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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的有效性探究——以小学二年级数学课堂为例 
唐慧娇 

(内蒙古赤峰市红山区第四小学  内蒙古 赤峰) 

摘要：小组合作学习是当前各个学校较为常用的一种教学策略，很多学校也一直在搞小学合作学习的课题研究，但在一些课堂

中却发现，老师们只是在为了体现小组合作这一教学形式而进行合作学习，小组合作学习以表面任务的形式出现在教师的教学设计、

教学课件以及课堂呈现中，却缺乏实际的组织、指导与展开内容，实效性不高，对于学生学习效率和课堂教学效果的提高并未起到

作用。 

 

小组合作学习是指教师在充分考虑学情与教学需要后按照一

定的原则建立 4 到 6 人学习小组，组织和指导小组成员进行互助学

习，发挥小组捆绑评价作用，促进班级学生共同提高，从而真正实

现“1+1＞2”团队合作效果的过程。 

一、小组合作有效性的内涵与体现 

要想提高小组合作的有效性就要首先明确什么样的小组合作

才是有效的？就要明确小组合作的有效性体现在哪几个方面。 

（一）合作要既有形式又有实质 

小组合作不应该是课堂中的锦上添花，华丽点缀，而应当是教

师手中的法宝，学生提高的“利剑”，因此小组合作应当有具体形

式，有具体的内容和流程。很多老师觉得小组合作可以让自己的课

堂看上去热闹有新意，往往在出课时会设置小组合作活动，但问题

设置却缺乏合作探究性，学生们只是看似围在了一起叽叽喳喳，这

样的合作学习空有其表，是无效的。 

（二）分组要合理要科学 

很多教师总是采取随机分组的形式来展开课堂中的小组合作，

导致合作学习时缺乏基础，好不容易培养的默契，却难以持续。因

此，教师必须参考一定依据和原则后，将小组成员分组固定下来，

不能随意调换或拆分，否则难以达到分组合作学习的目的。学生今

天换个组，明天换个组，只能疲于熟悉组员，难以有效地开展合作

学习。 

（三）合作要规则明确，流程清晰，分工合理 

要想使小组合作学习有效，教师就要为合作学习制定明确的规

则和流程，避免小组合作的盲目性和无序性。一旦合作中没有了规

则，小组成员们要么七嘴八舌，要么直接偏离主题，合作效率就会

直线降低。 

二、提高小组合作有效性的策略 

当明确了什么样的小组合作学习才是有效的之后，我们就要避

免误区和问题，去探究一些好的策略和方法去促进小组合作学习水

平的提高。下面结合两节课例来谈谈具体做法。 

（一）真“合作” 

所谓“真合作”在上文已经提到，它不仅指教师层面也指学生

层面。教师要想做到“真合作”，就要吃透教材，准确把握每一课

的教学内容和目标，根据教学实际来确定是否采取小组合作学习形

式，如果采取该怎么设计，怎样达成，还要确保学生进行了真合作

学习。如：二年级上册数学中的《观察物体》一课，由于要从前后

左右四个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就需要借助实物让学生进行不同角度

的实际观察。那么本课就很适宜采用小组合作形式来探究。 

在教学这节课时，我要求同学们按照小组形式进行四人围坐，

并在每个小组的每张桌子上贴上了规定好的前、后、左、右四个方

位，以便学生进行记录，随后将要观察的物体（水壶）摆放到中间，

然后每个同学一张观察记录单。进而我讲清楚了观察顺序，小组四

个成员座位整体依次进行轮换，轮换四次，每个人都能在前、后、

左、右四个位置坐过，并要求学生在轮换座位时进行观察，同时完

成观察记录单。观察结束后，让学生根据观察记录单进行对比和讨

论，探究规律，最终得出从不同的位置观察物体所到的形状是不一

样的这一结论，使学生在观察物体的过程中发展初步的空间观念。

本课中教师和学生都进行了有效的合作学习，就是因为教师内容选

取和形式组织合理，学生也更有积极性，课堂学习效率也得到了提

升。 

（二）真“讨论” 

什么是真讨论呢？就是指学生在合作交流时是针对课堂问题

而讨论，而非是说小话，随意聊天，或干坐着。要想达到真讨论的

效果，首先小组合作的组织要有序，就是每当进行讨论时，小组里

的分工是明确的，有次序的，谁先发言，谁后发言，还要要求人人

都要发言，基础较差的同学也要发言，如在学习《两位数加两位数

（进位加）》时，小组内去讨论“24+16”怎么计算时，就可以先由

层次较弱的同学先发言，进而层次较好同学可以在前一个人的基础

上进行更正、补充；其次小组长要进行有效管理，当进行小组合作

时，组长就要开始组织组员进行讨论，并组织好组内的纪律，避免

开小差现象的发生；最后，教师要进行巡回指导，深入小组，对于

讨论有困难的小组进行指导和督促。 

（三）真“操作” 

数学学习中离不开直观感受和动手操作，在小组合作学习时，

教师要保证学生能够进行“真操作”，而不是代表操作或根本不操

作。有时候教师为了省事儿，选择自己操作，学生观察，或小组长

操作，小组员观察，这样的形式都不利于合作学习的效果，教师要

让组内每一个组员都能进行实际操作，就像观察物体时，小组组员

每个人都有观察的机会，而不是只让小组长观察。如：在一年级学

习《分类整理》时，我在教学中也是让每个学生都有自己摆一摆、

分一分、贴一贴的机会，然后再拿着自己的分类结果和小组成员进

行讨论，这样建立在亲手实践基础的学习，学生才能更有话说，才

能真正体会到数学学习的乐趣。 

小组合作学习作为行之有效的学习形式，被越来越多的老师们

所采用，但同时老师们也要多去关注小组合作学习实践中的缺陷和

不足，及时更正和完善，不断提高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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