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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思想品德课合作学习有效性思考 ①

———以昌吉市第五中学为例

李　婷
（新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８３００５４）

摘　要：合作学习是一种优良的教与学的模式。它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教师的教学水平，有利于提高课堂
效率，实现教学相长。但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学生对学习目标不够清楚；合作小组成员分工不明确等。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初中思品课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实现。文章在认真研究有关合作学习文献资料的基础上，以昌吉

市第五中学为例，运用文献法，问卷调查法和访谈法，对实现初中思想品德课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具体措施做了初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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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内涵及意义
１．１　合作学习的内涵

合作学习是我国新一轮课程改革倡导的一种学习方

式。王坦认为：“合作学习是一种旨在促进学生在异质小

组中互助合作，达成共同的学习目标，并以小组的总体成

绩为奖励依据的教学策略体系。”［１］合作学习是教师将学

生分成各学习小组，引导学生学习、交流与讨论，通过学

生间的合作学习来完成教师安排的学习任务，并对各小

组合作学习的总体成绩进行评价的一种教学模式。

１．２　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内涵
合作学习有效性是指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采用小组

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根据学生个性特点及知识水平科

学、合理地分成各小组，并明确成员分工，通过教师的参

与、引导和鼓励，以达到学生互相学习与进步的目的。

１．３　实现合作学习有效性的意义
一是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能力。实现合作学习有

效性，需要教师尊重学生间的个性差异，按照学生的心理

和知识水平科学合理地分组，在合作学习中提高其学习

积极性、人际交往能力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等综合素质。

二是教师通过引导和鼓励、观察和倾听各小组的学习情

况，能较好地掌握学生的学习情况，有助于提高教师的教

育教学能力。三是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教师以平等的

身份参与到学生讨论中，会受到学生好想法的启发，这能

丰富自身教学经验，有利于建立融洽的师生关系，进而提

高课堂效率，促进教学相长。

２　初中思品课合作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解初中思品课合作学习有效性情况，笔者对昌

吉市第五中学初中３个年级３００名学生分别进行了调查，

具体包括：合作学习的目标、合作学习小组成员分工、合

作学习成果展示以及合作学习成果评价这四个方面，从

调查结果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一是学生对学习目标的完

成情况不如预期。５３％的学生对每节课所应达到的学习
目标不清楚，５６％的学生表示在每节课中没有一定的时
间进行及时的巩固练习，５３％的学生表示在进行小组讨
论时，经常有讨论无关问题的现象。学生在对学习目标

认识不清楚的情况下，不能有效完成学习目标。在回答

“老师布置的学习目标中的内容你们能独立、及时完成

吗”这一问题中，２０％的学生表示能独立、全部完成，４３％
的学生表示能独立、部分完成，３２％的学生表示参考别人
的答案完成，５％的学生表示不能完成。在回答“每节课
学习目标中的内容你是否能够顺利地完成”这一问题中，

表示能的学生合计达到２１％，７９％的学生表示不能顺利
的完成学习目标。可见大多数学生对学习目标的完成情

况都不如预期，这将影响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实现。二是

合作小组内成员分工不明确，成员构成不均衡。在回答

“合作学习小组之间以及小组内部都应该有明确的分工，

你们是否有明确的分工”这一问题中，４２％的学生认为
有，５８％的学生表示没有。在回答“合作学习强调组员合
作，你们的小组成员之间有没有进行很好的合作？”这一

问题中，３８％的学生表示有，４１％的学生表示没有，２１％的
学生认为合作程度一般，认为合作程度并不很好的学生

达到６２％。这说明在合作学习中，大部分学生对自己的
职责认识不够明确，这将直接影响合作学习的实施效果。

在回答“在进行讨论时，发言的主要是什么人”这一问题

中，２７％的学生认为是所有同学，３５％的学生认为是学优
生，３８％的学生认为是性格外向的学生。由此可见，在合
作小组成员构成不够均衡，使学习讨论的主体仅限于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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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人群中，这将影响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实现。三是合作

学习成果主要由学优生和性格外向生展示。在回答“在

进行小组讨论时，发言的主要是什么人”这一问题中，

２７％的学生认为是所有同学，３５％的学生认为是成绩好
的同学，３８％的学生认为是性格外向的学生。在回答“进
行小组成果展示时，主要进行展示的学生是？”这一问题

中，３７％的学生认为学优生，３０％的学生认为是中等生，
３３％的学生认为是学困生。由此说明，在合作学习时，进
行合作学习成果展示的大部分是学优生和性格外向生，

这将导致其他的学生扮演着“听客”的身份，使合作学习

的目的达不到到预期的效果。四是合作学习成果的评价

主要由教师完成。面对“学生进行展示后有没有点评”这

一问题，９０％的学生表示有，１０％的学生表示没有。可
见，在初中思想品德课的合作学习过程中，大部分学生在

进行合作学习成果展示后都能得到相应的点评。在回答

“学生回答完问题后，主要由谁进行点评”这一问题中，

８７％的学生表示是由教师点评，１３％的学生表示由学生
点评。这说明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合作学习小组的表

现和成绩主要由教师来评定，这将忽视学生间互评的重

要性，这也会影响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实现。

３　影响初中思想品德课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原因
３．１　合作学习目标设定过多，教学重难点不突出

通过调查结果显示，在回答“你认为学习目标不能完

成的原因”这一问题中，１４％的学生认为对思想品德课没
兴趣，８％的学生表示不喜欢思想品德老师，４８％的学生
认为学习目标的内容太多，３０％的学生表示不会。由此
可知，大部分的学生认为学习目标的内容过多是导致学

习目标不能完成的主要原因。

３．２　合作学习小组的成员构成不合理
通常情况下，小组合作学习形式是根据前后座位分

成４人小组，但学生的座位往往是根据成绩排名来安排
的。虽然这样的分组比较方便、快速，但合作小组的成员

构成不合理，不利于学生之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

３．３　合作学习小组的成员参与度不均
在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中，如果各小组成员合作学

习的参与度不均，合作学习中学生间的“合作性”不能很

好地体现，“学习不是对学生发生的事，而是由学生发生

的事。”［２］这告诉我们：在合作学习时，每个学生都应积极

地参与到课堂活动中，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亲自感

受学习的乐趣。

３．４　合作学习的评价主体过于单一
好的评价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热情，使学生渴

望他人肯定的心理得到满足。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我们

发现，教师成为单一的评价主体。这使教师只注意到小

组合作学习的结果，而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个性

表现，这将影响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实现。

４　实现初中思品课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对策
４．１　初中思想品德课学习目标的制定与完成

一是学习目标的设定要符合初中生的心理和思维水

平。在制定学习目标时，应给学生设定一个只要通过思

考和努力就能够得着的“知识高度”，学生才能在自己能

力范围内接近或达到教师所期望的要求，体会到获得知

识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感受到学习的乐趣。二是要对学

生学习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教师在合作学习

的教学模式中既是参与者、引导者，还是鼓励者。教师在

参与学生讨论的过程中，能及时发现各合作小组出现的

问题和情况，给予其正确的引导。教师还可以通过参与

和引导来自如地驾驭整堂课，适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式

和教学进度，以适应本班学生学习的特点。

４．２　组建合理、有效的合作学习小组
一是合作小组成员分工要明确。合作学习的教学模

式，能为学生营造轻松、快乐的学习环境。这要求教师必

须明确每个成员的职责：谁负责组织讨论，谁负责记录讨

论内容等。这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团队

合作意识，而且有利于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实现。二是合

作小组成员构成要均衡。一个合理、有效的合作学习小

组，它的成员构成应该是比较均衡的，每个成员都有自己

的优势，而不仅只是学习成绩方面的优势。合作学习的

教学模式为促进学生间的优势互补提供了好的平台。

４．３　创造良好的小组合作学习环境
一是要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一个快乐、舒适的学

习环境，能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学生对合作学习充

满热情和兴趣。营造互相尊重、互帮互助的学习气氛有

利于学生正确认识自己的优缺点，学习过程中能优势互

补，共同进步。二是建立和谐、互助的“师生”“生生”关

系，能有效地提高教学效率。这要求教师为合作学习创

造和睦相处、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环境，要尊重学生个

性差异，看到学生身上的闪光点，通过教师的鼓励将使师

生关系更加融洽。

４．４　丰富小组合作学习的评价方式
陶行知曾说：“你的教鞭下有瓦特，你的冷眼里有牛

顿，你的讥笑中有爱迪生。”［３］这说明教师的评价对于学

生的影响很大，教师应该在教学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

选择适合学生个性特点的方式来教育学生，促进学生综

合能力的发展。一是增加组间评价环节。在合作学习过

程中增加组间评价环节和组内成员间的互评环节，让学

生在多方位的评价中获取对自己更加客观、全面的认识，

进而使其取长补短，互相学习、共同进步。二是丰富评价

内容。合作学习要求教师对学生的自学能力作出评价，

关注学生与他人合作学习的能力，同时，学生不仅要完成

相应的知识目标，还应达到相应的情感能力目标。教师

有意识地丰富评价内容，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

质，也有利于自身教育教学能力的提高。

５　结　论
合作学习作为一种成功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被

现今众多中小学所推崇和使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应关注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能否得到实现这一问题。作为初中思品课的教师，应不

断提高自身教学水平，认真研究和分析在合作教学时存

在的问题及产生的原因，采取适当的方法引导和帮助学

生学会学习，感受学习的乐趣，使课堂教学充满活力，确

保合作学习有效性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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