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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协作精神培育对策初探 ①

刘　伟，文　彬
（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４１０６００）

摘　要：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培养中学生的协作精神，是全面提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的必要要求。把握正确
的培养方法，选择合适的培养内容对于培养中学生协作精神非常重要，在培养中学生协作精神的同时教会中学生正确处

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及人际关系的处理。在把握正确的培养方法上要以日常班级活动为载体，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中心，

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辅助多途径培育中学生协作精神。在选择合适的培养内容上重点培养学生的沟通交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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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团结协作的传统，俗话说：“一
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三个臭皮匠，赛过诸

葛亮。”［１］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竞争如此激烈的现代社

会，极其需要协作精神。企业招聘时，具有团队协作精神

也是首选因素。协作精神如此重要，而在如今独生子女

越来越多的社会，协作精神缺乏现象屡见不鲜。因此，探

讨协作精神的培育对中学生的德育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

１　把握正确的培养方法
在学校教育中，教学的和谐统一，教育目标的最终达

成，无不有赖于班级这个基层集体，良好的班集体对学生

的健康成长非常重要，同时对于中学生协作精神培育也

有重要作用。

１．１　以日常班级活动为载体
班级活动是培养中学生协作精神的重要形式，同时

也是践行协作精神的重要方式。班级活动包括日常的教

学活动和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日常教学活动中可以通

过小组合作学习的形式培养中学生协作精神［２］。通过丰

富多彩的游戏或班级活动，逐渐培养中学生的协作精神，

让学生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能充分感受到协作的重

要性。比如班级里的学习园地，可以放手让学生自己去

做，这样就会需要分工和协作，发挥每个同学的长处。如

有负责设计版面的同学，有人负责绘画、有人负责收集材

料，有人负责张贴，最后通过大家的讨论，把最完美的组

合放在一起，就能够做好一期学习园地。在类似活动过

程中，需要学生把集体荣誉感放在第一位，假如有同学不

能认真完成，就会影响到大家的劳动成果，所以通过这项

活动，让学生懂得了只有团结协作才能更好地完成任务。

另外，班级还可以组织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增

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在班级活动中，同学们互相了解，

加强集体凝聚力，班级组织机构及其成员才能更好地各

尽其责，分工协作，同学们才能在活动中正确处理各种关

系激发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践行协作精神［３］。

１．２　以校园文化建设为依托
校园文化是人们为了保证学校教育活动顺利进行而

创立和形成的一种特有的文化形态。在校园文化建设

中，班级文化建设是核心，良好的班风具有鲜明的教育作

用，因此，营造积极向上、团结民主的班级文化，对于学生

协作精神的培育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首先，班级文化活

动为班级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内容，为同学之间的团

队协作实践创造了机会，各种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活动，为

个性不一、潜力不同的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其

次，学生在共同协作参与活动中，提高了实践能力和创造

力，也建立了良好的人际关系，这些将对同学们在学习生

活中发挥积极的影响，能愉快地投入到日常的学习中，又

会形成令人心情舒畅振奋的学习气氛，提高学习效率，激

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反过来促进班级

文化氛围的形成。

１．３　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辅助手段
学校教育是培育中学生协作精神的重要阵地，为了巩

固教育效果，学校可以组织多种社会实践活动，比如开展

或参与社区的关爱活动，帮助孤寡老人、失学儿童、残疾人

等一系列奉献爱心的活动，带领中学生参与到社会团体

中，在共同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培育团队协作精神。组织学

生参观现代企业或公司，让学生充分感受团队协作精神的

重要。现代企业分工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精细，可以说现

代社会中的任何产品，大至火箭、飞机，小到纽扣、手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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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到加工甚至是设计和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多个

部门或者多人的协作才能完成。真正体现了精诚协作精

神，如果我们能够有计划地安排中学生到当地企业车间参

观，了解其生产过程和工艺流程，他们就会亲身感受到团

结协作的重要性。通过家庭、学校、社会共同努力养成中

学生协作意识。

２　选择合适的培养内容
２．１　人际沟通交往

每个人工作、学习、娱乐都要与别人接触、交往。怎

样对待他人，是性格表现得最常见的方面。培育中学生

协作精神在人际沟通交往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有协调个

人与他人的关系、创造和谐的沟通氛围、选择合适的沟通

方式［４］。一是对待他人的态度，核心的问题是个人对集

体的态度，一个热爱集体的人，他会对集体中的其他个体

也表现友爱、关切和尊重。一个人有了集体观念，并摆正

个人在集体中的位置，在集体协作时也能处理好各种关

系。二是客观评价他人，“看人”是“待人”的前提，看人不

能表面化，以貌取人或以言取人。人是一个综合体，有形

形色色的点和面，中学在与人协作时应正确看待同学的

优缺点，另外，应避免感情用事，中学阶段最易讲“哥儿们

义气”，弄得是非不分，因此在中学生协作精神培育中应

正确引导与别人相处或协作，有利于青少年成长。

２．２　勇于承担责任
团队协作中，每个人都分担着不同的任务，承担着不

同的责任，因此中学生协作精神培育中，责任感培养同样

重要。“事不避难，勇于担当。”勇于担当既是生命个体成

长的需要，也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前提，更是成功协作的条

件。全班同学两人一组，进行活动时两组相对进行。每

个小组中均一人站立一人蹲着，站着的人进行猜拳，猜胜

的一方由蹲着的同学去对猜错一方蹲着的同学“实施惩

罚”，可以是刮鼻子或者俯卧撑，由小组成员自行决定惩

罚措施。输的一方在接受完处罚之后，就交换位置，原先

站着猜拳的人蹲下，然后开始下一局。在这个活动中，每

一位参加者都在为同伴承担着行为的后果，或赢或输，这

就是团队协作的模式。每个人都尽量去承担自己的责

任，有时失败有时犯错，或许会有抱怨、不满，影响团队情

绪，但经过适当的引导，共同解决问题，使团队成员受到

鼓励，团队氛围会更加和谐。

２．３　加深自我认识
自我认识主要指对自己各方面的了解，如对自己的

学业、家庭、能力、性格等方面的了解。中学时期是自我

认识发生突变的时期，自我评价能力也在逐渐发展。中

学生协作活动中如何正确认识自己，评价自己在团队协

作中的位置是极其重要的。班主任在指导班级团队协作

活动中应当帮助中学生获得积极的自我体验、克服闭锁

感和自卑感，帮助中学生提高自我控制力［５］。首先，应当

尊重学生的独立性，帮助学生建立自尊感。中学生具备

了一定的独立能力，虽然需要团队协作精神，但是首先是

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有自己的主张、意见、要求和理想，

对中学生积极的、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应充分肯定，并尽可

能予以满足。对消极的、不合理的意见和要求应耐心说

服教育，决不能用简单粗暴的态度对待。其次，应当帮助

内向自卑的同学克服闭锁感和自卑感，使其积极参与到

团队协作活动中。对于有自卑感的学生，要帮助其正视

自己目前的不足，正确的评价自己，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

宜的对策，多获得成功的体验，以增加他们的个人价值

感，并逐步恢复自信心。再次，通过实践帮助学生锻炼自

我控制能力。学生的学习、活动、锻炼、劳动及人际交往

等的有效进行都离不开自我控制过程的参与。在团队协

作活动中，引导学生发现自我控制方面存在的不足，以更

好地与人协作。

２．４　明确共同目标
集体目标是集体活动所期望达到的最终目的或结

果，是集体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具有指向和激励作用。一

个班集体只有具有共同的目标，才能使班级成员在认识

上和行动上保持统一，才能推动班集体的发展，因此教师

应精心设计班级的发展目标，小组协作成员也应当明确

协作活动所要达到的共同目标［６］。班级团体的发展目标

分为近期目标、中期目标和远期目标。正是在向远期目

标一步步接近并达成的努力过程中，团体逐步形成并能

始终保持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发展态势。在实现集体

奋斗目标的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团体成员的积极性，使实

现目标的过程成为中学生教育与自我教育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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