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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老师上讲台 大学问齐分享 

上海市第二师范学校附属小学  朱密华 

 

“讲台”在孩子们的心目中是一个多么神圣的地方，它是老师施展才华的阵

地，是一个只属于老师的舞台。陶行知先生曾经创造并推行过“小先生制”。所

谓“小先生制”，主要是利用上学的儿童、小学生来教不识字的儿童、成年人甚

至老年人。这是一种“即知即传人”的方法，是“教学做合一”的教育方法。 

在深入实施素质教育的今天，语文教学不应仅仅是“传道、授业、解惑”的

单向输导，教师不应充当单一的角色。如果时机合适，我们可来个角色变换，让

学生走上讲台当小老师。学生过把教师瘾，便能积极主动地活跃起来，思维的绚

丽花束将会灿烂地开放在他们心上。 

语文教材每单元都有一篇打星号的自主阅读课，这些课文内容浅显易懂，如

果放手让学生来做小老师走向讲台，就不实现了陶先生的“小先生制”？作为语

文教师，我大胆进行了实践，从二年级下半学期至今已坚持两年多，让各层面的

学生竞争做小老师，每一位学生先后有了做小老师的经历，有的甚至有两次、三

次，小老师们自己备课，做 ppt，上讲台。当然，作为老师的我并不是旁观者，

而是组织者、指导者、督促者和评判者。学生备课、做好 ppt 后，我都一一把关，

让他们先试讲一遍。最后，他们都成功地走向讲台，在做小老师的经历中养成好

习惯，树立自信心，合作齐进步，开发了多潜能。 

一、小老师上讲台，养成好习惯 

我国著名教育家叶圣陶先生曾深刻指出：“什么是教育，简单一句话，就是

要养成良好的习惯。”然而，在每个班级中，往往会有几个学生课前不预习，上

课分神，课后不认真完成作业，可谓学习习惯极差，学习成绩极糟糕。对于这样

的学生，我耐心教育过，严肃批评过，课余补习过，可就是收效甚微，这让我伤

透了脑筋。直到小老师制的试行，我把研究的触角伸向了这些学生。 

小汤同学，头脑聪明，就是习惯差，自主控制能力弱，学习成绩平平。当他

接受到了这个任务后，忙开了。平时预习马马虎虎，这回当小老师了，他潜心阅

读教材，给课文标上小节号；圈出生字表中生字的部首，并注明生字教学的重点

及难点（如：音、形、义）；在文中划出带有生字的词语，并为难以理解的词语

标上注释；圈划关键语句，并根据实际情况标注正确的理解；在标题旁注明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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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主旨；在空白处附上板书；认真完成书后练习，要求同学回答的问题、造的句

子，先写一写，造一造。听他妈妈说，他足足用了一个下午读教材，遇到问题上

网查找、请教家人，俨然是一个小老师，来不得半点马虎。 

在备课的过程中，小老师们一定会逐渐养成良好的预习习惯，从而大大地提

高学习效率，真是“好习惯、早养成、益终身。” 

二、小老师上讲台，提高阅读力 

爱因斯坦说过：“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我国古代大教育家孔子也曾经说过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语文学习中，总有一些同学没有

兴趣，阅读能力较弱。如今推行了“小先生制”，作为小老师的学生改变了角色，

一下子来了兴趣，也好面子，在钻研教材中不知不觉地提高了自己的阅读能力。 

小倪同学，平时做阅读时静不下心来，每次测验阅读部分要扣大量的分数，

可是，现在要单独上讲台，如果自己不好好研读教材，岂不是要闹笑话吗？于是，

他一下课就拽着书，要么静心阅读，要么圈圈画画，要么查阅资料，要么请教好

同学，那股钻进没得说了。到了家，更是全身心地投入。最终，他怕自己的阅读

理解出错，还拉着我一定先让他和我讲一遍才放心。在试讲中，我欣喜地发现，

眼前的小倪今非昔比，完全可以胜任一名小老师，那表达流利有感情，那提问到

位有层次，那对文本的理解精当准确…… 

正式上课那天，同学们对他刮目相看，听讲特别认真，和他的互动积极、投

入，文本的知识点都能讲清、讲深、讲透。 

有了做小老师的经历，他对语文学习的兴趣更加浓厚，抽空还主动做一些课

外阅读，阅读能力稳步提升。 

三、小老师上讲台，树立自信心 

范德比尔特说：“一个充满自信的人，事业总是一帆风顺的，而没有信心的

人，可能永远不会踏进事业的门槛”。说明自信心作为成才的重要条件，它在少

年心理健康教育中的价值已被社会各界人士所接受。 

小李是个内向的中等学生，胆子很小，说话声音极轻，脸儿容易红。她有一

个愿望，长大想做一名老师。这不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吗？于是我和她促膝长谈，

鼓励她要抓住这次锻炼的机会，让同学们对自己刮目相看。原先她说什么也不肯，

最终她咬着嘴唇答应了。下面请看她的日记。 

12 月 16 日 星期二 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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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铃响了，我的心也越来越紧张，直到老师叫我的一刹那，我的腿早已颤

抖了起来，神色慌张地走上讲台。我首先叫同学们讲新闻，但好像同学们都不配

合我似的，没人举手，我心焦如焚，还是我的老朋友——小欣解了我的围。不知

道怎么的，我说了上一句却忘了下一句，脸涨得通红通红。讲着讲着，尴尬的我

渐渐克服了紧张，声音也响亮了，表达也流利了。看到时间已经快下课了，我便

不紧不慢地收尾。顷刻间，同学们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我心里乐开了花。 

为了这堂课，我不知练了多少遍台词，现在，终于实现了。通过这次讲课，

不仅让我体验到了当老师的那种自豪的感觉，还让我收获了以前没有的欢乐，我

更自信了，我要为着自己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可见，自信心是支撑一个人做任何事的动力，学生小李在做小老师中得到了

磨练，相信今后的路会更宽、更远…… 

四、小老师上讲台，合作齐进步 

邵瑞珍教授认为：“合作能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能使能力差的学生学会如

何学习，改进学习方法；合作有助于学生发展良好的个性，增强群体的凝聚力，

形成和谐的教育气氛；在解决新的复杂问题时，学生间的合作显然要胜于个人的

努力。” 

在让小老师上讲台的实践中，我也不断反思、改进，当发现胆子小的、能力

弱的、同学相处不够和谐的，我就有意识地再配一个自信的、能说会道的、和他

关系原本不是很好的，目的是让他们共同进步。比如：小金和小蔡，两人经常会

为丁点小事闹出这样或那样的不愉快，可谓屡教不改。这回我特意聘请他俩一起

合作做小老师。起先，我也看出了他们的不情愿、不接受，但当我说，如果不愿

意，那就把机会让给别人时，他们无奈答应了。之后我就指导他们如何合作，才

能把课上好。 

让人欣喜的是，课间不再看到他们追追跑跑、打打闹闹了，而是一起捧着书

认真研读教材，一起碰撞思维的火花，一起请教我；晚上，他俩一回家就抓紧时

间做作业，约定七点半在 QQ 上一起讨论教案；双休日集中小金家做 ppt、试讲；

课堂上，两人一台戏，演得下面同学对他们刮目相看，送上雷鸣般的掌声。从这

之后，他俩不再是对头，而是手牵手、心连心的好朋友。 

在合作中，学生改善了关系，变得更友善；在合作中，学生学会自己独立思

考，体验和发现新知；在合作中，学生碰撞思维的火花，让每一个学生真正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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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主体作用。 

五、小老师上讲台，发挥多潜能 

“人人都有潜能”。教师要善于为学生创设机会，搭建平台，让他们施展才

华，这样就能挖掘学生各方面的潜在能力，把素质教育落在实处。学生坐在座位

上学习与走上讲台学习，两处获得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小老师对知识的理解不

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除此以外，小老师要有胆识，还必须具备

较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应变能力和组织能力等。下面回放几个小镜头与大家一起

分享。 

镜头一：小朱同学以前依赖性很强，这回做了小老师，竟然在网上自学制作

ppt，当天的 ppt 精美、活泼，深受大家喜欢。 

镜头二：小王同学，平时不喜欢看书，但他要教学《爱动脑筋的帕斯卡》一

课，课文内容短小，为了让同学们能获得更多的知识，他就上网查找、翻阅资料。 

镜头三：小张同学表达能力欠缺，所以在备课时将要说的每一句、每一个字

都写了下来，背了一遍又一遍，在上课时发挥超常，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镜头四：小小凌老师请某同学回答问题，他答不上来。只见她不急不躁：“别

急，慢慢想——现在你可有三个选择：请看课文第三小节，里面有答案；回忆老

师教的《刮脸》一课，你会豁然开朗；求助现场同学帮你解答。”真是“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她的教学机智让我自叹不如，不仅让某同学学到了本领，还保护

了其自尊心。 

镜头五：这一次“兵”教“兵”的尝试，欣喜地看到学生生动活泼的学习场

面，与以往不同的是：学生由“依赖他人学习”、“被动学习”转变为“自我学习”、

“自己主动去学习”，由“听从老师讲解”转变为“自己自由表达”。角色的变化，

令“小老师”精神振奋，此时，他们的思考力、注意力都处于最佳状态，对文字

的领悟也更敏锐。在这种状态下，他们更容易动情，更容易与作者的情感产生共

鸣，从而产生最能表达这种情感的言语。 

…… 

事实说明，学生的潜能是无限的，教师应该大胆放手，充分相信学生的学习

能力。 

六、小老师上讲台，见面大舞台 

2016 年 8 月 20 日，对于二师附小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附小的“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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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班的刘羽轩在这一天，于上海书展进行校园作品——《小花朵的故事》签售活

动。 

当青少年读者从展台旁经过时，羽轩非常自信地走上前去介绍自己的作品，

眉宇之间的淡定从容显现出了附小学子的风采。站台上的书一本本在减少，羽轩

的脸上逐渐绽放出笑容。最终，当日库存售罄。 

上午 11 点，以“中国校园文学漫谈”为主题的论坛正式拉开帷幕，台下高

朋满座，台上的小作家自信满满。面对观众们抛出的种种提问，羽轩总是淡定、

智慧地接招，他的机智回答常常赢得台下观众的热烈掌声。 

为此，《杨浦时报》刊登题为——《杨浦四年级学生竟在上海书展开起了读

者见面会》的报道。 

回首羽轩的成长，我想或多或少是小讲台成就他走上大舞台的：在班级内，

除了像其他同学那样，承担语文阅读课的教学，因为他兴趣爱好广泛，涉猎历史、

天文、气象、化学、交通工具等方面知识，尤其热爱天文研究和故事创作。为此，

我在班级中多次利用阅读课给他创设平台，与伙伴们一起分享他的所学、所知。

他兴趣高涨，准备充分，表达流畅，像一位小专家。他尝到了做小老师的甜头，

把视野聚焦到全校，于是，在我的鼓励下主动和校长商量，先后来到高年级、全

校进行天文、气象等知识的宣讲，场场爆满，场场掌声雷动。 

于是，他在附小出名了！成了人人皆知的“小张衡”。 

之后，他的梦想更多、更成熟了，一心沉进他的创作王国，创编了生长在“忙

碌国”的一群孩子，他们团结合作，一起探求知识的奥秘，研发新能源，充满了

对宇宙、大自然、科学和未来的奇思妙想。通过一年多的努力，《小花朵的故事》

诞生了，竟然在书展上与读者见面。 

于是，他在全市出名了！成了家喻户晓的“小作家”。 

通过实践，我发现学生是爱当小老师的。在课堂上，“小老师”们既是老师

又是学生，既是提问者又是答疑者。他们不断转换角色，相互启发，在无拘无束

的教学活动中表达情感，锻炼口才，迸发出智慧的火花。试想：如果每个学生都

能在充分学习和研究的基础上参与备课，走上讲台……那么，我们的语文教学将

会进入一个更加美妙的境界，让每一位学生留下美好的回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