先生制”
在英语课堂教学中可以实施的策略和
方法。

（一）创设多样化的“小先生”岗
位，让学生能者为师

在“小先生制”引入课堂伊始，教师
可以根据自己对本班学生英语学习情
况的了解，委派几名综合语言运用能力
表现出色的学生在小组中率先扮演“小
先生”角色，为其他学生树立榜样。

例如，对于朗读比较好的同学，可
以任命为朗读方面的“小先生”；对于
书写比较好的同学，可以任命为书写
方面的“小先生”……这些“小先生”可
以成为大家的榜样，为大家提供指导
和帮助。在任命“小先生”时，很重要的
一点是：教师需要有一双善于观察和
发现的慧眼，并且要多多为这些小先

生搭建施展才能的平台，营造出“人人
争当小先生”的良好局面。

（二）优化教学环节设计 ，让学生
善为人师

做“小先生”就意味着要教自己的
“学生”。怎样教，教师要巧妙设计，做好
引导，使“小先生们”有机会教、懂得怎么
教。笔者在实践中，主要是从“凸显课堂
特征”“优化教学环节”这两方面入手。

1.凸显课堂特征。
“小先生制课堂”与传统课堂有较大

的区别，其特征可以初步提炼如右图：
2.优化教学设计。
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时，要改变

传统“环节式”教学设计，取而代之的
是以“任务”来代替环节。

传统环节一般就是以流程形式来
展现，使得学生比较被动，总是跟着老
师步骤，无法成为学习的主人。而在

“小先生课堂”中，学生成为了课堂的
主导者，对整个学习过程具有组织、调
控作用。教师在课堂上，需要为“小先
生”组织学习活动提供有力支持。就具
体一个内容设置一个任务，提出具体
的任务目标，引导学生经历学习的过
程，开展互动式学习，让学习真正发
生，而不是流于形式，走过场。

如学习新课前由“小先生”组织复

习指定内容；学习新学单词后由“小先
生”领读生词或玩游戏巩固生词；甚至
是由“小先生”组织同学把所学单词拼
写、记忆；学完句型后，让同学们练习
对话，能者为师，互教互学；学完课文
会话后，由“小先生”组织各小组表演
会话等。教师改变以往的教学方式，将
教学环节进行优化，这样一来，“小先
生们”才能有用武之地。

三、“小先生制”英语课堂实践

所谓“小先生制课堂”，就是指在
“小先生制”课堂教学模式下由学生做
“小先生”,走上讲台以教师的角色带
领其他学生学习,并参与到备课、上

课、总结、评价等教学环节的一种新型
课堂模式。

让学生上课、做小先生，这种课
堂不是放任自流的课堂。“小先生”

的课堂拥有严格的秩序、流程、顺
序。课堂上，老师不能“坐上观”，学
生也不能“坐上观”。“小先生制”的
课堂教学打破了传统的“教师教，学

生听”的教学模式，由他们身边熟悉
的同学来当老师教他们，学生感到
既新鲜又刺激，从而引发极大的兴
趣和关注。

二、“小先生制课堂”的内涵阐释

向新而行，让“小”先生“大”有作为

“小先生制”的有效推行关键是要
通过建立适合学生特点又切实可行的
运行机制，以调动学生参与这种学习
模式的积极性，让学生在创设的学习
活动中能动手、能交流。同时，通过一
定的激励评价制度引导学生增强团队
合作学习的荣誉感和能力。

为此，在平时的教学实践过程中，
笔者尝试着从“师徒结对帮扶”“日日评
价手册”“集赞赢卡”三个方面入手，为

“小先生制”提供制度保障，让学生真真
切切懂得如何去做“小先生”，并在此过
程中尝到甜头，收获喜悦，乐为人师。

（一）师徒结对帮扶——明确职责
在日常教学中，我将班中的后进生和

优等生一对一结成师徒小组，同时给每
个结对小组以一定的职责、任务和评价奖
励等机制，以保证师徒结对的实效性。

“小先生”是从学生中选拔出来的
学习带头人，他既是学生，又要给别的
同学当小老师。当每一个“小先生”被
选拔出来之后，他们还要明确自己的
职责，师徒之间还要签订协议。这些职
责保证了小先生和小徒弟一起学习，
一起作业，一起检查，使“小先生制”贯
穿在日常学习的每个环节之中。

（二）日日评价手册——记录过程
评价手册是发给每位小先生的，

其实每页上印刷的是一份量化的记录
单。小先生每天对照记录单中要求，看
看徒弟是否已经完成作业？是否有进
步？是否主动参与交流？如果完成了就
在相应的括号中打勾，没有做到的就
打圆圈，表示要及时加以提醒和督促。

自从发下评价手册后，在课堂上，
偶尔听课走神的孩子，同桌的“小先

生”便会提醒他认真听讲；当小组讨论
交流时，徒弟也不会因听不懂而呆呆
地坐着，“小先生”会耐心地讲解给他
听。课余，当徒弟因为贪玩而不完成作
业时，“小先生”便会好心地劝说他完
成。并且，小先生也会用心去观察徒弟
的点滴进步，给予鼓励。

（三）集攒赢卡——闪耀进步
法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曾说过：“教

学艺术的本质不在于传授，而在于激
励、唤醒和鼓舞。”为促进“小先生”和小
徒弟们投入竞争的良性循环中，笔者选
用了“集赞”“减免作业卡”两种方式。

“集赞”对学生来说非常具有吸引
力。当徒弟表现出进步时，老师就会在

“师徒榜单”上面粘贴上一个“赞”。这
是一个共同进步的奖励，不但是对“小
先生”认真辅导徒弟的肯定，也是对徒

弟的一种鼓励。一旦使用这一评价方
法，明显可见的是形成了孩子们“争优
创先”的良好局面。

“减免作业卡”则是根据“师徒榜
单”上集赞的数量，达到相应的数量时，
就可以得到一张“减免作业卡”。这张
卡，师徒共用。这里所减的作业是指抄
写单词句子之类的作业，以减少量为学
生腾出时间。其实，小先生在辅导、检查
徒弟作业的同时，无形中也加深了对知
识的巩固，而徒弟在师父认真帮助下，
这个过程已经是受益很多，所以适量的
减少作业也没有什么大影响。

笔者认为：“小先生制”的实施为
“双减”下的教学探索了一条新的道
路。相信在不断的探索和改进下，“小
先生制”能为“双减”落地和学校教育
质量的提升带来新的驱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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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海区九龙湖中心学校 徐慧

“双减”政策的出台，一石激起千层浪，这是载入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双减”工作看似只是在

减轻学生过重的课业负担，实质上是对教育提出了更高要求。那么，作为一名坚守在教育一线的英

语教师，从接招“双减”的那一刻开始，我们该如何落实它所提出的新要求呢？笔者做了些探索。首

先，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做出转变，树立“以人为本”的教育观，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其次，在行

动上，笔者结合学校近几年一直在积极倡导和实施的“小先生制”课堂，充分鼓励和发挥“小先生”

的作用，激发孩子们学习的自主性，提高课堂效率，有效地推进“双减”落地，实现“减负提质”。

“小先生制”是陶行知先生倡导并推
广实施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同时也是
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的体现。

何谓“小先生”？陶行知先生是这样
说的：“生是生活，先过哪一种生活的便
是那一种生活的先生，后过哪一种生活
的便是那一种生活的后生，学生便是学
过生活的人，先生的职务是教人过生
活。小孩子先过了这种生活，又肯教导
前辈和同辈的人去过同样的生活，就是

一名名实相符的小先生了。”由此可见，
陶行知的所谓“小先生”，并非传统意义
上的“长者为师”，而是知者为师、能者
为师，以知识和能力掌握的先后为标
准，而与年龄的先后没有必然联系。笔
者尝试在英语教学中引入“小先生制”，
但“引入”不是“照搬”，而是“创新”，也
就是在双减”背景下赋予“小先生制”更
丰富的内涵，体现“小先生制”重要的时
代价值，具体内涵阐释如右：

一、“双减”背景下的“小先生制”新内涵

四、“小先生制”的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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