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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新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教学方法不断变革，教学目标越来越关

注学生素质的发展。合作学习这一学习方法很早就被提出，但在新课改

背景下，它被赋予了新的色彩和任务，教师要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来重
新制定合作学习策略，提高学生学习效率的同时，增量他们的合作素养。

本文将围绕初中数学教学，对合作学习的有效实施提出几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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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合作学习不仅将学生的单一力量进行了汇聚，提高了他们解

决难题的效率，也锻炼了学生相互配合，各取所长的能力，是一
次知识、技能与素质同步发展的机遇。许多教师在课堂上早已将
合作学习作为了一种常态化的教学手段，但却并没有发挥出合作
学习应有的作用，仍然有很大的空间等待教师去挖掘。以下是我
组织初中数学合作学习的一些经验与看法。 

一、合理分组  
在进行合作学习的过程中，势必会对学生进行分组，而在分

组的过程中，要考虑学生自身的感受，也要考虑整体教学的效果，
应该尽量照顾到每一个学生。例如，在教学的过程，教师很容易
忽视那些学得慢、学得差的同学，而这些学生在和其他学生组成
小组的时候由于自身没有学习的优势，很多学生不愿与其组成小
组。为此，应该针对每个学生的不同情况采取具体的措施，例如
实行“一帮一”等活动，在班级里结成互帮互助小组，在分组的
过程中尽量兼顾，让学生互帮互助，这样就做到了学习过程中的
“一个也不能少”[1]。  

二、选择适当的合作学习内容  
合作学习的优势与作用已经无需再赘述，但教师决不可将合

作学习视作“万能”的，只要遇到难题就展开合作活动，过于频
繁的滥用只会使合作学习的作用被一点点的削减。找准实施的期
间，选择恰当的内容，才将真正发挥其效用，使教学效益最大化。
因此在教学设计之初，教师就需要对教学内容进行考量，思考在
哪一部分适合插入合作学习活动，有没有这样做的必要性，是否
具有可行性。且不可滥用。例如，我在教授人教版初中数学八年
级上册前，首先对于教材内容进行了一定的研读与把握，这样就
能将教材所涉及的“全等三角形”“轴对称图形”“实数”“一次
函数”“整数的乘除与因式分解”这五部分内容做一个整体上的
归纳，这样在开展合作学习时，就能从学生实际出发，将这一部
分所要讲授的知识与学生之前所学的知识做一定的联系，使学生
更容易理解所要学习的新内容。  

三、合理设计合作学习过程  
在找准了入手点，并确定以合作学习来完成某部分的教学任

务后，就需要对整个活动过程进行优化设计。尽管合作学习是学
生为主体开展的活动，教师的参与并不多，但是对于每一个环节
的把控都必不可少，否则很有可能导致课堂“失控”，教学任务
无法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 

例如在学习“轴对称”这一数学概念时，可以让合作小组中
的学生成员自主寻找轴对称图形，学生在寻找轴对称图形的过程
中，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不能确定生活中的一些图
形到底是不是轴对称图形，如果是轴对称图形，那么对称轴是什
么，有几条对称轴，对于这些问题，学生就可以通过合作在小组
内部来一起协商解决[2]。在合作小组内的交流沟通过程当中，学
生可以把自己的思维想法与小组内的其他学生交换，学习其他学
生的优点，弥补自己的缺点，这不仅对于学生学习数学知识有帮
助，也增强了学生之间的合作能力与合作默契。  

四、尊重差异 
合作学习过程中，还存在一个难题就是学生的差异性问题。

班级内学生学习数学的情况不一，无论以怎样的方式分组，都不
可避免的会存在能力上的悬殊。这样一来，他们最终完成教师布
置任务的情况也会有一定的差距，这使得部分学生或小组最终会

由于落后而产生自卑心理。这一问题是必须受到教师重视的，否
则学生下一次参与合作学习的积极性就会大大降低。一次，在课
堂练习中，我出了这样一道题：在没有明确分类依据的情况下将
5 个几何体分类，让学生自己找依据、找理由来将 5 个几何体分
类，这种开放性极强的问题可以引发学生共同参与讨论的热情，
大家自发地讨论开来，有的从几何体表面有没有平面的角度，有
的从几何体顶点的个数的角度，有的从几何体是否柱体、锥体、
球的角度等，大家从多种角度解析这个分类，不同层次的学生能
力得到了释放，彼此得到了交流和补充，大家合力将本堂课所学
的内容又很好地巩固了一遍，学生的思维得到了训练，对相关知
识点得以进一步的理解和掌握。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的学习
体验是快乐的，是幸福的。而且在这种宽松氛围下大家的参与是
积极的，思维是活跃的，不同的人获得不同的发展。  

五、重视评价 
小组合作学习既能体现集体的智慧，又能培养学生的合作意

识。学生在合作学习时，能得到同学与老师的认可、鼓励和帮助，
会增强学生合作的意识。因此，建立一种能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小
组学习活动的评价机制是保证小组合作学习取得理想效果的关
键。评价形式主要有：①学生间的评价。小组合作学习把个人之
间的竞争变成小组之间的竞争，把小组总体成绩作为奖励或认可
的依据，形成了“组内成员合作，组间成员竞争”的新格局。在
教学中，我注重发挥同伴的榜样作用、同伴的激励作用、同伴的
帮助作用，促进学生个体的认知发展。②教师的激励评价。《数
学课程标准》指出，评价的目的是全面考察学生的学习情况，激
励学生的学习热情，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数学课堂中的小组
合作学习，恰好为教师对学生学习的评价提供了契机。教师的评
价是小组合作学习质量的保证，是学生进步的“强化剂”[3]。 

六、结语 
合作学习是一种富有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与策略，“是一

种旨在促进学生异质小组中互相合作、达成共识的学习目标，并
以小组总成绩为奖励依据的教学策略体系”，它能克服传统教学
存在的弊端，在改善课堂内的社会心理氛围，提高课堂教学效率，
促进学生形成良好的非认知品质等方面都有显著实效。随着我国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合作学习作为一种重要的学习方
式，被广大教师普遍接纳，并有意识地把这种学习方式引入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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