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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小学品德课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与对策 
◆何  山 

（湖北省南漳县武安镇双柏中心小学  441500） 

 
摘要：小学品德的教学中，关键是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促进

学生积极的思维形成，帮助还涉世未深的小学生形成明辨是非的能力，

结合学生的言行举止，进行问题的纠正，促使学生早期形成良好的德行

意识，学生独立分析问题的时候容易走进狭隘的德育空间，出现认知的

壁垒，基于合作的模式可强化学生的德育理解，当前将小学品德与小组

合作融合起来，还存在一定的问题，阻碍了教学的创新变革，应积极寻

找合适的合作形式，提高品德的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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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小组合作学习是一种常见的学习形式，通过学生们三
两一组，共同展开问题的思考，有助于学生集思广益，轻松的化
解问题的难点，小学品德课的知识具有开放性的特点，很多问题
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合作中引导学生朝向不同的问题思路，获得
多重的问题领悟，可激发学生的德行深思。 

1 小学思想品德课小组合作学习的特点 
1.开放式 
学生研究的问题应有多种思路，避免学生形成狭隘的理解，

可助力学生从不同的视角，抓住不同的关键词，基于不同的生活
情境进行思考，合作中提出的研究主题应丰富化，拓展学生的视
野，选择涉及面广的知识，让学生走进社会与生活情境中去思考。
另外合作的形式也应开放化，通过小组之间的互换、调整，结合
相应的主题，选择合适的小组人数与小组成员，给予学生互相填
补的契机。 

2.集中式 
合作的目标应有所集中，并清晰的制定集中的前进方向，可

通过诱发学生主观能动性的形式，鼓励学生结合已知的信息，展
开社会的调查，可通过小组合作互相分享自己的社会见闻、社会
经验。合作中要集中学生的思想思路，让学生都围绕这个问题展
开思考，注意课堂的秩序，避免有的学生假借合作之名闲谈。还
可以将各个小组的结果集中起来，让学生分别汇报小组的讨论结
果，集中学生的困惑点，集中学生的观点，集中学生的主流想法，
结合学生的以上反馈结果展开教育补充。 

二、浅析小学品德课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 
1.小组合作学习形式化，不注重实效性 
很多教师在让学生合作学习时会出现这种情形：学生分组围

坐在一起，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看似热闹，其实小组成员并没
有按教师设定的目标进行讨论，而是每个学生各说各的，既没有
认真听取别人的想法，也没有人记录，更没有人整理小组意见。
每个人都过分注重自我意见的表达，而忽视了集体意见的形成。
这种情况也就导致小组合作学习失去了意义。这种合作学习方式
流于形式化，所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理解合作学习的内涵，
关注合作学习中的深层次问题。  

2.小组合作分工不明确 
由于小学生年龄较小，集体意识薄弱，团队组织能力也相对

较弱。在小学品德小组合作学习中，学生没有对小组合作学习有
一个合理的认知和正确的理解。学习任务在合作中并不能完成，
每个学生都不知道围坐在一起需要怎么做，发表看法也是谁有想
法谁说，没有想法或者性格内向、不善于表达的学生基本不参与
讨论，缺少组织和引导，小组成员一盘散沙，讨论结束后小组成
员并没有达成共识，导致小组合作没有发挥效率。  

三、浅析小学品德课小组合作学习存在的对策 
1.选择小课题的指导 
教师应指导小组成员联系知识、能力、生活实际，结合教材，

选择合适不同年级、不同知识水平和能力层次学生的研究小课
题。课题类型一般分为知识探究型、知识运用型、问题解决型。
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注重知识探究型这种 初始的研究性课题
比较好，以降低难度，提高成功率，激发学生投入研究性学习的
兴趣和完成研究的信心。指导选题切忌大求全，好高骛远。选题

确定的时候应启发学生充分发表意见，教师起好指导参谋作用，
切忌越俎代疱，一手操办，失去研究性学习的意义。如有学生崇
拜英雄，就指导他们选择这一方面的小课题进行研究，如《战斗
英雄黄继光》、《少年英雄赖宁》等，并把研究结果以革命故事比
赛进行汇报。有的同学关心环保，就指导他们选择《恐龙为什么
会灭绝》、《树木的功能》、《为什么要保护鸟类》等小课题，促使
他们了解更多的环保知识。我们还根据少年学生的爱好和生活特
点，向学生推荐诸如：“我 喜爱的小玩具的设计和制作”、“爷
爷、爸爸和我的零花钱的调查”、“某某风景区环境污染的观察”、
“市区盲道的调查”等研究性学习小课题。从效果看，有些小课
题很受学生欢迎，没有一个课题成为无人问津的“冷课题”。 

2.研究过程的指导 
确立课题的时候，研究小组一般都已见雏形，教师应做好激

励工作，教给他们分工的方法。小学生的动手和社会交往尚有限，
应让能干外向、知识面广的学生担任组长，具体指导、安排研究
学习的具体过程和步骤。教师应教会他们一些参考研究的方法和
克服困难的对策，避免研究性学习过程中的虎头蛇尾。我们开展
研究性学习不能急功近利，要重在研究学习的过程，不刻意追求
其结果。但也不能一遇到困难就知难而退，激励学生克服困难去
取得成功，培养持之以恒的好习惯。 

3.结题的指导和评价 
思品课研究性学习小课题的结题可以有多种形式，如调查报

告、实验报告、资料分析总汇、小论文、小制作、手抄报、宣传
画、倡仪书等。如何给自己研究的内容结题，应在合作学习小组
代表自己发表意见的基础上，教师再给予适当的引导和点拔。教
师对结题的评价应体现重过程、重应用、重全员参与的一般要求，
要体现形成性评价的特点，评价与过程的指导紧密结合。 

结束语 
总之，小组合作学习为分工协作，交流讨论，总结概括，这

种学习方式能充分突出了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
掌握知识，并促使他们的身心潜能、整体素质和个性得以充分和
谐的发展，把思想品德知识内化为高尚的思想品质，把学生培养
成为品德高尚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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