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师教学”农村小学班主任案例 
——南丹县芒场镇中心小学：高映芬 

 

“双师教学”是目前最前沿的一种教学方法。2016年，双师课堂

主要用于一线城市名校及对偏远地区帮扶。我校于 10 月加入广西自

治区教育厅和广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部重点统筹国培计划“双师教学—

广西模式”改革项目双师教学的尝试培训学习。到 2017 年开始，双

师课堂业务具备普遍性。而我校也是河池市南丹县唯一一所小学参加

了双师教学的培训学习及开展双师教学的学校。经过 3年的打磨，我

校的双师教学成为了河池市双师教学的一个亮点。中心校的老师们也

利用学到新的教学模式，多次给教学薄弱村校送教。2018 年春、秋

学期，我校的黎慧、王永静老师分别送教到波鸾小学、拉也小学。2019

年 4月，我校开展的双师课堂送教到拉也小学的研讨活动会上，迎来

桂林师范大学的何蕾老师、河池市、县教育局领导以及环江县的老师

们，他们一行 50 多人观摩了双师课堂教学的活动。我校的韦晓玲老

师给我们最偏远且全是瑶族学生上了一堂别出心裁的双师课。韦老师

她运用互联网环境下“专家+名师+乡村教师”集体研修三人行的陪伴

式教学。在我校项目组的领导下，我们进行了双师平台上看课、然后

进行课例筛选和诊断，选取与教材相同、视频质量较高、操作性较强

的课题进行下载，参照课例的教学流程，结合本班的实际教学情况，

内化为自己的知识内容。经过实验教师细化集体的备课，在这个模式

流程中，我们是怎样围绕各种活动的开展，线上如何看课，线下怎么

备课，课堂怎么观察，怎么分析数据，结果怎样，反映什么问题，如

何改进。韦老师课堂精彩的讲解，给我们没有走出过大山的孩子们，

学得意犹未尽。也给我们村校的老师们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学到了优

质资源的共享。更好的促进城乡教育的均衡发展，使“教育公平”的

梦想逐步成真。这次活动中，得到师大专家及市、县教育局领导、老



师们的好评。 

今天我把个人在双师教学中农村小学班主任工作的感悟分享给

大家。 

    案例一：创建良好的班集体 

俗话说得好，“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这说明起始阶段非

常重要。2018 年 9 月，刚上完毕业班的我，接手了一个少数民族班

二年级的数学课，且兼班主任工作。该班因调换老师太多，学生纪律

松散，班风、学风极差，成绩排在全镇倒数。接到这个烫手的山芋，

我几夜都难以入眠。开学初，通过我亲自摸底调查各学生、家庭，班

级实际情况，制定了班级远近目标，选出得力的班干部，班干值周制

度来管班集体。教学上，我们班无论是生活条件，家长素质，还是学

生智力和见识上，都与其他非民族班有很大的区别。有些学生家想拥

有一台黑白电视都还是一种奢望。加上学生基础知识薄弱、科学知识

贫乏、见识少。可想，他们拿什么来与高科技的今天接轨啊！因此，

我借鉴双师教学手段，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从课本到课本教学。除了

要制作一些直观教具、实物等为辅助教学外，还择选优秀双师教师的

视频，在线上+线下双师授课模式+情境互动课堂三为一体的教学链接

进行授课。而这些学生在家从没有见过的新鲜事，老师却把它变得活

灵活现，把一些难理解的问题变得直观、生动有趣。从而，大大提高

了学生学习积极性，更让每个学生享受到公平的教育。我从根本上解

决了学生学习的顾虑。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成绩上虽然提高不大，

但一个团结和睦，学习向上的班集体自然而然地形成了。 

【理论评析】 

教育是一条漫长的道路，我教给学生要树立“一辈子的目标，一

段时期的目标，一个阶段的目标，一年的目标，一个月的目标，一个

星期的目标，一天的目标，一个小时的目标，一分钟的目标。”这种

目标教育，旨在培养学生的时间观念，管理观念，学习观念。教育学



生要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为学生站在全局考虑，为学生的一

生，而不是一时考虑；不能眼高手低，从身边每一件小事抓起，让我

们的学生能够看得着，办得到，切实的教育好学生。 

案例二：一堂别开生面的班会课 

我们学校地处农村乡镇，大部分学生家长靠种地为生。而我们少

数民族班的家可以说是流动的蒙古包，居无定所。他们都是从深山老

林搬迁到外面租田地耕种为生。平时劳作辛苦，空闲时间以打猎为生，

文化水平有限，语言交流难以沟通。家里孩子看管放任自流，学习教

育意识松懈，不重视。甚至还沾染好逸恶劳的恶习。为了密切家校之

间的关系,达到共同教育学生的目的,我决定召开一次特别的班会请

家长一起参加。因为，瑶族学生家长思想意识落后，贪图享清逸，有

好吃懒做现象，认为读书无用的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认为读不读书同

样有饭吃，孩子到十几岁，男的要娶，女的迟早是别人家的媳妇，供

女孩上学是为了别人家好，不必浪费钱财。因此，对子女入学，家长

听之任之，去则送，不去则罢，子女稍长大些就叫回家帮干活，甚至

要谈婚论嫁。这都是受本民族早恋谈情说爱，赶夜街陋习吸引，学生

到校会受到纪律约束。所以，不爱学习，爱逃学现象非常严重，年纪

稍大些的瑶族学生，三天两头老师要到家里动员才来学校。其次，在

家长的熏陶下，他们都有打猎的爱好，经常三天打鱼两天捕鸟跟父母

外出打猎。老师上门喊则来，不喊则罢，经常找借口不到校。 

因此，要扭转学生这不良习惯，老师与家长的沟通是必不可少的。

家长会那天，为了迎接家长的到来，我让学生们在教室里悬挂起五彩

斑斓的拉花，黑板上书写着“读书快乐”四个红色大字,后墙上的板

报也焕然一新。我调整情绪后走进教室。和家长进行简短的交流后,

班会课正式开始。首先由班长致词:“亲爱的爸爸、妈妈们:您好!谢

谢您挤出劳动时间参加我们的班会,陪我们度过 40分钟。在今天这节

特别的班会课上,我们要向您说说心里话,我们要读书，真心希望您们



能给我们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你们养育了我们，就应该对我们的未来

负一点责任 ，昨天老师让我们回家摸摸父母的双手,我摸爸爸的手。

爸爸的手很粗糙,像枣树皮,我仔细一看,爸爸的手上还裂着许多小口

子,渗着血。那是您在为我做一张小课桌留下的，因为每次我写作业

都用膝盖当桌子用。以后我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学习,做个好学生。”

学生的肺腑之言，感动好多家长，我还发现家长偷偷地抹眼泪呢！ 

【理论评析】 

众所周知,教育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类日常行为 

准绳;是我们社会存在的指引。只有教育达到一定的造化,才会可以说

是一种进步。我更认为教育是一个长久教的问题，也是一个警钟长鸣

的问题。作为一个农村的班主任，我看到这样现象:其实瑶族学生的

求知欲也特别地强。只不过他们生长的家庭条件及环境限制他们的一

切。因此,我们应该有意识地在学校的各种活动中培养孩子们的良好

的行为习惯。当然，在这里仅仅靠老师是远远不够的，就像现在提倡

的合作性学习一样,需要老师和同学的共同参与。要老师、家长和社

会的共同努力和广泛互动。家综上所述,重新认识师生交往在教育工

作中的重要性,建立新型交往关系,是素质教育提出的要求,是作为现

代教师所必须要努力明确和做到的。要真正担负起学生心理的“保健

医生”的职责, 

案例三：师生交往典型案例 

我校实施双师教学以来，我惊喜的发现，我们少数名族班的孩子

们变得活泼多了。以往瑶族学生在课堂上很胆怯的。是因为瑶族学生

受到历史遗留下来的种种原因及社会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还有大部

分家长文化水平低，不能对其子女进行文化辅导，加上人与人之间的

交流全用瑶话，学生到校学习在语言方面说话颠三倒四。其次，瑶族

学生受到各种条件限制，生活环境单调，发现新事物、新问题不多。

在课堂上，有很多事物名称他们根本听不懂。如，课堂上讲“雾”、



“盐”，“彩虹”等学生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可想而知，瑶族学生见识

与外界接触有多少啊！ 

【理论评析】 

歌德有句名言:“教师如果征服了学生的心，其形象就如天空的

星星一样在学生的心中发光。”作为一个教师，都应“以人为本”，

尊重每一位学生。要与学生之间建立一座心灵相通的爱心桥梁。对学

生来说，师爱是重要的教育因素之一。因为优等生需要爱，中等生需

要爱，后进生更需要爱。常言道:亲其师，信其道。学生一旦体会到

师爱，就会自然地快乐地接受教师对他的教育，就会得到满足而产生

积极的情绪。所以，要设法了解学生的一切，想法开启他们心灵的天

窗，带着一颗真诚的心，走入学生中间，去询问，去了解，倾听学生 

的意见和心声，点燃他们心灵深处理想的火花，鼓励他们奋发向上。

所以，在管理班级时，要尊重学生，宽容地对待学生。 

我从事班主任工作多年，使我感悟到:有时我们老师蹲一下身,弯

一下腰,比 100 句说教好的多！我认为一切教育方法都来源于一点，

那就是我们老师对学生的“爱”。作为教师，没有爱心，便没有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