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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学习法与高中物理教学的融合对策
徐志飞　钱晓晶

（扬州新东方中学，江苏 扬州 225008）

摘要：与初中物理相比，高中物理知识具有较强的复杂性。高中生思维具有较强的局限性。为此，高中生在物理学习的过程中，面

临重重困难。加之，由于课堂时间的有限性，高中物理教师不可能了解班级中每一位学生的学习情况。以上种种为合作教学融入高中物

理课带来可能。高中物理教师可以将小组合作与物理教学融合，在解决课堂教学局限的同时，突破学生的思维局限，获得良好的高中物

理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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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被运用在生产、生活中。这种教学模式受到广大教

师的喜爱。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合作教学的方式，真

正结合学生的学习能力，为他们提供自由、开阔的学习“草原”，

让他们真正感受到物理的逻辑性、规律性以及秩序性，体会到物

理学习的魅力，增强物理教学的有效性。本文注重从高中物理与

小组合作融合的必要性、注意点，以及策略三个角度进行论述。

一、小组合作与高中物理教学融合的必要性

（一）提供表现自我的舞台

在大部分物理课堂上，学生承担着知识的理解者，做题者的

角色。他们不能展示个人的思考过程，也未经常性地提出物理学

习问题。这也导致部分学生成为物理学习的“机器”。学生在合

作学习的过程中，不仅可以和同组组员，表达个人的看法，还能

在同组组员的指导中，了解更多的知识，掌握更多的学习方法，

真正更为积极地融入物理学习中，享受物理学习舞台带来的光彩。

由此可见，合作教学课堂在某种程度上，为学生打造一个表达个

人看法的舞台。

（二）共享物理学习资源

在合作式的物理教学中，教师真正将物理学习资源“还”给

学生，让他们根据个人的学习习惯，学习物理知识。更为重要的

是，学生可以根据教师的问题，以及相应的物理知识，相互交流，

完成相应实验的设置，证明个人的看法，真正实现物理教学的“解

放”，增强物理教学的有效性。

（三）形成正确的价值观

大部分高中生具有较强的自我意识。他们往往喜欢从自我的

思维习惯切入，进行物理知识的学习，问题的探究。然而，学生

个人的思维往往存在一定的片面性。这也造成部分学生常常获得

挫败感的状况。将合作教学法引入课堂，教师可以让学生在相互

讨论中，认知个人的思维局限性，并懂得“任何事情是人与人相

互协作”结果的道理，让他们认识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了解他人

的长处，懂得更好地与他人配合，完成相应的物理学习任务，增

强他们的物理综合学习能力。

二、小组合作与高中物理教学融合的注意点

（一）科学性分工

教师在合作教学中需要注意分工的合理性，为学生更为积极

协作，提供前置条件。在具体的分工过程中，教师需要注意以下

几点：首先，在组与组之间的分工中，教师要考虑：不要让小组

之间的综合学习水平产生较大的差异。这种分工方法有助于合作

教学的协同性。其次，在小组内部的分工中，教师需要结合学生

的物理基础，以及相应的物理实验内容，设置相应的角色。此外，

教师需要了解学生的性格，以及他们的主观意愿，让他们真正愿

意与他人配合，积极向他人提供帮助。最后，在任务的分配上，

教师需要根据具体的实践内容，开展相应的实践目标，让每一位

学生有具体的职责，避免部分学生在物理实验中无所事事的状况。

（二）科学性评价

科学的评价可以增强学生的学习获得感，可以让他们明确学

习的优劣势，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能动性。在合作教学中，教师

可以从更为全面的角度，对学生的物理学习进行评价，对他们的

学习成果，进行精准指导。值得注意的是，教师需要从正向的角

度评价，从学生的实际学习，以及性格入手，“因地适宜”地进

行评价，考虑学生的情感需求，学习需求，真正推动他们学习能

力的提升，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

（三）科学性反思

反思可以找到问题，并结合问题，开展相应的调整，促进事

情的高效、科学完成，而高中物理合作教学亦是如此。在此部分

内容的授课过程中，在课程结束后，教师可以适时地进行高中物

理课程的“复盘”，反思个人存在的问题，制定与之对应的方案。

为了制作更为适应学生思维习惯，以及学习水平的小组合作教学

模式课堂，教师可以与学生沟通，并结合他们的实际状况，以及

个人的教学特点，灵活调整合作教学中的方式，融入学生喜闻乐

见的内容，推动合作教学法与物理授课的高效融合，提升高中物

理教学质量。

三、小组合作与高中物理教学融合执行策略

（一）以氛围为突破口，为学生搭建展示型舞台

学生在融入良好的氛围中，可以身心放松，积极融入到相应

课程的学习中，并更为积极地展示个人的思考过程，也能在与他

人的交流中，感受到物理学习的乐趣，拓展物理学习思维外延。

为此，教师在将合作教学与物理知识融合的过程中，需要考虑课

堂教学氛围的营造，更需要让学生在课堂上发言。教师可以结合

物理知识，根据物理问题，让学生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此部分内

容的探究，最终达到增强物理有效教学的目的。



0332021 年第 3 卷第 01 期 教育前沿

以《电流和电阻》为例，教师考虑到：学生在初中已经学习

与电相关的知识。对此，教师为学生搭建舞台，让他们展示本小

组的思考成果，并在他人的引导和启发下，从更为多元的角度思考，

达到拓展学生思维，激发他们物理学习潜能的目的。在实际的授

课过程中，教师可以从以下几个步骤入手：

步骤一，提出问题。教师根据本节知识，结合学生物理学习

水平，设置具有层次性的问题，让每一位学生有学习的动力，也

能参与到相应的物理学习中。

步骤二，组建小组。在小组的组建中，教师注重听取学生的

建议，结合具体的课堂教学情况，以及相应的教学内容，为每一

位学生设置相应的学习任务。

步骤三，制定规则。在学生分享学习成果的过程中，教师可

以制定严格的规则，约束每一位“听众”的行为，让发言学生可

以更好地融入相应的问题表达中。与此同时，在发言学生结束分

享后，教师鼓励其他学生，从不同的角度，结合具体的问题，提

出相应的问题，打造更为具有轻松愉悦的沟通环境，获得良好的

高中物理合作教学效果。

（二）以问题为导向，激发学生合作讨论的潜能

“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学生疑问的产生

离不开教师的启发，以及引导。为了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教师

可以提出相应的问题串，让学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加深物理

知识的认知；让学生在讨论的过程中，提起学习的兴趣度，参与

相应问题的讨论中；让学生在交流中，感受到个人思维的局限；

在相应问题的解决中，获得集体荣誉感，最终获得良好的合作教

学效果。

以《弹性势能》教学内容为例，教师可以以问题的方式，推

进教学进程的发展，激发学生的学习潜能，让他们发表个人的观点，

从不同的角度，寻找问题的突破口。在高中物理课堂上，教师制

定如下问题：

（1）弹性势能的定义是什么？能否运用个人的语言表述？

（2）在生活中，你可以举出哪些关于弹性势能的例子？这些

例子是如何体现弹性势能的？

（3）影响弹性势能的因素有哪些？可否运用具体的实例证

明？

教师布置这些问题，可以让学生在理解知识的同时，实现知

识认知与生活现象的无缝对接，提升他们的知识迁移能力，最终

达到激发学生讨论学习潜能的目的。

与此同时，教师会充分发挥课堂指挥者的角色，在观察学生

讨论中，发现他们对知识理解的漏洞；在启发学生的同时，了解

学生的实际知识掌握水平。教师可以根据对学生实际学习水平的

掌握，灵活制定相应的策略，最终达到提升高中物理合作教学质

量的目的。

在此介绍学生的讨论结果如下：弹性势能的定义，物体在弹

力存在的情况下，由于自身形状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向外部释

放力的现象；撑杆跳是场景的展示弹性势能的例子；影响弹性势

能的因素：物体承受力的大小……

总之，学生融入合作学习中，并结合具体的问题，深入进行

讨论，提升物理知识的理解能力，获得良好的高中物理学习能力

的提升。

（三）以评价为触发口，提升高中物理合作教学质量

在上文提到评价是提升合作教学质量的重要方式。在将合作

教学法与物理教学进行融合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构建科学的评价

机制，让学生在教师的鼓励下，在同组组员的激励下，更为积极

地投入到物理知识的学习中，并在一次次的实验中，分析失败的

教训、成功的经验，最终达到增强高中物理教学有效性的目的。

高中物理教师在具体的执行过程中，可以注意以下几点：

1. 构建奖励机制

教师可以根据最终的学习成果，为表现优秀的小组，颁发相

应的奖励品，激发这部分学生的学习能动性。

2. 构建鼓励机制

教师除了要看最终的结果，还要看具体的过程，即融入学生中，

观察学生在课堂中的表现，并进行记录。值得注意的是，教师应

记录后进生在物理学习中的优点，并在全班同学的面前，给与后

进生鼓励，激发他们的物理学习热情。

3. 构建生生互评机制

众所周知，学生最了解学生，也最能发现学生在学习中的漏洞。

为此，教师可以构建学生互评小组。学生可以指出本组组员在合

作探究中的问题，提出组员在合作中优势，并给与他们合理化建议。

与此同时，教师需要结合学生之间的评价，根据每一位学生的物

理基础，调整学生的物理学习期望值，让学生在一步一个脚印的

进步中，获得物理综合学习能力的提升。

4. 构建师生评价机制

教师是知识的“销售者”，学生是知识的“消费者”。学生

是影响教师“销售”的最主要因素。教师需要了解学生对课堂合

作教学的看法，了解个人在课堂教学中的问题，并以此作为物理

合作教学的参照，对个人的物理课堂教学进行调整，构建出学生

喜闻乐见的物理授课模式。

四、结语

总而言之，合作教学具有一定的规律性。高中物理教学具有

明显的个人特色。教师需要在实际的物理合作教学中，不断实践，

摸索，并掌握物理学习规律，并将个人的教学特色，以及教学习

惯，融入到物理课堂上，让学生在合作中，在探究中，在交流中，

在评价中，发现个人的知识空白，进行针对性学习，最终达到提

升高中物理合作教学质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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