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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溪县第三小学学生线下活动
集团化办学背景下121农村试点班级教育质量同步提升的实践研究
□郎溪县第三小学  周松松  鲁  俊
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21世纪初是我国教育集团的蓬勃发展期，21世纪初至今是反思创新期。
教育集团化发展渐趋成熟，义务教育集团化办学成为教育集团研究的新动向。集团化办学的
实施适应义务教育的发展，创新了办学形式，均衡了区域间的教育资源及发展。真正实现优
质教育资源的裂变和蝶变，让每一所学校都拥有持续向上生长的力量。
随着郎溪县无校籍改革的稳步推进，教育改革初步试行，集团化办学应运而生。全县集团化
办学在稳步推进的同时存在的问题也日渐显现，郎溪县第三小学教育集团在县教师管理中心
等教育主管部门的帮助与指导下，提前谋划，深入全面地考虑问题，大胆创新工作机制，率
先尝试121农村试点班级教育质量同步提升计划（以下简称121计划），努力释放集团化办学
的优势，让农村学校能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步发展。
一、课题研究现状分析
教育集团化办学是由一所学校和若干所成员学校以不同的形式组合而成的学校共同体。以集
团核心学校为龙头，将不同层次的学校绑在一起，利用优质学校带动薄弱学校的发展。通过
在教学教研、班级管理、教育评价等方面的集团化融合，实现管理、师资、设备等优质教育
资源的共享。学校之间做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形成教研、学习共同体，让薄弱学校得以
提升，以推动集团校本部与试点学校之间的交流，实现互惠互助，共同成长。
随着教育综合改革的不断推进，为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
质化教育需求，郎溪县于2018年8月试行集团化办学。城区四所公办小学为各教育集团核心
学校，各自带动三到四所农村小学，分别组成四个教育集团。郎溪县城区学校学位不足，乡
镇学校学生数逐渐萎缩，虽然硬件设施与时俱进，但是优质生源逐渐流失、师资队伍薄弱、
教师年龄老化现象严重、结构性学科教师缺失。调查发现试点学校是一所呈萎缩状态的乡镇
学校，全校42名教师（各学科教师平均年龄均超过43岁），在校学生72名。随着城市化的进
程，学生生源逐年减少，因为生源少，教师多，很多年轻的教师都选择了上挂到城区交流，
留下的这些老教师，虽然教学经验丰富，却缺乏年轻人特有的活力。同时该校教师同伴互助
的意识不强，为数不多的青年教师与中、老年教师之间的互助合作较少，不同层次教师之间
互助合作的能力不够，合作水平不高。而我校自2015年9月投入使用以来学校新、班子新，
教师年轻、凝聚力强、干劲十足。作为集团化办学的核心学校，学校希望在不稀释优质教育
资源的前提下，建立开放、互动和动态的网络教学和研究平台，同步提升试点学校班级教师
的业务水平和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实现教研交流和资源共享。通过结对互助，形成教研共同
体开展网络教学和教研活动，从而促进集团教师的专业化发展。如何在教学的真实情境中发
现问题、研究问题、从而不断优化和改善学科教研手段、过程和结构，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
和教师教育教学能力？
二、确定121计划，建立教研共同体
121农村试点班级教育质量同步提升计划暨121城乡齐步走，是在集团化办学背景下，通过一
对一的精准结对互助，确定“一对一”班级管理共同体，同学科教师“一对一”结对互助。
让试点班级的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让乡镇教师与城区教师无障碍进行交流互助。121计
划是在郎溪县无校籍改革的稳步推进中，教育集团化办学尝试运行的背景下产生的。第三小
学教育集团在全县首次试行“121试点班级教育质量同步提升计划”，实现集团化背景下的
“一对一”班级管理、“一对一”教师结对、 “一对一”资源共享、“一对一”课堂同
步，从而不断提升班级管理模式、扩大辐射、挖掘内涵，将教师教学业务水平、班级管理模
式以及学生综合素质的同步提升作为集团化办学的创新点。借此来推动集团化办学，达到城
乡联动，共同提高的目的。具体实施内容如下：
（1）通过“一对一”班级班主任的结对互助，由优质学校带动成员学校试点班级的管理。
（2）通过“一对一”同学科教师的在线课堂、教学课例、微课等教育资源的同步交流与分
享，同步提升教师的业务素养及学生的综合素质。
（3）通过“一对一”教研活动的开展，规范试点班级教师的教学教研学习，提升教师的教
学教研水平。
三、实施半日送教活动，师生共同发展
鉴于郎溪县第三小学师生配备比例不均衡，到成员学校实地支教或常态化开展教学教研活动
难以实现。我校大胆创新工作机制，对试点学校实行线上、线下交流活动。经研究决定每周
四下午对试点学校进行各个学科的半日送教线下交流活动，每次安排试点学校四、六年级各
两节课。每次半日教研结束后进行集中评课议课活动，再通过对试点学校教师进行“微课”
“互动课堂”等现场培训活动，搭建网络教学研究平台，探索出农村试点班级教育质量同步
提升的方法。线上通过在线课堂开展同步教学，各学科课程安排提前和试点学校班级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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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按课本的正常教学进度持续进行送教活动，也可以就该学科的某一单元进行持续教学，
教师自主开课进行教学，对学生及时抽查检测、总结反馈。通过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建立
网络联系机制，进行教学资源分享、教学教研交流活动，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进行集团化教
学教研共同体的研究，以点带面，逐渐推广，做好本部与试点学校之间的深入融合，充分调
动、挖掘、释放集团化办学的优势，努力让各成员校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同步发展。
四、建设教育教学资源库，实现优质资源共享
教学信息资源是教与学的基础，也是教与学的源泉。教学资源库的建设是教育信息化的核
心，也是教育信息化的灵魂。建设共享的教学资源库，是推进集团化办学教育信息化的必然
趋势，这样做既可以集中我校大量的优秀教学资源，同时也可以延伸集团化办学中教与学的
时空，构建开放、宽松、高效的教学教研环境。随着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普及，教学中的一些
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尤其是多媒体教学手段高投入与低产出的矛盾显得尤为尖锐。试点班
级很多教师反映利用多媒体教学手段上课，制作的困难多，花费的精力大，需要收集文本资
料、图片、声音等素材，制作时还需要有比较过硬的电脑操作技能和一定的美术功底，有的
素材还根本找不到，只好找一些相近的素材来代替，影响了教学质量。
考虑到试点班级老教师居多、平均年龄较大，计算机操作水平弱，运用多媒体教学的主要困
难是素材难以收集、不会制作。经研究我校购买了一些优质资源平台中的资源，同时学校以
教研组为单位，将每位教师教学的PPT课件、课件模板、教案、微课、教学视频等，分年级
分学科归类好上传到学校的服务器平台上，试点班级教师可以登录服务器平台直接下载使
用。为促进试点班级教师的多媒体制作水平，资源库中也提供了课件模板的半成品，教师下
载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要求进行编辑和修改，制出作属于自己学科的PPT课件。
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为试点学校教师备课和课件的制作提供了丰富、优质的教学素材，避免了
大量重复性劳动，提高了教师的工作效率及教学效果，促进了教师的教学创新，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同时也为试点班级学生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学习资料，拓展了学习的方式和场所，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促进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通过实践探究，在不断的互助学习、相互渗透中，121计划成为集团化办学中独特的、行之
有效的教学管理方式。集团化办学可以将班级管理及教学教研进行全方位的共享、交流，让
优质资源在集团内共享，集团核心校年轻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不断提高，试点学校老教师丰
富的教学经验得到分享，在观察、发现、反思、感悟、积累的过程中，提升了试点班级管理
水平、引领同学科教师专业成长、试点班级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教师的教育教学质量都得以提
高，真正实现城乡联动，均衡发展。

皖教风彩
王艳：丹心育桃李 善良伴爱行
王艳，萧县龙城镇中心小学教师。自1990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担任小学数学教学和班主任
工作。在31年的教学生涯中，她始终以一个优秀教师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用汗水倾注在三
尺讲台，兢兢业业、无私奉献，忘我工作，以爱育人，先后获得宿州市优秀教师、宿州市学
科带头人、宿州市科技辅导员、萧县优秀教师、教学能手、优秀班主任等荣誉称号。多次在
省级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论文并获得相关奖项。
以德育人  综合培养
保尔说过：“我已经把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这个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了人
类的解放而斗争。”1990年，王艳带着这份热情和这份执着，走进了教育殿堂，开启了教育
的奋斗历程，凭着年轻和充足的干劲，不忘教育的初心，砥砺前行在教书育人的道路上。奋
斗在教育教学第一线，从不缺一节课，无论是脚踝扭伤还是住院初愈，她都忍受疼痛坚持上
班，没有耽误过学生的一节课。她用自己的行动感染教育着学生，凭着对教育事业的热爱，
凭着对学生的一片赤诚之心，赢得了学生的理解和尊重。
在教学中，她认真钻研教材教法，遇到问题及时向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请教或上网搜集教学资
料，观看名师优质课程视频，并认真学习揣摩。在培养学生的数学能力上，王艳重视“读写
算”紧密结合，全方位训练，教学生学习方法并灵活运用，从而形成学习数学的能力，提高
学习数学的兴趣，根据学生们的实际情况进行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尽自己所能让他们将知
识理解透彻。
王艳坚持学生全面发展，各科教学综合培养。王艳的班级经常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连续几
年的三月份“学雷锋活动月”中，王艳自己买来礼品，带着队员们到城南社区敬老院帮助老
人梳头，打扫卫生，注重培养队员们从小树立敬老爱老孝老尊老的传统美德，净化学生们的
心灵。在植树节带领队员到城南社区种花树和果树，组织队员们参加团省委组织的“孝行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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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的“小手拉大手”活动，并获得了优异的成绩。
精心呵护  奉献师爱
教育学家曾说：“没有爱就没有教育。”王艳教师深刻体会到教师的爱是情感教育的基础，
教育技巧的全部奥秘就在于真诚的爱学生，时时刻刻用爱心感染学生教育学生。
王艳精心呵护班里每一位学生，关心他们的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在他们遇到困难时及时
伸出自己的援助之手。对于班里的贫困生，王艳不但学习上给予关心，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
的照顾，细心捕捉他们的微小变化，及时疏通负面情绪，消除自卑心理，让学生感受温暖,
帮助他们快乐学习、健康成长。2020年，因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教育系统迎来了从未有过
的挑战，春季开学按下了“暂停键”。王艳对班级家庭困难的学生采取“一生一策”精准帮
扶，不但做到线上教学全覆盖，还及时买来学习用品、学习资料和水果等物品，给贫困生送
去温暖。班里有位贫困生小曼，妈妈患病去世，父亲为了生活早出晚归。王艳在学习上给予
关心帮助，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给她梳头发，教她如何洗衣服，从小失去母爱
的小曼非常感谢王艳，称她为妈妈。
王艳将资助与育人相结合，坚信救助一个贫困生就是救助一个家庭；挽救一个流失学生就是
挽救一个未来；保住一个学生就是保护一个希望。爱心助学，培养人才；功在当代，利在千
秋。王艳用鼓励和微笑，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处理问题时民主公正，擅于挖掘学生的闪
光点，以长期的认真负责和坚持付出，鼓舞着学生们刻苦努力学习，获得学生、家长、领
导、同事的一致赞誉，自己也深切感受到身为人师的幸福。
三十一年来，王艳始终一如当年，不忘初心，在教育的天地里默默守望，在平凡岗位上演绎
不凡价值，在付出和给予中感受生命的意义，在奉献和关爱中享受教育的快乐和幸福，用自
己的青春去谱写辉煌的篇章！做一位心中有爱有温度的教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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