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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小学数学“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研究 
◆汪  娟 

（河南省确山县第八小学  463200） 

 
现代社会，科技高速发展都离不开科研人员的精诚合作，正

确的合作方法会达到事半功效的效果，不恰当的合作，只能让事
情功败垂成。生活，因为合作更加精彩;在数学教学中，因为小
组合作学习可以起到“1+1>2”的效果。新课程改革强调小组合
作学习，做为本次课程改革积极倡导的有效学习方式之一，具有
使学生优势互补形成良好关系，促进学生个性健全发展的优点。
但是在教学实践中真正要将“小组合作学习”行之有效的开展，
并非易事，我在教学中也使用小组合作学习这种方法，下面谈谈
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有效性”的方法。 

一、正确合理的将学生分组    
1、两人合作     
两人合作是合作学习的最小单位是其它合作形式的基础，一

般是以同桌组合为主。在两人合作学习过程中，可以掌握合作学
习的方法。如怎样发表意见、听取别人的意见，怎样进行交流、
共同研究问题等等。这种合作可以在课堂教学中经常开展，能够
有效的缩短学生间的认知距离，提高学生的理解、分析和表达能
力，促进同桌间的情感交流。但这种合作学习只适用于讨论难度
不是很大的问题，例如《小数乘法的简便运算》，学生已经有整
数乘法简便计算的基础，如计算“3.5×95+3.5×5”，可安排同桌
先讨论，再集体讨论得到“3.5×（95+5）”这样一个算式使计算
简便。 

2、四人合作 
四人合作在两人合作学习作用不明显，效果不显著时需四人

合作学习。四人小组通常是由水平有差异、学习快慢不同的学生
混编在一起的，这样是为了体现“组内异质，组间同质”这一原
则，是为了展开组间的公平竞争而创设的外部环境，以便产生相
互激励的效应。教学中我是这样安排的，每组两名优生，一名中
间生，一名潜能生。组长通常上学期由学习能力较快的学生担任，
下半学期让组员轮流担任这样有利于每位学生迅速成长。在合作
过程中，组员谈自己的意见或反驳其他同学的想法， 达成统一
意见后，指定一名组员汇报。例如在教学《圆的周长》时，探究
周长与直径的比值，用的滚动法和绳绕法需要学生合作完成，教
学过程中首先形成全组互动，全组同学互相帮助，在协作、互动
中发现周长与直径的关系；继而形成全班互动，在多种多样的学
习方法中达成学习目标。学生不仅能建构知识，还培养了集体主
义精神和团结协作的精神。 

3、自由分组 
学生是独立的个体，他们喜欢和兴趣相投的学生在一起学习

交流。于是我尝试着完全尊重学生的自主权，让他们自己选择合
作伙伴，人数不定进行合作学习。如果一个单元学完，这个单元
学习的重要知识点以及易错题和难题，我会让学生归类整理，然
后出一份手抄报。学生可以自由组合，目的是体现数学之美，学
生们兴趣盎然。学生指出手抄报制作的目的是：爱上数学。并对
分工一明确：如“李明凯——美工，张新起——搜集资料，王明
亮——汉字”。 这样一种非正式临时性的合作学习学生的注意力
都集中到了所学的内容上来，建立了一种有利于学习的情绪。 

4、层次分组 
把同一层次的学生组成一组，更容易增加学生的自信心。如

我在复习课采用这种形式 。学生作业我分为三类：A 类为优秀
生习题，B 类为中间学生习题，C 类为基本习题。 学生根据自
己的学习情况，自己选择一类完成。完成后，学生根据选择习题
类型分组互评，如有异议，老师负责指正，学生评判完对错以后
上交，老师检查作业效果和评判效果。通过学生之间的交流优等
生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中等生有了提高，基础差的学生得到了
巩固，体现了合作学习的优势。 

二、教师适时的指导是合作成功的关键 

1、选择合适的教学内容安排小组合作 
在小学教材中，内容和形式是多样化的，并不是所有的课程

都适合小组合作的学习方式。教师要结合实际的教学经验，在备
课时仔细研究教材所要表现的新课程理念，集中一些具有多种解
题思路、明显规律、适合学生相互考评以及动手操作能力强的内
容。比如：“找规律”这种题型，第一堆有 3 根木材，第二堆有
6 根木材，第三堆有 9 根木材，学生通过小组合作讨论就会发现
其中的规律，积极主动的运用自己的语言来表达出第四堆有几根
木材。 

2、小组合作要选择恰当的时机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利用小学生的心理特点，结合教学

内容捕捉生活中充满趣味的现象创设启发性、开放性和可合作性
的问题情境，在小组内讨论交流，让学生品尝到利用所学知识解
释生活现象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乐趣。在教学“三角形的认识”
这一内容时，我先让学生自己理解，再联系所学知识提出问题。
有个学生针对“由三条线段围成”说成“组成”，此时就是一个
良好的合作时机，学生通过摆学具、画图形、讨论进行验证后得
出，如果说成“由三条线段组成的图形叫做三角形”这个概念不
严密，就是错误概念。这样学生通过独立思考提出了问题又通过
操作讨论回答了问题，突出了本节课的重点。 

3、教师要积极参与到合作学习中 
教学中的合作学习，需要合作者之间的表达与倾听，两者是

一种双向互动的活动，只有表达或只有倾听都不可能构成真正意
义上的合作。在实际教学中，小学生往往不习惯听别人的发言，
急于发表自己的观点。在合作讨论时，很多学生往往一拥而上，
你说你的，我说我的，到后来也不知说了什么。因此，合作时要
训练和教会学生倾听别人的意见，如何把别人的意见归纳起来，
怎样在别人意见的启发下完善和发展自己的观点，怎样大胆提出
自己的不同见解，鼓励学生开展争论和辩论，并以一种积极的态
度接受别人的正确意见。这样可以使孩子们的表达更好，大家互
相借鉴，互相启迪，达到共同学习，共同发展的目标。 

三、公平公正的总结评价 
每次小组合作学习活动后,教师要及时进行总结评价。一方

面是对小组的活动情况进行评价,主要从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合作
态度、合作方法、参与程度等方面进行。另一方面,是对小组学
习的情况进行总结,让学生把小组讨论的结果进行汇报,观点可以
是自己的也可以是小组的,把小组讨论拓展为全班交流,允许学生
互相质疑,让学生在思考中探讨,使学生思维得到充分发挥,目的
是让每个学生了解自己在小组活动中的表现。同时在组与组之间
进行评比,看一看哪个小组的活动开展的最好,哪个小组的同学最
积极主动、和谐,尤其更要多关注学困生是否积极地参与活动,让
组长多些机会给他们发言表现等。对表现好的小组与个人及时给
予充分的肯定和生动有趣的奖励,如颁发“小红花、金苹果、智
慧星”等,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总之，小组合作学习做为一种学习能力，需要教师循序渐进、
持之以恒地训练；小组合作学习做为一种学习方法，需要教师科
学指导，适时点拨下逐渐形成；小组合作学习做为一种学习兴趣，
需要在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教学艺术的引导下得以发展。因为合作
学习它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有效地促进学生知识的发展
和能力的提高，所以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是每个学生要
做到的；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是教学过程中要实现。让
我们在教学中更加努力探索，使“小组合作学习”发挥更大的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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