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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学习案例实践与思考 ①

李满华
（湖南省双峰县第五中学，湖南 双峰４１７７１３）

摘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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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方略。教师引导学生建立合
作学习小组，通过培育团队核心，规范团队建设，提升团队归属感以及体验团队价值，发挥学生群体的积极性，提高学生

个体的学习动力和能力，改变教师教学过程中生处于被动地位的局面，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因此得以

充分的发挥，提高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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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游记》是家喻户晓的名著，虽然是虚拟的故事，却
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师徒四人斩妖除

魔，团结一心的取经之路给了我们启发和思考。这个团

队最大的优点就是互补性，师父有权威，有目标，有信念，

但是行动能力较差；徒儿们有能力，有智慧，有胆量，有魄

力，但是自我约束能力差，目标不明确，信念不够坚定。

路途中的种种磨难恰恰磨练了团队的战斗力，也提高了

团队的凝聚力。班级小组合作学习，从某种意义上说，我

们需要打造的就是像唐僧团队一样的学习小组。

１　合作学习小组的建立
一个优秀的团队必然有一个好的领头羊［１］。一个优

秀的合作学习小组首先应该目标明确，有既定的学习目

标并且持之以恒。其次是培育团队核心。再次是团队成

员之间具有良好的的交流和沟通。

一是选拔合作学习小组组长。教师如何引导学生成

立合作学习小组，学习小组组长的选拔是关键。在班级

学习小组建设中，组长的产生可以毛遂自荐，也可以公开

竞聘，还可以由教师或同学推荐。

二是制定合作小组共同的学习目标。当一个群体在

为该群体共同目标而奋斗时，往往不会过多地计较个人

利益。小组合作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而出发，在实现共

同目标的过程中，既需要小组成员各自发挥特长，又需要

相互理解，遵守规则。使得整个团队在分工合作实现目

标的过程中变得和谐统一。

案例１：
家长会上，“追梦组”的小组成员在组长的领导下制

定这样的目标：每一个成员都要展示自己的特长，让父母

骄傲，同时也要展示我们小组的团结力量。于是活泼开

朗的任子拿出了自己的好戏“相声”，文静内涵的小明擅

长朗诵，于是她深情朗诵了“感恩的心”，小组合作的节目

就是葫芦丝的演奏，没有学习葫芦丝的可儿就担任乐队

指挥。整个团队大展身手，每一个成员都能展示自己的

精彩，同时也是团队的风采。他们分工又合作，相互支持

配合，在家长会上赢得家长的一致好评。

三是制定合作学习小组规章制度。没有规矩就不成

方圆。对于年纪尚轻的学生而言，懂得约束就是成长自

己［２］。就如唐僧手中的紧箍咒一样，在组员出现错误的

时候，给他一个提醒和警示，必要的时候能发挥作用。但

是小组的规章制度不能由组长一个人说了算，需要整个

小组的成员共同参与制定。而且制度一旦形成，任何人

不得违背。这样，制度才能起到制约和规范的作用。

四是强化小组责任意识。在学习生活的道路上，难免会

遇到各种困难。习惯于独立的同学有可能会因为苦难而退

缩，在关键的时候逃避责任。因此，在小组内部要设立责任

卡，要让每一个成员都有事可做，都有为小组争荣誉的责任

感，小组就是一个小家庭一样，每一份子都要出力。

案例２：
“快乐组“在这个方面做得很好。他们组一共是八个

成员，每一个成员负责一个学科的管理，每一个成员又都

是组长。他们规定各学科小组长要带头做好学科的学习

任务，检查作业、布置任务、巩固复习、组织探究。英语课

的组长每天早上就布置好早读任务，还定期抽查组员的

英语学习状况，为小组内英语薄弱的组员补习功课，使得

整个学习小组学习劲头十分足。他们的口号是不抛弃，

不放弃任何一个组员。在家庭式的温暖中，每一个学生

的责任感都渐渐增强了。

总之，一个理想而坚强的团队，基本上需要四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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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者、能者、智者和劳者［３］。德者领导团队，意志坚定；能

者攻克难关，勇于挑战；智者出谋划策，敢于应付；劳者执

行有力。

２　提高合作学习小组团队学习力
在西游记中，唐僧团队可谓历经艰难险阻，经受重重

考验，一路遭遇无数的苦难挑战。可正是这一路的艰苦

跋涉，历练出了一支顽强且富有战斗力的队伍，使得这个

团队的战斗力不断地增强，团队的信念也在不断地巩固，

团队的目标也在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下坚定。在班级学习

小组的建设过程中，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小

组成员的组合本身就是一种考验，来自不同家庭环境的

性格迥异的学生组合在一起。如何提高合作学习小组团

队的学习力，必须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２．１　关注社会惰化效应
案例３：
社会惰化效应。一天，“追梦组”组长杨雨急匆匆地

跑到我办公室，气冲冲地说：老师，我再也不想当组长了！

我琢磨着这女孩一定是受了很大的委屈，于是劝告她：

“别急，慢慢说，具体是什么事情呢？”她委屈地诉说着：

“老师，我们这次活动都分工好了的，可是到了关键时刻，

李伟和黄亮两个人就不参与了，他们的任务没有完成，还

对着我说，要做我自己一个人去做，他们总是抱怨我分给

的任务太多！”

应对措施：明确小组的具体目标，并且落实到每日的

具体行动中。让小组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感受到小组的近

期目标或长远目标都与自己是息息相关的，自己的每一

个行动都能影响到目标的实现。其次，让每一个成员都

能体验收获的快乐，在小组的小家庭里，我能为小组贡献

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能体验自己的价值所在。第三，要强

化责任意识。目前的中小学生，最缺乏的就是责任感，要

培养学生的责任感可以从树立榜样开始，每日在班上选

出最富有责任感的学生，并且在全班公开表扬宣传。第

四，采取一定的奖罚措施，对于责任落实到位的同学给予

奖励，对于责任落实不到位的同学予以批评和惩罚。

上述案例中的情形就是属于社会心理学中所阐述的

社会惰化效应，即在一个团队中，成员的积极努力程度往

往不如一个人的独立活动［４］。所以，惰化效应是团队健

康成长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

２．２　关注个性化效应
案例４：
个性化效应［５］。在英语课堂上，老师布置了学生一个

购物的情景对话任务，让小组的同学搭档一起参与整个对

话，学生们听到任务之后就十分开心，讨论得热火朝天，气

氛十分活跃热闹，有的小组成员还发出很大的笑声，影响

到其他小组的探讨，而且英语课堂上，成员并没有按照小

组组长的安排使用英语对话，特别是对于英语成绩不是特

别好的学生，基本上是中文在吵闹嬉戏。

应对措施：要保证课堂的活跃气氛的同时，小组组长

要做好主持工作，明确讨论的主题，不至于成员漫无目的

分散注意力。在成员发言的时候，要注意纪律，发言要举

手经允许，不能乱插嘴，发言时其他的成员都要认真倾听，

做好记录。保证活动有效有序地开展。同时，小组内可以

设置“观察员，监督员”，随时提醒成员注意把握住方向。

２．３　关注搭便车效应
案例５：
搭便车效应［６］。“语文兴趣小组”组织了一次活动，

其中报名最多的是成语故事小组，学生搜集到很多的成

语典故，并且在全班展示出来，可是在展示的过程中发现

其中这个小组的三个男生并没有参与，问其原因说是其

他同学都说出来了，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他们

在这个小组就是袖手旁观，没有找到自己的任务，也没有

完成任务。

应对措施：控制小组的规模，不应大规模的小组参与

课堂活动，要明确分工，落实到每一个成员，不抛弃不放

弃任何一员。突出每一个成员的价值和作用。

３　注重合作学习小组团队价值体验
案例６：
在班级新闻发布展示活动中，“新空组”的组员拿出

了他们厚厚的一沓稿纸，有他们为活动准备用过的所有

材料，组员杨敏说：“大家看到这厚厚的草稿纸，就能想象

得到我们的付出，为了这次活动，徐艳花掉自己积攒下来

的零花钱为我们买道具，何明牺牲自己的午休时间整理

稿件，一遍又一遍地誊写，为了我们最后的精彩展示，洪

卓还特意邀请语文老师做最后的指导。我为我们这个优

秀的团队而感到自豪骄傲。”洪卓同学还补充说：“我们一

曲《兄弟》，既是送给全班所有的同学，也是给我们小组自

己鼓劲加油，我们就是好兄弟一样，幸福地生活学习。”

在展示中体验到了成功的喜悦和收获，发生了很多

感人的故事，把每一个学生的心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小组

凝聚力在一次次收获体验中加强。这样的真情实感凝聚

着孩子们的智慧，重新审视自我，点燃了他们的学习

热情。

西游记之所以成为经典名著，它所蕴藏的智慧是博

大精深的，值得我们细细品味。教学实践中，我们欣喜地

看到学生的变化大，班级凝聚力在加强，小组建设在逐渐

完善中，课堂效率也在稳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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