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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暑期，笔者有幸作为志愿团队一员前往贵州六盘水

M小学进行为期21天的支教。笔者为班主任兼语文学科教师。

作为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的学生，这次难得的教学经历让笔者

受益匪浅。本文基于笔者及团队实践，以小学语文教学为例，对

暑期支教中的教学问题进行初步探究。

一、基本情况介绍

（一）支教活动情况简介

1.支教时间：每年暑期为期一个月左右的支教。2021年暑

期进行了21天的教学活动（不包含前期准备时间）。

2.支教成员：由志愿团队在全校进行推广宣传，通过初面、

试讲进行支教教师的选拔。最终团队成员确定为21名大学生

教师，1名领队教师。

3.支教对象：贵州六盘水M小学一到六年级的学生。最终

根据招生人数分为三个班级：一二年级学生合并为一个班；三年

级单独成一个班；四、五、六年级合并为一个班。

4.支教内容：主课有语文、数学、英语，兴趣课有生物课、美

术课、音乐课等。

（二）M小学情况简介

M小学坐落于群山之间的一个村落中，也是附近村落唯一

一所小学。通过调查得知当地的教育现状和学生家庭情况

如下：

1.留守儿童占比大

和很多农村一样，该地区留守儿童占比较大，初步统计85%

及以上的学生都是留守儿童。学生多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

学生在校外的学习情况不容乐观，效率低、无人管、管不动等情

况普遍存在。

2.家长支持孩子读书深造

从家访来看，几乎所有家长（包括留守儿童的爷爷、奶奶）都

希望孩子能够继续读书深造，表示会全力支持孩子读书，这是可

喜的现象。很多父母就算在外务工，也不会忽视孩子，经常通过

电话关心孩子学习、生活情况。

3.教育资源发展不平衡

M小学教育资源硬件完备，投影仪、白板等多媒体设备齐

全；然而师资方面缺少年轻力量，M小学的教师多是四五十岁男

教师，教师年纪普遍偏大，不能够熟练运用现代教学设备，多用

传统教学方式。

二、暑期支教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一）教学内容方面

1.混合班级教学难以统一进度

这次分班，除了三年级之外，其他班级都是混合式班级，学

生课本学习进度、知识水平不一，主课教师无法按课本统一进度

进行课程设计。笔者是四五六年级（即三班）的语文教师，面对

情况更为复杂，四年级学生还在中年级阶段，是向高年级过渡的

关键期；五年级即将升入六年级，需要打好高年级的基础；六年

级学生即将步入中学，更是拔高的阶段。教学内容该如何挑选、

设计才能统一满足三个年级学生的共同需求，是需要慎重思考

的问题。

2.内容设计不符合学生实际学习水平

在实际教学中，教师时常会发现学生的学习水平和预先

设计的教学内容水平不相符。当内容过于浅显时，课堂节奏会

变得很快；当内容过深时，节奏就明显停滞不前。比如笔者提前

了解学生学习水平和能力后，第一节课就选了一首比较简单的

小诗——袁枚的《苔》来进行教学，然而整节课上下来感觉学生

们接受能力比想象中强很多。第二节课加大了教学内容的难

度，能明显感觉到学生跟不上节奏。

（二）学生方面

1.基础薄弱

学生的基础相对比较薄弱。例如很多低年级学生拼音仍不

会标；高年级“的”“地”“得”乱用现象严重。“的”“地”“得”是最

能体现基本语法常识的典型，一二年级就应该牢牢掌握的基础

高年级还是没能掌握好。

学生一旦放假，在学校学的知识就忘得很快，回家无人管、

管不动。学生本身就缺乏自觉性。另外，学生在吸收新知识时

也需要一定过程，如果教学进度稍微一快，学生很容易跟不上教

学节奏。

2.表达能力欠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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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里的孩子很多都性格腼腆，不敢表达自我。越是高年

级的学生，越是不愿意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课堂提问的时

候，也会有一部分孩子积极举手回答问题，但是积极的总是几位

同学，而大部分学生非常害羞，虽然一直在听教师讲课，对于教

师提出的问题也能够回答出来，但是不乐于举手，甚至有个别学

生对于回答问题有些抗拒。

（三）教师方面

1.大学生支教经验不足

大学生实践经验不足，这给支教活动带来一定影响。首先，

大学生在舒适的校园生活久了，突然来到陌生的地方，接触陌生

的人群，不能够很快适应环境并进入教师这一角色；其次，之前

没有经历过严格的培训，实践理论并不充足，面对紧急情况不能

及时又正确地应对；最后，大学生目前还是在校学习的阶段，教

学水平有限，很多大学生教师不是师范生，没有任何教学基

础。

2.与学生距离尺度把握不好

大学生教师与学生相处模式较为亲和，如果稍不注意，与学

生距离的尺度就会把握不好。这样可能使学生非常依赖教师。

而随着支教结束，这种依赖感情的突然抽离会让学生产生较大

的情感波动。“这种情感失衡的现象不利于中小学生情感的健康

发展，尤其是贫困山区那些较孤僻、敏感以及脆弱的学生，易导

致其形成回避型人格，产生社交障碍。”[ ]因为支教团队成员都

年龄相仿，大学生教师之间相处也比较随意。如果在学生面前

也无意中流露出教师之间随意的相处态度，会不利于教师严肃

形象在学生心中的塑造。长此以往，学生会难以服从教师的管

教，给当地教师的教学留下消极影响。

（四）支教模式方面

1.支教活动体系不够完整

团队支教活动进行了多年，今年的招生中还包括了很多往

年参加过活动的学生。当年这些学生学习情况怎么样？现在学

习情况较当年有怎样的变化？暑期支教活动给他们带来了怎样

的影响？这些问题的答案得不到客观的解答，因为当时并没有

对参加学生的情况进行全面的记录，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归

根到底是支教活动体系仍不够完整。

2.实地教学延续性不够

这也是短期支教带来的负面影响之一。实地教学结束后，

教学活动就处于一个停滞阶段。很多学生虽然在短期支教的时

候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但是日子久了又会恢复原样。尤其

对于语文学科来说，综合素养需要长时间累积，如果教学没有达

到一定的延续性，可能会使整个教学活动陷入无意义中。

三、针对存在问题的策略

（一）教学内容方面

1.课本为辅，多样化的教学内容设计

因为混合班级的特殊性，多样化的学习需求也决定了多样

化的教学内容设计。笔者认为语文学科的教学内容可以不以课

本为主，就以引导、开拓、激发兴趣为主要教学目标。以下是教

学内容设置的建议：

（1）低中年级纵向绘本教学

低中年级学生教学要更注重基础知识，课堂设计的趣味性

也是必不可少。绘本图文并茂，能够激发学生学习兴趣，教会孩

子简单的道理，帮助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非常适合低中年级学生

学习。教师可以选定适合学生年龄段的绘本，进行难度由简到

深的纵向教学。

一二年级的学生适合简单易懂、篇幅不长的绘本，主要培养

他们看图说话、联想想象的能力。如菲比·吉尔曼的绘本——

《爷爷一定有办法》，就很适合给一二年级的学生进行教学。内

容简单，图画细腻，讲了爷爷如何一次又一次将废弃布料变为实

用之宝。

给中年级的学生提供的绘本可以在思想内容上更加深入，

教学设计上也适当增加难度。如萨里娜·允恩的绘本——《小企

鹅和小松果》就很适合用于中年级的教学。“学生们在教师的引

导下，需要对绘本的内容进行观察、情节想象等，也是不断丰富

自己语言体系的过程。”[ ]《小企鹅和小松果》最后两张图没有配

文，具有想象和留白的空间，可以作为看图写话的练习。让学生

在自己的写话中深入感受爱与温暖的主旨。

（2）高年级横向拓展教学

高年级用绘本教学也可行，但是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

都要高几个台阶，绘本教学并不能满足他们汲取知识的需要。

可以从以下两个角度出发，横向设计专题课程：

①课本知识的拓展

教师可以展开课本中的细节知识点来教学。这样既拓宽了

学生的视野，又能反过来帮助学生更全面地了解课文。

如四年级时他们就学习了《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精

卫填海》，其中《精卫填海》的书下注释标明了其来自于《山海

经》。很多耳熟能详的神话故事都来自于《山海经》，可以就此开

展神话故事专题的课程，拓宽与神话相关的知识面。《山海经》中

还有其他的珍禽异兽，教师可以甄别文本配合图片进行拓展教

学，带领学生阅读原文，认识珍禽异兽，激发阅读的兴趣。例如

帝江这个异兽，可以边读边译，让学生们想象帝江到底长什么样

子，再出示图片。最后提及电影《捉妖记》中可爱的胡巴就是以

帝江为原型，学生兴趣会越发浓烈。

作业的布置也可以极具创意性。学习了《山海经》中的珍禽

异兽之后，作业可以是翻译《山海经》中的一段异兽文字，并画出

这只异兽的样子。比如异兽鸵鼠就很适合作为翻译作业。原文

句式简单，也有发挥想象动笔作画的空间。

②学生兴趣的满足

课程内容也可从学生感兴趣的方向中选择。建立课后作

业留言机制是近距离了解学生、及时接收反馈的重要途径。笔

者收到很多反映，想要更多地了解四大名著。四大名著故事选

段在课本中出现过，但也只是个别故事，学生对于四大名著还没

有全面完整的概念。那么短期支教的课程就可以设立四大名著

专题，进一步带学生走入古典名著的殿堂，提高学生课外阅读的

兴趣。

这样，即使是混合式班级，也能够设计出符合学生统一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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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容。

2.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内容设计

当设计的内容在实行时，有时教师能明显感觉到内容不符

合学生水平。这是非常正常的情况，教师不可能一开始就能完

全掌握学生的接受水平。教师在备课时可以多设计一点内容，

根据实际上课情况调整内容。如果内容对学生来说浅显，课堂

内容过快，就可以进行补充内容的讲解；如果内容过深，学生理

解困难，可以略过，或是放慢节奏下节课接着巩固提升。总之需

要根据实际情况对课程内容不断进行调整。

（二）学生方面

1.增加巩固基础的教学设计

学生的基础相对比较薄弱，微观上可以根据薄弱点进行针

对教学。低年级学生拼音掌握得不牢，那么就在课程内容中加

入对拼音的巩固练习，比如在教低年级《苔》这首诗时，课后作业

可以是给这首诗标上拼音，既检查了课堂学习的效果，又巩固了

拼音的运用。高年级“的”“地”“得”用法掌握得不好，就可以设

计其用法巩固课程，使学生能够掌握简单的语法知识。基础教

学可以融入绘本教学、专题拓展课程中，也可以和它们交替进

行，这样能使教学效果最大化。

宏观上，教师应着力培养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养成良好的学

习习惯。这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大学生教师更多的是起

着一个引导性作用。另外，教师要密切关注学生课堂状态和课

后反馈，及时调整成适当的教学节奏，这样更有助于学生吸收消

化知识。

2.增加锻炼表达能力的教学环节

提升表达能力也包含在语文学科的教学目标之内。当地学

生非常腼腆害羞，那么可以在教学中增加让学生说话、表达的环

节，再加上适当的鼓励使学生渐渐乐于表达、勇于表达。绘本教

学中很多地方可以设计表达环节，比如描述绘图、复述故事。高

年级的教学一样，如在神话故事专题中，可以将学过的神话故事

作为导入，课上随机请学生口头复述故事主要内容，带领学生梳

理故事发展的基本脉络。既复习了之前学过的内容，又锻炼了

学生的表达能力，甚至对学生的叙事性写作有指导性意义。

（三）教师方面

1.团队组织前期培训工作

很多大学生都是首次支教，为了减小经验不足带来的消极

影响，团队前期需要给大学生组织培训课程。大学生教师需要

认真参与这些课程培训，积极努力地内化经验和知识。课程内

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支教学长、学姐的经验分享。帮助大学生提前了解支教

环境，建立心理预设，做好准备工作，能让他们之后更快地适应；

（2）基本理论、常识的学习。支教中的突发状况是非常常见

的，如果没有接受过严格的培训，到时可能会产生无法想象的严

重后果。

（3）针对教学的培训。请有经验的师范生或老师来讲解教

学中需要注意的事项。让教师提前了解学生情况，最好能提前

完成授课内容的设计，团队内部提前交流并修改。

2.建立严格的团队规范

团队需要建立严格的规章制度，以确保教师团队的严肃性

和纪律性。教师与学生相处一定要有度，保持适度的距离，维持

一个教师应有的严肃感和亲和度，严慈相济，切忌让学生过于依

赖自己。教师之间的相处也要注意言行和举止。由领队教师进

行监督管理，大学生教师要严格遵守规范。

（四）支教模式方面

1.加强完整体系建设

团队支教活动的体系建设需要不断完善。针对学生发展情

况，可以建立属于支教团的学生成长档案，记录下每位学生的基

本学习情况和家庭状况。每一届暑期支教的教师课件及经验总

结等也建立文件存档，可供后面参加活动的大学生教师参考总

结、吸取经验。

2.建立长期联系机制

为了保持教学的延续性和维护学生身心良好发展，长期的

师生联系机制是非常必要的。

（1）教师与学生线上定期交流

教师与学生活动结束后互留联系方式，最好能够组建群组，

定期在线上群中进行学习、生活的交流。鼓励学生生活遇到烦

恼、学习遇到困难和老师私聊。负责语文学科教学的老师可以

举行定期的线上读书沙龙等活动。

（2）“互联网+支教”新教学模式的探索

线上交流也需要有组织性。“所谓‘互联网+支教’模式，是在

当前互联网迅速发展背景下，借助现有网络平台对支教对象开

展在线教育活动，是一种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将互联网和支

教有效结合起来的非面授的新型支教模式。”[3]

纯“互联网+支教”模式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因为疫情影响，

笔者参加过2020年暑期的线上支教。由于出现了学生缺少组

织性、自觉性，家长无力管理等状况，使得录课或是直播模式的

课程都没有呈现很好的效果，尤其是与学生的互动效果有待

加强。

笔者认为“互联网+支教”模式可以对实地支教起很好的辅

助作用。“互联网+支教”模式可以在平时就运用起来，这需要团

队和当地学校之间沟通、配合。当地学校组织好学生集体参与

线上支教课程，并且定期进行。

虽然暑期支教时间短，在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意

义绝对是非凡的。对当地学生来说，是拓展视野的平台；对大学

生来说，是锻炼能力的机会。只要对出现的问题采取积极的应

对措施，吸取经验、不断完善，短期支教也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

如何让语文教学在短期时间内也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支教中的

语文教师都需要进行积极思考。总之，大学生暑期支教小学语

文教学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深入研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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