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指出：“改变课程

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

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收

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新课程知识

体系、教学内容指向的改变要求学生用新的学习方

法、策略来对待学习，倡导学生的主体性，积极参与

教学，采用探究性学习和创新学习的学习方式。合作

学习是使学生实现探究性学习和创新学习从而达到

对学生的培养目标的有效手段。小组合作学习有自

身的教学原理、策略、方法等，已经成为体系，简要介

绍如下。

一、合作学习起源

合作学习（!""#$%&’()$ *$&%+(+,），-.世纪/.年代

初兴起于美国，于-.世纪0.年代形成教学流派，并在

/.年代中期至0.年代中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种教

学理论与策略体系。由于它在改善课堂学习氛围，大

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促进学生良好非智力品

质的发展等方面实效显著，很快就受到世界各国的

普遍关注，并成为一种主流教学理论和策略。主要学

术代表人物是前苏联的沙塔洛夫、利辛科娃、阿莫纳

什维利等人。

二、合作学习的教学原理

注重激发学生的主动性、积极性，用教师的情感

去启迪学生学习的内在动力系统，提倡小组学习和

独立学习中的过程合作、经验交换、信息交流、人际

交往，有其教育心理学意义。在合作、和谐、自主、发

展评价的教学氛围里，学生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在

此基础上，获取学生与教师所共同追寻的教学目标。

合作学习的教学原理，集中体现在如下方面：

（1）主体参与。合作学习比较好地顾及了学生的

学习主体地位问题，贯彻了主体性教学的基本原理。

（-）积极互赖。要求学生知道他们不仅要为自己

的学习负责，而且要为其所在小组的其他同伴的学

习负责。小组成员之间是沉浮与共、休戚相关的关

系。学习小组作为一种教学组织活动，比较好地实现

了同伴之间的合作互助交流。

（2）信息交互。信息输载密度大，教师与学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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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学生同伴之间的信息交互性好，在信息输载中加

强了学习形式与内容的有机统一。面对面的促进性

相互作用，要求学生进行面对面的交流，组内学生相

互促进彼此学习的成功。

（!）目标评价。作为一种目标导向活动，目标教

学得以应用，并以各个学习小组在达成目标过程中

的总体成绩为奖励依据。要求小组定期评价共同活

动的情况，检讨小组活动情况和功能发挥程度，以保

持小组活动的有效性。

（"）个人责任。要求每个学生必须承担一定的学

习任务，并要掌握所分配的任务，分工明确，责任到

人，对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调控要求高，因为合作学

习是由教师分配学习任务和控制教学进程的。

三、合作学习的小组原则

组的规模：以"—#人为宜，以单数为宜。太大、太

小都不利于关照差生和优秀生，合作学习就容易流

于形式。在实际课堂教学中，由于操作上的方便，以

!人小组为常见。

组内异质：要求小组成员在成绩水平、性别、种

族等方面具有异质性。在认知水平、重视基础、思维

方式、学习习惯、逻辑反映等方面，应该很不一致，有

好、中、差的区别。注意性别、性格、个体特征之间的

搭配。小组作为一个学习群体，本质上就是一个班

级、一个学校的学生构成情况缩影。

组间同质：即是小组之间的总体差异比较小，小

组综合学习水平、学习能力基本相同。其教育学意义

在于：在设计教学内容时，容易同一标准，为设计带

来方便。在学生认知反映的量、速度和质的方面，容

易整体调控。

组员协调：轮流担任小组主持人和小组发言人，

每一个学生（无论是优秀生或是差生）都要担任，并

且每天都应该有这样的机会。小组主持人和小组发

言人由本组学生确定，即时推举比提前安排的好，也

是学生对课堂合作学习活动应变能力的适应。

四、小组合作学习方法拾零

小组成绩分工法（也称$%&’方法）。学生被分成

!人学习小组。其课堂教学步骤是：讲授提示———小

组学习———小组自测———反馈比较。讲授提示。先

由教师布置学习内容，提出学习要求，包括出示学习

目标和教师的讲授———小组学习。然后学生们在他

们各自的小组中进行互助合作学习，使所有小组成

员掌握所教内容———小组自测。所有小组成员就所

学内容参加个人知识测试，此时，不允许他们再互相

帮助———反馈比较。学生的自测得分用来与他们自

己以往测验的平均分相比，根据学生们达到或超过

他们自己先前成绩的程度来计分（也叫提高率计分

制）。达到即为上次分数，超过即加上超过程度的分

值。然后将小组成员的个人分数相加构成小组分数，

达到一定标准的小组可以获得教师的认可，或得到

其他形式的奖励。

小组游戏竞赛法（简称%(%方法）。是约翰斯·霍

普金斯大学研究小组所创设，是诸多合作学习方法

中比较早期的一种。它也运用$%&’方法中的的教师

讲授和小组活动，不同的是它以每周一次的竞赛代

替自我测试与统计。在竞赛中，本组学生与来自其他

小组的成员进行竞争，计算分数，为自己所在的小组

积累得分。学生们在)人组成的“竞赛桌”旁进行竞

赛。竞争对手是过去的学业成绩方面有相似记录的

同学。这种方法有一个“不断调整”的程序，学习速度

慢一些的学生与其他学习速度慢的学生进行竞争，

学习速度快的学生依然。它以每次竞赛中学生的成

绩为根据，与对方学生重新安排，也可能有“孙膑赛

马”的色彩。每周进行一次调整，使之趋于公平。每

张竞赛桌的优胜者都为其所在小组赢得分数，而不

管他是处于哪一桌。这就意味着学生们在学习竞赛

中都可能成功，一切机会均等。

切块拼凑法。也称为“专家组法”。在这一方法

中，首先将学生安排在由*人构成的学习小组中，学

习事先就已经分剖成片断的学习材料。例如一篇传

记，将其分为早期生活、时间历程、主要成就、挫折片

段、后期影响等几个部分，然后，各个小组中学习相

同内容的学生组成“专家组”，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

所要学习的那部分内容，直至掌握。接着这些学生分

别返回各自的小组，轮流教其组员学习那部分内容。

因为除了自己掌握的那部分内容外，学生们要想掌

握其他的内容，惟一的途径就是认真倾听小组成员

的讲解，因而他们具有彼此一致的学习动机，并表现

出对彼此作业、学习结果的兴趣。

共学式（简称+%,方法）。又称“综合成绩单”。是

由明尼苏达大学研究小组的约翰逊等人研究的一种

合作学习方法。它要求学生在!-"人组成的学习小

组中，学习指定的作业单（.//0123425），小组共交一

份作业单，依小组的成绩给予表扬和奖励。这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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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学生共同学习前的小组组建活动，对小组内部

学习活动情况，多是共同协商研讨。教师的批阅量也

相应减少了。

小组调查法（简称*++方法）。也称为“分段任

务”。是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研究小组的塞伦夫妇

所创设的，是一项普通课堂组织条件下的学习活动。

学生们在小组中运用小组分块，合作性探究，小组讨

论，合作性设计等方式展开学习。在这一方法中，学

生们组成%人小组，在从整个班级都学习的单元内容

中，选取出一个子课题内容，各小组再将子课题内容

分剖成若干小块，每一小块就是一个人任务，落实到

每一个学身上，大家都有事情做，同时开展必须的辅

助活动，例如预备小组报告，每一个成员都做此报

告。然后，每个小组以一名代表做本小组的学习报

告，介绍学习成绩，展示结论，交流自己的发现。

沙塔诺夫纲要信号表。也称为“教室成绩清单”。

在体现合作、自主的教学策略上，沙塔洛夫在教室里

挂了一张学生《每周成绩表》，上面记录学生每次功

课的成绩，采用"分制评价，一次功课后，有!&,的学

生获得了"分，则用钢笔填入，其余用铅笔填入，作业

错误的学生即时补习更正后，教师擦去铅笔字痕，用

钢笔填入"分，这时满分率能够达到’&,，余下的再

进行一次，使满分率达到#&&,，这样，一学期下来，

全班学生在平时学习过程中，均为满分，并将此结果

提供给家长和学校。

提倡小组合作学习，训练了学生的合作意识，提

高了学生的合作技能，增强了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

可能性，这在新课程改革的背景下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学习策略。只要我们以教育工作者的高度责任感

对待新课程改革，积极探索教育科学规律，探索合作

学习的新路子，我们所从事的教学改革一定会取得

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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