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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传统课堂都是以“教师传递知识——学生教授知识”为主,强调教师的主导地位,随着教育改革需以学生为中心,突显

学生的主体地位,故而出现合作学习。其中小组合作学习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富有创意的教学理论和方略。

由于其实效显著,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 重要和 成功的教学改革。因此,本文从贯通数学分组合作教学模式的背景、实施、

应用的分析评价入手,其中针对合作教学模式的背景,一要明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环境下学生分组合作；二要依据贯通数学

授课内容实施合作学习教学。针对分组合作教学模式的应用分析评价,一是以主动学习为前提,明确分组合作意图；二是以学

生为主体,保证分组合作教学有效执行,三是引进或创设更多的教学场景和学习氛围。针对分组合作教学模式的应用分析评价,

一要以批判性和反省性思维为基础,分组合作评价；二要坚持教学目标学习任务不动摇。三要以学生分组,提高合作效率。文

中 后对师生沟通合作,协同进步,促进贯通数学教学良性循环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 贯通数学分组合作教学模式；分组合作教学模式实施；分组合作教学模式应用分析；协同进步；主动学习 

 

1 贯通数学分组合作教学模式的背景 

1.1明晰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环境下学生分组合作 

传统的数学课堂多以讲授法为主,教师授课,学生听老

师讲课,更多的是体现教师的主导地位,随着教学改革的不

断深入,我们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到,数学课堂呈现更多的应

该是学生的主体地位,但传统的数学授课方式已经不能适应

现代数学教学的需要,尤其是对于高端贯通技术人才培养方

案下的学生,他们整体的数学基础知识掌握不够牢固,吸收

新知识较慢,但好奇心强,活力满满,善于表现自己,爱探究

新奇事物,在教学中他们更渴望教师关注他们、重视他们,

突显他们的主体地位。因此,在明晰学生中心的课堂模式下,

自然而然的出现合作学习,而且合作学习下的分组合作教学

是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一种富有创意的教学理

论和方略,对于贯通数学教学课堂也不例外,贯通数学教学

也采取分组合作教学模式。 

1.2依据贯通数学授课内容实施合作学习教学 

课堂教学是一门艺术,是一种师生共同参与的复杂性活

动。在选择教学模式时,未透彻分析授课内容前提下,一味的

千篇一律的用讲授法授课,或紧跟合作教学潮流所有的授课

都用合作学习,这样认知不清的情况下,极易导致偏离授课

目标。因此,我们应该量体裁衣而不是流于形式,因材施教而

不是千篇一律,我们应该从贯通数学课程本身要实现的具体

目标和意图出发,也即从课程目标出发,从他们学习新知识

的学习思维曲线,明确课程与教育的目的,继而确定授课内

容实施时选择教学模式。如在贯通数学授课内容中的“空间

几何体的证明”则用传统讲授法更为适合,又如贯通数学授

课内容中的《柱、锥、台、球的结构特征》从实物出发通过

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既能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又能让学生

享受学习的乐趣,真正实现学生愿学、乐学和想学。 

2 贯通数学分组合作教学的模式实施 

2.1以主动学习为前提,明确分组合作意图 

教师在备课时拟采用分组合作教学模式时,应给出全面

的、有效的、可行性计划,一要紧扣此堂课的授课目标和内

容,确定通过分组合作教学应达到的效果,及分组合作实施

过程推进授课内容的进行程度和预期学生掌握情况,只有紧

紧围绕贯通数学授课内容和目标的分组合作教学模式才是

行之有效的。二要明确贯通数学教学模式的原则：同组异质、

异组同质,即将不同程度的学生搭配分组,保持每组间的均

衡性,这样既有利于同学之间互帮互促、共同进步,又有利于

组与组间的交流竞争,促进学生学习的良性循环。三要明确

采用分组合作教学模式的方式方法。如采用每组展示还是教

师每组点评或组与组间竞争等等。 

2.2以学生为主体,保证分组合作教学有效执行 

在进行分组合作教学时,首先要依据本班人数合理安排

小组人数,如一个班级的人数是26人可以以4-6人一组进行

划分。其次遵循“同组异质、异组同质”的原则,教师按照

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能力、兴趣爱好、性格特征和性别差

异等等精心搭配小组成员,如按学生成绩“S型”排列、男生

女生混合搭配等。再者按照责任心、成绩、自控能力、喜欢

合作学习和善于沟通交流等综合能力精心选择小组组长,并

给组员进行编号,方便后续合作学习中任务的实施。 后是

以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交流互动的原则,精心安排课堂

上进行分组合作学习时学生的座位,如每组学生面对面坐着

方便组内沟通、学生围成圆形方便展示谈论成果等座位法。

同时还应避免每组的学习优秀者挨着坐,这样可以保证学习

优异的学生带动自己组组员学习。 

2.3引进或创设更多的教学场景和学习氛围 

贯通数学分组合作教学模式实施时,教师应该给学生提

供有利于他们分组合作学习的恰当的、优秀的学习场景,不

仅调动学生学习积极主动性,而且有助于分组合作学习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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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利进行。那么如何创设恰当的、优秀的学习情境呢？一方

面教师拓宽自己的视野,多看、多学丰富自己的教学手段,

以从学生出发点考虑创设情境,如环环相扣的抛出问题,带

动学生不断谈论、交流给出结论并进行小组展示。另一方面,

更多的尊重学生、重视学生,倾听他们的想法和见解,多激励

他们,用表扬的方式代替训责,在心理上给他们信任感,实践

中践行对他们的尊重。如借助学习情境的引入使学生身临其

境,感受到数学的美,增加对数学学习的兴趣,让他们享受数

学学习的过程。 

3 分组合作教学模式的应用分析 

3.1以批判性和反思性思维为基础,分组合作评价 

课堂上分组合作教学模式的应用需通过评价机制进

行反馈,首先,学生评价,从小组合作方式、学生表现、知

识掌握情况、课堂氛围及其他方面等多维度评价,间接性

让学生对课堂学习给出批判性的个人观点,教师通过学生

评价更好的了解学生；其次,教师评价,从教学目标、教学

重难点、教学内容和学生掌握情况等维度进行反馈,以次

促进教师对分组合作效果的反复思量； 后,有反思才有

提高,教师做好反思,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注重反思,

反思合作教学过程教学行为,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不断提

升自己在这方面的经验,将有效的经验再运用于教学实践,

不断促进教师对分组合作教学模式应用与贯通数学的实

际课堂教学中。 

3.2坚持教学目标学习任务不动摇 

无论课堂形势如何呈现,都应该万变不离其宗的按照教

学目标和学习任务不动摇,因此在对分组合作教学模式应用

分析时,一定要考虑本质高端贯通技术人才培养方案中贯通

数学授课的计划和目标,有针对性的给出客观性评价。同时,

从教学目标任务角度出发,分析应用分组合作教学模式,是

否秉承教学目标和学习任务不动摇,是否有效的达到教学目

标和学习任务。也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分组合作教学模式发

挥有效的实际的作用,才能有利于教师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

体作用相辅相成。 

4 师生沟通合作,协同进步,促进贯通数学教学良性循环 

通过分组合作学习,教师对学生的方方面面都会有更好

的了解,学生也会通过小组合作过程中教师的指导而更加喜

欢教师或数学课,以此往复,教学相长,不断的让学生喜爱数

学,热爱数学学习,培养他们的数学思维并应用于生活。如在

讲《柱、锥、台、球的结构特征》 时,给第一组学生“三棱

柱、四棱柱和六棱柱”的模型,教师抛出问题：观察模型,

试给出棱柱的定义并找出棱柱的分类方法。在讨论过程中,

教师会通过巡视、倾听和指导等对学生们的活动给予肯定或

评价。教师通过学生参与活动,可以站在学生角度思考问题,

拓宽教师本身进步,学生也正因为教师的参与可以更积极主

动的学习数学知识,如此这样既益于生生内交流,又促进师

生间沟通,往复进行形成良性循环。 

5 结束语 

总之,在贯通数学教学中实施分组合作教学模式时很有

实践性意义的,不仅对现实中教师在贯通数学教学中有借鉴

促进作用,而且对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有很大帮助,既能

保证贯通数学课堂教学的高效性,又能增进贯通学生数学基

础知识掌握,一举多得。因此,分组合作教学模式在以后贯通

数学培养项目中不断发光发热,为贯通数学课堂锦上添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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