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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组合作学习是学生主动构建知识的有效途径之一,实现了以“学”为中心的教学,教学中以“对

话与交往”为中心开展活动,让学生与文本对话、与同伴对话、与教师对话、与自身对话,具体地表现为

组织和指导有任务的学习。在实际教学中,不难发现小组合作也存在着形式主义严重等问题,本文从新课

程理念下对小组合作学习有效性的理解、小组合作学习中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及进行小组合作学习的有

效性策略等方面进行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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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is one of the effective ways for students to actively build knowledge, 

which realizes the teaching centered on "learning". In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centered on "dialogue 

and communication", so that students can talk with texts, with peers, with teachers, and with themselves, which 

is specifically shown as organizing and guiding tasked learning. In the actual teaching, it is not difficult to find 

that there are serious formalism and other problems in group cooperation.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under the new curriculum concept, the 

problems that are easy to occur in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the effectiveness strategies for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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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双减”政策以及素质教育导向的进一步深化,有效提

高课堂教学质量和效率,已成为中小学教学工作的中心环节。小

组合作研究法是推进课程改革、营造轻松和谐学习环境氛围、

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增强学生团队

意识和集体观念,促进学生综合发展的有效举措,目前已在不少

学校尝试推广。从实践教学来看,虽然取得一定成果,但也存在

不少问题,结合自身实际,进一步加强该领域的理论和实践研究,

完善小组合作学习模式,推动更好发挥教学作用,已成为一项重

要课题。 

1 新课程理念下对小组合作学习有效性的理解 

1.1生生互动的基本形式 

课堂上,互动主要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单向型互动,即教师

将信息传递给学生。二是师生双向互动,即教师与学生之间信息

的相互交流。三是生生互动,即学生之间的多边互动。在传统的

教学课堂上, 早的互动是单向型互动,教师的重点是将信息直

接给到给学生,重在考点应对,重在应试答题。随着新时期的变

化发展,课堂逐渐成为师生双向互动的模式,教师提出问题,学

生思考回答问题。小组合作学习则是生生互动,教师成为问题的

设计者和课堂的引导者,而学生通过合作、交流、探究学科知识,

在大面积的交流中产生碰撞、共鸣,充分实现生生对话。 

1.2指导参与的新型关系 

传统课堂中教师工作都是以“教”为主,学生在此过程中总

是要跟着老师的思路走,教师是主体,是主动施予者,学生是客

体,是被动接受者。然而学生在走进学校之前并不是一张白纸,

他们已获得了丰富的经验与知识,他们有感知世界并进行主动

思考的能力。小组合作学习是将讲台提供给学生们,为增强学生

的表达能力提供了机会,也让教师更加有机会去欣赏、倾听学生,

师生之间的距离感隔阂感在民主、合作的氛围中得以化解。因

此在合作学习中,师生之间由原先的“权威——服从”关系逐渐

变成了“指导——参与”的关系。 

1.3知识建构的学习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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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课堂教学隐含的知识观认为知识是客观的、确定的,

需要学生去直接领受知识。但小组合作学习强调知识是主观的,

会随着学生的进步而不断变化。学生在合作学习之后,对别人和

自己的发现、体会、表达进行反思、评价,捕捉有用的知识、观

点、建议,找出其中的不足,使认识深化,促进知识建构完成。同

时这个过程中,也隐含了自我反思能力的潜在形成,小组合作中

的彼此在反思中不断产生意义建构,加强了自身的学习能力,提

高了整体的学习效果。 

2 小组合作学习容易出现的问题 

小组合作学习既然有着巨大的优势,那么在课堂上用了小

组合作就能解决一切问题,就能彰显出学生的主体地位,表现出

教师对学生的重视吗？答案是否定的。 

小组合作犹如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好,可大大提高教学效

益；运用不好,会导致课堂陷入杂乱低效的境地。在运用小组合

作进行课堂教学的初期探索中,笔者曾遇到过不少的问题,比

如：课堂上喧哗热闹,每个人都只顾着自己的发言,导致有些学

生没有耐心、不认真听的现象；也有学生坐在座位上自己干自

己的事,置身事外的现象；组员之间不能友好相处,彼此争执的

现象；上台汇报顺序不清、表达不明的现象；任务简单,能力好

的学生包揽任务的现象；台下愿意讲,上台没得讲的现象等等。 

因此教师需要彻底弄懂小组学习的内涵,发挥出小组合作

的效用性,而不能只是“热热闹闹一场戏”,停留在一些外表形

式上做文章。 

3 小组合作学习有效性的策略 

3.1合理安排小组成员 

合作学习是以小组为单位开展的学习活动,一般来说,小组

构成主要考虑到学生能力特点,或将不同能力的学生组成一组,

即异质小组；或将相同能力的学生组成一组,即同质小组。在实

践中,结合学生的实情,笔者根据男女性别、学业优劣、性格表

现、能力爱好等诸多差异,将学生分成四个小组内有差异、整体

学习能力在同一均值水平线上的学习小组。一是组内有差异,

为组内互帮互学提供学习空间；二是组间整体水平较一致,为组

间公平竞争奠定基础。 

小组成立后,教师要求小组成员在小组长的带领下自行制

定组规,并自行实施。在组规中,小组成员自觉遵守,切实做到

“有法可依”。同时把小组的内部设置权力给到学生自己,让学

生品尝到“民主自治”的乐趣。比如组规包含：学习要求、纪

律要求,文明要求,卫生要求等。另外,教师定期召开组长交流会

议,成立“组长沙龙”及时解决小组管理的疑难困惑,交流小组

管理的优秀做法,并对其中的金点子加以推广。 

3.2明确小组分工职责 

小组成立后,教师要考虑角色的分配,可以设置小组长、监

督员、记分员等角色,并明确分工职责。比如小组分工职责可以

是：小组长全权负责小组工作,组织全体学生进行有序自主学习,

讨论交流、动作操作、合作探究、检查作业完成情况,完成小组

学习任务。监督员对游离于学习之外的组员进行提醒；留意展

示汇报的角色是否分配明确；轮流发言时确定是否每个人都已

经发言。记分员则是在小组汇报时观察其他小组课堂学习情况

并进行加减分。 

同时,这些角色并不是孤立的,是相互关联、相互补充的。

比如小组长也可以是发言员、记分员,记分员也可以是发言员、

主持人。组员之间相互明确任务并合理分工,这样的小组团队才

能像是一池涌动的生命活力泉水。 

3.3用心设计学习任务 

小组组员之间要合作,那么就必须要有学习任务,根据《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课程理念“以学习任务为载

体,整合学习内容、情境、方法和资源等要素,设计语文学习任

务群”,在课堂小组合作学习前,可以设计引导学生独学的预学

单以促进学生自主、探究学习,比如《牧场之国》一课进行了如

下设计： 

 

在预学单中“建设开放的语文学习空间”, 将语文学习的

整体知识架构教给学生,提供学生学习的方向支持。此外学生个

体的差异造就了能力水平的高低,因此学习任务的设计还需要

链接到学生分层的需求,减缓学习坡度,降低学习难度,在学习

任务的设计上综合考虑教材内容和学生情况,比如在《牧场之

国》一课的预学单设计上,基础知识部分以如下方式呈现： 

 

衔接课文,预备新课学习的部分又以不同的任务出现： 

 

综合来讲,学习任务的设计需要“建立语文学习、社会生活

和学生经验之间的关联”,搭建从已知出发到探索未知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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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学生探究问题、解决问题的兴趣和热情,引导学生积累语文

学习经验,帮助学生形成新的经验与能力。 

3.4规范语言表达体系 

在小组合作中组员之间要使用一定的规范语言,以保证每

个人说出自己的话时是得到了关注,实现学生之间良好的互动,

因此合作交流中要注意话语的表达。例如即将开始讨论时,教师

说“小组合作”,学生回应“现在开始”,学生的合作学习就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展开。讨论时间结束,教师说“小组合作”,学

生回应“现在结束”,学生的合作学习就结束并分别回到各自的

位置上。 

同时学生在小组内的合作讨论并不是任何人随时都可以发

声,随时都可以讲任意的语言的,而是需要一定的规范表达,比

如组员表达不太清楚时,可以说“我没有听明白,请你再讲一讲”,

大家争论不休时,表达为“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不要讨论了,等

会儿汇报时请大家帮忙”。 

3.5创设有序安全的教学氛围 

学生在课堂上敢说、会说,在于学生内心感受到我很安全、

我被尊重、我乐在其中,因此小组合作学习充分发挥出功效还在

于教师创设出有序安全、轻松民主、包容和谐的课堂氛围。在

课堂上支持学生不同想法、鼓励学生参与课堂讨论、接受学生

质疑与提问,用一颗理解、包容、强大的内心为小组合作做基底,

学生才会在课堂上敢表达、愿沟通、乐于听。无论是学生问题

的提出、回答,或者观点的辨别、澄清等都是课堂讨论深入进行

的保证,因此教师用言语表现出对学生回答问题的欣赏,并适时

对学生观点表示赞扬,无疑会增加学生的自信心。 

3.6培养学生倾听习惯 

《静悄悄的革命》一书的作者佐藤学曾经说过“真正的学

习是协同学习,包含着三个因素：相互倾听、有挑战性、符合学

科本质。”小组合作学习固然需要学生发声,乃至于有思维碰撞

的讨论,但倾听他人的声音是学习的出发点,越会倾听的学生才

越善于学习。因此小组合作中的讨论,不能只是大家互相表述自

己的想法,而应该是有其核心点：通过听了别人的思考重组自己

的思考。教师应该在训练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时候,引导其方向,

不能只是在“相互说”,而是要有“相互学”,比如“你有不同

看法,请大胆说出来,我想听一听”“我是这样想的”“我们需要

把相同的方面整合”“我不赞同,是因为……”“我认为可以这样

分工……”,当学生在这样看起来并不顺利的讨论中,产生了思

考的过程,学习才是真正发生的。 

3.7建立科学的评价机制 

对小组合作学习进行科学的评价是非常重要的,建立科学

的评价机制,有利于活动效果的反馈,促使被评价对象更清楚地

认识自己,取长补短,激发学生的合作兴趣、发展学生的合作意

识。在小组合作中加入学生评价和小组自评,为培养学生对学习

成果的鉴赏、评价能力创造了机会。比如小组自评,是帮助学生

意识到个人的言行在小组中的作用,面对问题想出解决方案,提

高合作能力。又如学生他评,也是组间评价,从其他小组的观察

角度进行评论,彼此之间进行比对,不足之处则改之,优点之处

则学习,相互竞争但也相互激励,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营造良好

的班级整体学习氛围。具体实施评价也可一课一评分,一天一排

名,一周一小结,可以选出评分 优小组、 佳互助小组等特色

小组,激发学生集体荣誉感,感悟到自己的努力是为团队的成功

添砖加瓦,并以此激发学生合作热情与信心。 

总之,小组合作学习是当前课堂教学的一种重要方式,但不

是唯一的方式,教师要重视小组合作学习的运用,培养学生在学

习中主动构建知识的能力,但教师不能把合作当成建构课堂的

唯一法宝。在运用小组合作教学策略时,教师首先要明确为什么

用小组,这是小组学习的指向；其次,用小组做什么,这是小组学

习的内容,任务；再次,怎样用小组,比如如何提问、倾听、回应,

这是运用小组的技巧； 后,小组运用的怎么样,即小组活动的

评价与反馈。只有清晰地认识到以上方面,并根据教学内容、教

学实际、教学条件等,选择合适、有利的时机来进行小组合作,

才能帮助学生在课堂上有所合作有所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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