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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构建基于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活动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并运用定量定性的高效手段检测其在实际运用中
的效果，在培养学生实际英语运用能力的基础上，提升学生的英语学习态度，促进学生积极高效地主动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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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英语教学指南（征求意见稿）》（２０１４）
指出，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可采用任务式、合作式、

项目式、探究式等教学方法，体现学生主体的教学

理念。适宜的大学英语教学模式有助于提高学生

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和

语言应用能力［１］。笔者通过构建基于ＳＴＡＤ合作
学习活动的大学英语课堂教学，运用定量定性的

高效手段检测其在实际运用中的效果，从而促进

学生在整个互动型课堂活动中，较好地形成合作

学习，更好地正能量的态度看待学习任务；并通过

与小组成员的分享控制，提高个人与集体的自我

认可度，从而相辅相成地形成良好的学习氛围；在

完成既定的学习目标的基础上，通过协作沟通和

人际交往而较好提升自身的学习主动性和社会

技能。

１　合作学习理论与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模式
１．１　合作学习理论

合作学习（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以下简称
ＣＬ）教学理论由 Ｖｙｇｏｔｓｋｙ与１９１７年基于社会建
构主义提出，Ｊｏｈｎｓｏｎ和 Ｊｏｈｎｓｏｎ是这一理论的著
名研究代表，他们将合作学习定义为：作为独立存

在的学生，共同合作解决同一个问题，通过促进彼

此间的学习和小组讨论，分享彼此个人以及物质

资源，民主协商来解决争端，并对小组讨论负

责［２］。合作学习的优点在于，首先，增强学习效

果的同时，能较好地提高学生的社会技能；同时，

学生通过不断地参与合作学习小组的学习活动，

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教学的聚焦

真正地落在学生身上，吸引学生的关注，服务不同

层次的学生，而且，合作学习主要将教学的关键点

重点立足在技能培养、思维过程和情况处理应

对上［３］。

１．２　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模式
ＳＴＡＤ学习模式即“ＳｔｕｄｅｎｔＴｅａｍ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ｓ”（简称ＳＴＡＤ）是由美国的斯莱文教授提
出，作为一种合作学习策略，ＳＴＡＤ学习模式主要
是使不同学习能力背景的学习者通过参加小组活

动共同协作完成一个既定学习目标［４］。就概论、

广度和运用度而言，ＳＴＡＤ都被认为是合作学习
活动中最突出且有效的学习策略之一。其具体活

动设计为：首先，４～５位学生根据其不同的能力、
性别和种族等进行分组；接着学生根据教师的指

定任务进行个人学习；个人学习后进入 ＳＴＡＤ活
动小组进行交流讨论，对学习任务进行协作分析。

最终通过考核，评估每小组及个人的学习效果，整

个学习效果评介的重点是个人与小组的进步幅

度［５］。作为合作学习中最为有效的活动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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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模式的最大益处在于可以鼓励学
生积极地参与到整个学习过程中，又能在促进学

生在主动获得知识的前提下，更好的学习如何与

人沟通协作与交流等，因而，这一学习模式既能实

现大学英语课堂教学实用性的能力教学要求，又

能解决学生基础不一、学习主动性缺乏的实际问

题，还可以较好地培养学生各种社会技能并提升

其情感的成熟度。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活动的实施主
要包括 ５个要素：课堂授课、小组组建、测验、个
人提高分和小组得到认可［５］。

２　基于 ＳＴＡＤ学习模式的大学英语课堂
教学构建

根据“动态组成，平衡分配”的 ＳＴＡＤ小组组
建原则和“具体运用，特色安排”的 ＳＴＡＤ学习活
动安排原则［６］，可以如下构建大学英语课堂教

学［７］（图１）。

图１　基于ＳＴＡＤ学习模式的英语课堂教学模型

２．１　ＳＴＡＤ小组构建
ＳＴＡＤ小组构建采取的是“组内异质，组间同

质”的方法，首先安排学生进行独立的前测，判断

学生的英语认知能力，同时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确

定学生的基础分，组建小组时要使每小组都由能

力不一样的学生组成，与此同时，小组间要保持一

定的平衡，即组与组之间的英语认知能力是基本

相同［７］。再则，为了尽量减少“互赖”的消极影

响，我们应该进一步实现“动态组成、平衡分配”

原则，组与组间考虑英语认知能力基本相同的基

础上，需要平衡组与组间的学生的社会技能和学

习能力，这样可以更好地促进组内的交流与

活动［６］。

２．２　ＳＴＡＤ教学活动设计
设计课堂ＳＴＡＤ教学活动的时候一定要抓住

３个中心，即：教师、学生个人和学习小组。首先，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进行班级呈现讲解学习重点难

点等并布置学生本堂课的学习任务（任务单），接

着学生根据学习任务单进行个人的理解和掌握，

然后进入到ＳＴＡＤ学习小组就学习任务进行交流
和探讨合作学习完成任务［５］。在整个ＳＴＡＤ活动
期间，教师还需密切观察活动效果并给与必要的

指导帮助。以《新职业英语———酒店英语》之教

学为例，该课程一方面同其他英语类课程一样，强

调听、说、读、写能力的训练，另一方面也具有旅游

酒店管理专业操作性强、服务性强的特征。根据

以上特点，笔者将每单元的学习任务细化为４点：
（１）词汇熟读；（２）专业术语及服务用语速记；
（３）服务流程演练；（４）服务情景模拟展示。具体
的活动步骤为：首先，教师根据单元教学内容讲解

核心词汇及专业术语和句型，学生个体在教师的

指导下完成任务 １和 ２，接着学生进入各自的
ＳＴＡＤ小组完成任务３和４，这也是学习的重点和
难点，这步学习的亮点为，ＳＴＡＤ小组主要根据个
人已掌握好的词汇及用语，依托教师提供的英文

服务对话解析视频等学习资料了解并熟知服务流

程，从而小组成员探讨研究掌握并配合完成任务

３及任务４，根据任务单要求模拟完成相关的英
文服务。为了确保整个学习活动的有效进行，教

师要密切关注学生及 ＳＴＡＤ学习小组的情况，实
时给予指导和帮助。

２．３　成果交流展示与评价
成果交流展示阶段，教师组织学生对小组成

果进行交流与展现，同时给予评价以提高学生的

成就感，其形式可以根据具体的大学英语教学来

进行设计，如酒店英语主要可以为服务情景英文

会话模拟及展示等。整个ＳＴＡＤ课堂活动的评价
十分关键，主要包括两个维度，即：小组评价和个

人评价，评价标准主要来自知识评价和合作能力

评价。个人评价主要包括组内同伴评价、个体评

价和个人提高分的计算。小组评价包括成果展

示、教师专业评价和小组提高分，小组提高分计算

方式为：小组分数＝小组成员提高分之和／小组人
数［７］。具体而言，每人每组将都根据其学习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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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完成情况进行量化采分，并统计计算出个人得

分和小组提高分。

３　基于 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模式的英语课堂
教学实验研究

根据 Ｃｏｈｅｎ，Ｂｒｏｄｙ＆Ｓａｐｏｎ－Ｓｈｅｖｉｎ对合作
学习效果的评价理论（如图２）［４］，检定 ＳＴＡＤ学
习模式在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效果主要来自４个方
面：学生学习日志、关注组访谈、教师课堂观察以

及前、（中）、后测成绩，这也正较好地体现了定性

研究与定量研究的有效结合。本研究以杭科院旅

游学院酒店管理专业１７级１班３９名和１７级２
班４１名同学为研究对象，开展了为期４个月的基
于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活动的酒店英语课堂教学，并
通过问卷调查和前后测成效对比的定性和定量研

究方法评估这一课堂教学的实施效果。

图２　合作学习效果评价

３．１　研究对象
以杭科院旅游学院酒店管理专业１７级１班

３９名和１７级２班４１名同学为研究对象，比较这
两个班高考成绩发现两者无明显差异（ＳＰＳＳ分
析），随机选择其中１班３９名为实验组，进行为期
４个月的 ＳＴＡＤ合作学习课堂活动，其余２班４１
名同学为控制组，进行传统的英语课堂学习。

３．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的是独立样本 Ｔ检验（定量）与

分析关于大学学生英语学习态度的问卷（定性）

的研究方法。首先通过使用数据统计（ＳＰＳＳ２０）
软件分析实验组与控制组前后测的成绩，比较该

实验活动的绩效情况。接着，由于高职学生的特

殊性如学生来源不一、层次较与普通大本学生的

差异性大、学生学习态度不太端正的特点，分析前

后测学生的学习态度的多维变化，检测该研究活

动对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学习技能的影响。

３．３　实验过程
１）实验前。首先，建立ＳＴＡＤ学习小组，以学

生的高考英语入学成绩为 ＥＦＬ基础能力，同时根
据教师对学生学习能力和社会能力进行的定位

（主要通过分析调查问卷的量化研究），将３９位
同学分为１０个ＳＴＡＤ活动小组。接着，为了了解
实验对象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对实验组和控制

组进行一次为期 ２小时的课堂测验，试卷选用
２０１６年６月的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Ｂ级
的标准化试卷（符合高职英语大纲要求）。然后，

使用《大学生英语学习态度问卷》，在课堂上对实

验组和控制组进行问卷调查，问卷采用无记名方

式作答。

２）实验中。同一位教师根据相同的教学资
源先对实验组进行精心设计的 ＳＴＡＤ课堂活动，
在实验过程中根据职业英语的教材特点和教学要

求，每次活动设计相关的任务单，每组任务单包含

４个小任务；而对于控制组也按质按量使用传统
的听说法，翻译法等讲授同样的学习内容。

３）实验后。首先，为了解学生在实验活动后
的学习绩效情况，同样使用２０１６年１２月的高等
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Ｂ级的标准化试卷对实
验组和控制组分别进行为期２小时的课堂测验。
再次使用《大学生英语学习态度问卷》，在课堂上

对实验组和控制组进问卷调查，问卷采用无记名

方式作答。

３．４　数据收集与分析
３．４．１　定量数据

采取独立样本 Ｔ检验的方法分析实验组与
非实验组的绩效情况，从而分析该研究活动是否

带来了实验前后的显著变化，其结果见表１。
根据表１中数据所示，前测中实验组１班与

控制组２班成绩无明显差异（ｔ（７８）＝－１．３４４，
ｐ＞．０５），同时后测中实验组１班与控制组２班成
绩也无明显差异（ｔ（７８）＝－．７１５，ｐ＞．０５）；但
是，从表２组统计数值中可以看出，前测中实验组
１班与控制组２班的平均分差为４．５分（７８．３～
７３．８），后测中实验组１班与控制组２班的平均分
差为２．１分（７８．４～７６．３）如图３所示，，可见实验
班成绩增长幅度明显大于控制班：（７６．３～７３．９）
＞（７８．４～７８．３）；加之实验前检测两个组的ＥＦＬ
能力（高考英语入学成绩）时表明两个班为英语

能力均等的同类班级，因此以上结果可以推断出

进行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活动的实验组（１班），英语
综合应用能力的进步大于进行传统教学的控制组

（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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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前后测独立样本检验

均值方程的ｔ检验

ｔ ｄｆ Ｓｉｇ．（双侧） 均值差值 标准误差值
差分的９５％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前测 假设方差相等 －１．３４４ ７８ ．１８３ －４．５５９４１ ３．３９２８５ －１１．３１４０６ ２．１９５２３

后侧 假设方差相等 －０．７１５ ７８ ．４７７ －２．１４４１５ ３．０００１３ －８．１１６９６ ３．８２８６５

表２　组统计量

组 Ｎ 均值 标准差 均值的标准误

前测
１．００ ３９ ７３．７８２１ １５．４８８８７ ２．４８０２０

２．００ ４１ ７８．３４１５ １４．８５７８４ ２．３２０４１

后测
１．００ ３９ ７６．２９４９ １２．９４６６１ ２．０７３１２

２．００ ４１ ７８．４３９０ １３．８４１１５ ２．１６１６２

图３　实验组与控制组前后测平均分差

３．４．２　定性数据
《大学生英语学习态度问卷》由３９个项目组

成，从认知、情感和行为意向三方面测量大学生的

英语学习态度。问卷的区分度良好，其中的“对

英语教师的评价”“学习主动性”以及“学习兴趣

与自信”，３个因子是组成大学生英语学习态度概
念的核心内容。问卷采用利克特６点计分法，选
项分“非常不同意”“不同意”“不太同意”“有点

同意”“同意”“非常同意”６种，分别以１～６分计
分［８］。结合 Ｃｏｈｅｎ，Ｂｒｏｄｙ＆Ｓａｐｏｎ－Ｓｈｅｖｉｎ对合
作学习效果的评价理论从问卷教师层面（问题９、
１２、１３、１５、１６、１７）与学生层面（问题 １０、１８、１９、
２０、２２、２８、３２、３６、３７）分析研究教学活动的使用效
果，比较实验组与控制组前测与后测问卷的结果。

对教师层面的问题统计结果显示：实验组问

卷前、后对比，对教师的参与度给予更好地肯定，

认为教师课堂活动大家的参与积极性有很大提

升，同时也认为教师的鼓励与帮助以及对学习方

法和策略的引入对英语学习帮助与学习效果有积

极肯定作用（如问题１３、１５、１６、１７）；反之，控制组
问卷前、后对比除了对教师的知识广博度有所期

待值提高（如问题１２），其他的对于课堂活动的参
与度，教师的情感肯定和对学习方法和策略的肯

定并无明显变化（表３）。
表３　学生英语学习态度问卷情况分析（教师层面）

问题
实验组 控制组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９．老师组织课堂活动时，班
里多数同学会积极参加。

３．８ ４．９ ４．０ ４．１

１２．我们的英语老师具有广
博的知识。

４．２ ４．４ ４．１ ４．５

１３．我们的英语老师对学生
有耐心。

４．０ ４．５ ４．０ ４．１

１５．我们的英语老师经常支
持 、鼓励我。

４．１ ４．８ ３．８ ４．０

１６．我们的英语老师常与学
生进行课下交流。

３．６ ４．５ ３．７ ３．９

１７．英语老师常介绍英语学
习的方法和策略。

４．０ ４．７ ３．８ ４．０

　注：分值为每题得分之平均分

对学生层面的问题统计结果显示（表４），就实
验组而言绝大部分问题的平均分都有增长可见该

学习活动使学生的情感认知和自我肯定都得到了

很大程度的提高，如问题１０体现的学生学习积极
性和问题２０体现的学生英语学习的信心增加明
显，同时学生对课堂教学中的合作活动也有较好的

肯定（如问题２８），对学习的方法和策略使用也有
一定的提高（如问题３２、３７），学生英语学习的积极
性也有较大提高（如问题３６）。对比而言，控制组
的问卷分析显示，该组的前后对比提高不明显，学

生对英语学习的兴趣没有提升（如问题１０），对个
人的肯定甚至有停缓（如问题１９、２０、２２），对学习
的方法和策略使用也没有提高（如问题３２、３７）。

４　研究结果及反思
本文通过构建基于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模式的大

学英语课堂教学，即通过建立动态的 ＳＴＡＤ合作
小组，运用任务单形式的合作学习活动，及以学生

个体、教师和学习小组共同评介的新型的合作学

习模式开展课堂教学。这一教学模式可以更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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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使学生形成良好的协作

学习习惯，同时可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端正学

习态度从而促进其自身情感的成熟度和自我肯定

度的提升；但对学生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的提高主

要体现在成绩的进步，而深层次改变学生实际运

用能力的效果不够明显。

表４　学生英语学习态度问卷情况分析（学生层面）

问题
实验组 控制组

前测 后测 前测 后测

１０．我周围的人学习英语的
热情高涨。

３．８ ４．６ ３．８ ３．９

１８．我对英语语言比较感
兴趣。

４．１ ４．６ ４．２ ４．４

１９．我认为自己有学习英语
的天赋。

４．２ ４．５ ４．２ ４．１

２０．我对自己学好英语有
信心。

３．９ ４．８ ３．９ ４．０

２２．学习英语能让我体会到
自信和成功的感觉。

４．４ ４．４ ４．０ ３．８

２８．我喜欢英语老师多组织
各种课堂交际和合作活动。

４．２ ４．８ ４．１ ４．０

３２．遇到不懂的单词时，我会
立刻查工具书或问别人。

４．６ ４．９ ４．５ ４．６

３６．我经常积极地参加各种
课内外英语学习活动。

３．９ ４．７ ４．０ ４．１

３７．我常把新学的英语词汇
和句型应用到日常生活中。

４．０ ４．３ ４．１ ４．０

　注：分值为每题得分之平均分

根据研究结果结合教学实践，可从以下几方

面改进该合作学习的教学：首先，要从知识呈现入

手，加大知识呈现和吸收的效果，将先进的符合时

代进步的教学形式与合作协作理念有机结合；同

时，针对高职学生的不断变化的特点进一步修正

ＳＴＡＤ合作学习模式；再则，英语课堂教学是一个
持之以恒的过程，因此需要延长进行基于 ＳＴＡＤ
合作学习活动的课堂教学周期，将实验的干预时

间由４个月延长至１０月甚至更长，这样可以更好
地拓展该研究活动的深度和效度，从而使其对学

生英语运用能力的提高起到更明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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