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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教学升华之“师友结对，和谐互助”教学策略探究

王葆兵 赵金玲
（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泉山实验学校 山东 兰陵 276000）

【摘要】近年来，县教育局高度重视小组合作教学，特别重视学生之间的合作，重视人文精神的关怀。 “师友结队，和谐互助”正
是对小组教学的细化、深化。 “师友结队，和谐互助”教学策略的探究，能够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使学生主体地位得到落实，也
更好的诱发了教师的创新能力，使学生课堂有效学习时间延长，合作、思维、交流、表达等综合素质能力得到提高，在良好品德行
为等方面得到培养和发展，真正实现了智育和德育并举的理想“高效课堂”。 它不但解放了老师过于繁重的教学业务，还促进了师
生、生生之间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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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一直举行“小组合作学习”，效果很好。 既解决了大班
额教学，又让不同层次的学生得到发展。 为了进一步深化小组
合作学习，解决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的问题，决定在我校七年
级举行“师友结队，和谐互助”教学策略的探究。

一、师友结队，和谐互助具体方法与措施
在开展“师友结队，和谐互助”教学活动中，我们尝试了多

种具体教学方法，经过教学实践检验之后，总结出了一套高效、
实用的教学方法与措施：转变学生角色、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充
足的课前准备、优化答题方式。首先，教师要注重转变学生在学
习过程中的角色，以往教学中学生都是被动学习，被推动着学
习，其课堂参与度较低；教师应转变学生在学习中的地位，让学
生成为学习的主导者，让学生自主学习。其次，教师也应注重引
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强化学生的自学能力。在互助学习时，教
师应保障学生自学程度，有些学生在互助学习时会极度依赖教
师或者其他学生，在碰见不懂的问题后，没有充分思考问题就
直接寻求帮助，这导致这部分学生缺乏自主学习能力，而且对

于知识的掌握也不牢固。 所以，教师应保障学生充足的自主学
习，待其思考充分之后，再开展讨论。 比如课上学生自学新知识
时，应先给学生一段时间，让其充分的学习思考，然后再让学生
进行小组讨论。 另外，教师也可在课前通知学生学习内容，让其
在课下进行充足的自主预习，然后直接在课堂上组织学生进行
小组讨论，这样可以更好的利用有限的课堂时间。 再次，教师也
应保障充足的课前准备，以保障高效的互助课堂。 课前准备既
要包括学生的准备，需要学生的课前自主预习，在课前完成自
主学习，并进行充分的思考；同时也需要教师的充足备课，教师
要提前准备好教学内容，应保障 45 分钟课堂至少准备 60 分钟
的教学内容，并在课堂中根据学生的反馈来选择讲解内容。 在
教师的备课内容中，既要有基本教学内容，比如重点知识学习，
也要有灵活学习内容， 这些内容是从基本学习内容引申出来
的，往往是在学生自主讨论中学生发现、提出的。 另外，教师还
应着重优化答题方式，促使师生更好的交流互动。 在师生、生生
的问答交流中，教师应给学生充足的答题时间，要求每个小组

一、后勤管理的工作对于幼儿园的重要性
秩序不仅仅是这个社会的良好系统运转的保障， 更是这

个系统运转的基础。 对于幼儿园来说，良好的秩序是保证后勤
管理工作顺利进行的基础， 也是幼儿园其他活动有序进行的
保障。 幼儿这一群体是比较特殊的，他们大部分处于生长发育
阶段，缺乏自主性及自理能力，至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还不能
独立完成，这就需要工作人员花费百分之两百精力进行照料。
只有在做好后勤管理工作的基础上， 才能保证孩子们的健康
成长并拥有高质量的学前教育。 另外，在这个为孩子们打下心
性、性格的敏 感 时 期，保 育 工 作尤 为 重 要，幼 儿 园 后勤 管 理 工
作中一方面要严格要求保育老师更多的耐力去教导幼儿身心
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保健卫生知识引导幼儿心理健康。

二、幼儿园后勤管理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1.工作人员的责任意识不强
2.园内的管理制度不是很完善
3.管理幼儿存在不科学不合理的方式
从上文得知，幼儿一般缺乏自主性和自主能力，因此要求

工作人员要具备足够的耐心， 培养他们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
以及由习惯促成的积极意识。 一个有着极强责任心的幼儿工
作者不仅 仅 是 保障 园 内 各项 活 动 顺利 进 行 的良 好 保 障者，更
是幼儿成长为一个可以学会自立自主的影响者。 在管理制度
方面；幼儿园作为幼儿的学前教育的摇篮，必须具有一整套完
整的管理系统。 如若后勤工作做不到全面完整管理，既不利于
后勤人员的有序管理，又影响了管理的效率，还不能对管理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的解决。 在管理人员方面；管理制度
当然重要， 但是直接与幼儿进行接触的并非是那些冷冰冰的
制度，而是那些有血有肉的管理人员。 如果管理人员只是一昧
的给幼儿进行成人式的管理，则会导致孩子的不理解。 如若可
以从孩子的角度去出发，反而可以更容易直接的进行管理。

三、幼儿园后勤管理工作中的问题对策
1.规范育儿环境，做好物质保障
2.完善管理制度，工作责任到人

3.加大考核力度，有效进行奖惩
首先，要对幼儿园进行规范建设，合理的分区。 对幼儿园

实行分区管理，明确各个分区的工作人员的职责责任。 不仅仅
培养了孩子们的秩序感， 还方便了后勤工作人员的管理。 其
次，幼 儿 园的 后 勤 管理 工 作 需要 同 时 进行 多 样 管 理 ，例 如：饮
食管理、 休息管理、 活动管理以及安全管理等各式各样的管
理。 这其中需要不同性质的工作人员。 因此只有对后勤工作人
员的管理体制进行完善，让每个人都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保证
责任到人，才可以更好的实现后勤工作的管理。 其次，园内可
以实施部分奖惩制度，激发工作人员的工作热情，将他们的工
作实质精神化，让他们可以更开心的进行后勤工作的管理。 每
个人都必须认真地面对作为其他各项工作顺利进行的保障的
后勤管理工作，为幼儿的成长提供健康安全的环境，促进幼儿
的健康全面发展。

综上所述， 幼儿园作为打下孩子学习能力的基础和垫脚
石的重要场所，是接受学前启蒙教育的必经之路。 后勤管理是
一项既简单又复杂的工作。 简单在它负责的只是小孩，复杂在
它负责的是小孩。 这说法说矛盾是矛盾，说不矛盾又不矛盾。
简单在于小孩只是小孩，一些糖果玩具就可以安慰好他们。 而
复杂又复杂在小孩又不仅仅只是小孩，他们是生命，是每个家
长捧在手掌心里的宝贝，他们的安全健康成长无疑是至上的。
这就需要工作人员更加需要十倍的精力去做好后勤管理的工
作，去摸索正确的管理方式。 他们需要对孩子负责，要对家长
负责。 由此看出，后勤工作管理是片刻不容迟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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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生讨论、并给出小组答案。这样可以促进生生交流，同时教
师也应针对学生提出问题给予充分的重视。如果学生提出问题
很有价值，教师应组织学生一同探讨、解决。

二、师友结队，和谐互助的评价与激励机制
和谐互助学习需要完善的评价和激励机制，否则其实施效

果很难达到理想程度。 在评价与激励机制中，教师应注重个性
化评价、多元化评价。针对不同学生，教师应根据其实际情况来
个性化评价，比如针对学习能力较差的，教师在评价学生的表
现时，应更多的考虑其勤奋程度，肯定其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
而针对学习较好的学生，教师既要肯定其优秀表现，也要激励
其向更高层次冲击。总之，对学生的评价应认可其付出、指明其
继续奋斗方向。其次，教师也要注重教学评价的多元化，教师应
淡化成绩在评价体系中的比例，应对学生一视同仁，在教学中
多评价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小组学习表现，从而鼓励学生在平

时学习中积极参与，在课堂讨论、发言中积极表现，这样可以保
障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也能培养学生的交流、表达能力。 再次，
教师还重视激励学生，对于学生的优秀表现，应给予适当的奖
励，比如学生积极参与小组学习，或者小组非常活跃，教师就可
以给予学生加分、物质奖励。

中学教学应积极尝试“师友结队、和谐互助”教学模式，给
学生打造一个互助学习的环境，培养其互助学习的习惯，通过
完善的评价激励机制来促使学生积极参与互助学习，全面提升
学生的综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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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建筑类高职院校 BIM 技术人才培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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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高速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2）

【摘要】BIM 技术是建筑领域未来技术应用的一个大趋势，然而我国高职院校对于 BIM 技术人才的培养，在教学内容、人才
培养的顶层设计、仿真教学方面尚属欠缺，基于此本文将探讨建筑类高职院校对 BIM 技术人才的培养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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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BIM 是 建 筑 信 息 模 型 （Building Information Modeling）的

简称，该技术是将建设项目中的几何尺寸、功能、性能、建造等
数据综合到一个建筑模型的过程。并在此模型基础上对产品工
艺、建设管理模式的重新建构，BIM 技术也因此被称为 21 世纪
建筑行业的革命性技术。

一、BIM 技术在国内高职院校的应用现状
随 着 BIM 技 术 的 推 广 和 普 及， 国 内 各 大 高 校 也 跟 进 对

BIM 技术的研究。 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重庆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等高等院校都开设了 BIM 的课程。 尽管我国高校已
在课堂上开设 BIM 课程，但相较于发达国家，BIM 的理念并未
贯穿到课程的设置当中。

与高等院校不同的是，高职院校是以就业为导向而开设的
BIM 课程和专业。 如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江苏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等[1]。

然而一些高职院校对于 BIM 技 术的 认 识 仅限 于 BIM 是
种软件应用，仅仅是把 CAD 画图转变为 3D 画图，就认为这是
BIM 技术应用的全部。 这些高职院校忽略了 BIM 技术对其他
专业的影响，BIM 是贯穿建筑整个生命周期的应用技术，涉及
到：1.建筑结构；2.供暖；3.电气排水；4.工程造价等专业和管理，
需要多个专业协同配合。

二、高职院校培养 BIM 人才的教学策略
（一）健全教学体系
为保证 BIM 教学的顺利开展，首先是健全教学体系，高职

院校应专门组建对 BIM 课程体系的研讨小组， 以培养适应行
业未来趋势和发展的人才为目标，整合多个专业的教育教学资
源，精心规划和设计教学内容，最重要的是贴合本校学生特点
的教学方案， 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修订对教学方案和评价体
系。

BIM 对于国内来说是门前沿技术， 市面上关于 BIM 技术
的教材目前仅适用于高等院校，因此高职院校在教材选用上应
迎合高职学生的学习实际。 高职院校要结合本校的条件，联合
软件公司和相关企业定制适合高职学生学习的教材和教学讲
义，将理论研究和实际案例结合起来，但要注意的是选用案例
要具有代表性、可操作性，让教材内容更丰富翔实。

除了做好在教学软件、教材、教学讲义上的完善工作，同时
还要完善 BIM 教学的相关硬件设施，让软硬件互相补充。 目前

BIM 与 GIS、RFID、AR、VR 等技术的结合，共同推动了建筑业
的发展。 为了跟进技术发展的潮流，高职院校应投入相应的经
费购置配备教学中需要用到的设备，以便更好服务教学。

同时，高职院校应积极与校外企业合作，共同建设 BIM 校
外实训基地，与科研机构联手打造 BIM 教学工坊。 在理论教学
的基础上为学生展示 BIM 对于建筑项目的应用价值， 从而达
到鼓励学生参与和提升操作能力的目的。

（二）培养 BIM 师资力量
上文提到 BIM 是门前沿技术， 这意味着教育资源未能及

时关注到 BIM 教学这一块，特别是随着建筑业对 BIM 人才的
稀缺，加之高等院校也急需 BIM 的人才，因此可供高职院校选
择的 BIM 人才可以说寥寥无几。 要解决人才紧缺的窘况，要从
学校、政府以及企业三个方面着手，主要有：第一、政府或行业
协会牵头成立 BIM 应用技术联盟。 定期举办 BIM 应用技术培
训和研讨会；第二、邀请国内外的专家，结合 BIM 技术在建 设
项目的实际案例为学生讲解、授课和培训；第三、高职院校方面
也要加强 BIM 技术人才储备，做好对 BIM 人才资源的优化配
置[2]。

建立专业的带头人培养机制，聘请业内资深专家担任专业
技术带头人，指导校内专业总监开展专业建设工作。 组织教师
参加各类 BIM 专业培训、BIM 技能师资培训、BIM 应用研讨会
等。

此外高职院校也可组建 BIM 教学科研团队， 完成建筑从
二维向多维阶段的跨越式发展， 继而推动 BIM 技术在国内更
深层次的应用，为社会培养更多的 BIM 技术人才。

结语
综上所述，改革 BIM 技术人才培养模式，是建筑企业实现

转型升级对高职院校提出的建筑类专业的必然要求。BIM 是一
项新技术，也是未来建筑领域技术应用的一大趋势，高职院校
应以 提高 BIM 人 才 培养 质 量 为目 标， 积 极开 设 BIM 相 关课
程，为社会输送更合格的专业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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