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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合作学习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尝试 
◆张丽珍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武川县第一小学  内蒙古呼和浩特  011700） 

 
摘要：合作学习模式在教学领域中不断推广，教学改革为其赋予了新的

定义。如今的合作学习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组化学习，在形式上

也有了很大改变，教师需要重新开始教学研究工作，将陈旧的合作学习

模式加以完善和改革，并有效的利用起来。本文站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的角度，分析了传统合作学习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几点有效实施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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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合作学习是课堂上常见的教学模式，但是很少有教师对合作

学习的全过程进行精心设计，只是依托于这种分组学习的形式，
因此合作学习的作用只体现了少部分。如今，这种教学方法被全
面改革，各个环节更加完善，对组织过程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但显然，有效的合作学习方法还没有普及，小学语文课堂中的合
作学习还存在以下问题。 

一、合作学习中存在的问题  
（一）合作学习的目标不明确，内容设定不合理 
合作学习是学生组建成一个小群体，对某一问题进行讨论，

需要有明确的目标作为前提。同时，用于合作讨论的问题必须体
现出一定的价值。但是从课堂中的实践情况来看，很多合作学习
活动都只是一种表面的形式，甚至对于一些没有必要讨论的问题
进行研究，缺少明确的目标及合理的设定，只能是费时费力，却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二）合作意识差，参与面不广，课堂纪律欠佳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课堂上的氛围是及其热烈的，但这种

热烈很可能是一种假象，学生很可能在争辩一些与主题无关的话
题，甚至有可能已经由于某些分歧而出现了争吵，也不乏有部分
学生在“开小差”。而对于这些问题，教师如果不深入到小组中
是无法了解的，课堂上看似热闹， 终在成果汇报时却给不出好
的想法，教师一直苦于这一问题，但却不知道问题的根源在哪里。 

（三）评价轻个体、重团体  
在听课的过程中，我发现很多教师对小组活动的评价多倾向

于团体。有的教师认为小组合作学习应该以团体的成绩作为评价
标准，这是正确的。但是，教师对小组活动的评价过多的倾向于
团体，这可能导致教师忽略个体的发展[1]。虽然合作学习是同学
们的团体活动，但是这个活动的成果也属于每个小组成员，我们
也应该注重对个体的评价。  

二、合作学习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一）合理安排各组成员 
组建小组是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因为如果小组中的成员没

有能力完成配合、讨论、管理等活动，本次合作学习活动就会以
失败告终。那么怎样分组才能确保合作学习的效果呢？小组的组
建，一般可安排 4-6 人， 好是 4 人一组。分组前，要考虑学生
各方面的差异，在尊重学生自愿原则的基础上，根据学生的学习
能力、兴趣爱好、平日表现、考试成绩以及建档汇总分组，设组
长一名。组长一般先让能力强、学习好，并且乐于助人，有合作
精神的人担任。这段时间，教师一定要培养组员友好合作的习惯，
培养组长管理、组织的能力。通过一段时间的培养和学习后，可
轮流让每个组员当一当组长，展示他们的领导和组织能力，都体
验一下成功的喜悦[2]。这样，既可激发学生合作学习的愿望，也
可增强学生合作的信心。  

（二）营造热烈的学习氛围  
小组合作学习之所以被认为有效，是因为数名学生在一起相

互带动、影响，营造出了一种学习的积极氛围，与独立学习相比，
更能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因此，营造小组内的合作讨论
氛围对学习效果起主要影响作用。教师要发挥调剂作用，使学生
们的讨论达到一个又一个高潮[3]。如在教学《富饶的西沙群岛》

一课时，为了让学生在朗读中感悟西沙群岛的美丽和富饶，以激
发学生的爱岛之情，于是我设计了这一环节。师：同学们的齐声
感情朗读使老师感受到西沙群岛优美的景色和丰富的物产资源。
(我稍作停顿，注意观察学生的神情，此时，我明显感到同学们
的眼里闪现出一丝激动，我急忙抓住学生这一微小的情感变化，
继续引导)师： 愿意来做一名小导游，把我们美丽又富饶的西
沙群岛介绍给大家？于是，一只手举起来了，两只手举起来了，
但仍令人明显地感觉到大多数学生思想还没有放开。我继续努
力：同学们，你做了小导游，你就当了一回西沙群岛人。把自己
的家乡介绍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那是多么令人骄傲的事情啊!
大家先在自己的小组中准备一下，练习一下吧。此时，我又观察
了学生的神情，他们在小组中的练习，明显比刚才要投入。  

（三）提供宽松的学习空间 
合作学习的应用体现了学生在课堂上的主体地位，教师在引

导的同时不宜进行过多的干预，要留出空间，让学生们有发挥的
余地。相比于按部就班的完成教师布置的某项任务，不设定环节、
内容和要求，更能使学生们收获满满。 

如教学《穷人》时，我把全班 24 人平分成 6 个学习小组，
每组 4 人，让各小组合作学习讨论“你怎样理解《穷人》？你认
为后续会发生什么？”这时，各小组先自由学习，充分发挥每一
个学生的丰富想象力，浮想联翩，然后把自己的想法写下来，在
小组中讨论交流，互相补充。 后由各小组长总结整理讨论意见，
把组内成员的想法整合起来，一同续写文章。小组长代表本组发
言，详细讲述怎样理解《穷人》这篇文章并读出小组内续写的优
秀范文。结果整个课堂气氛热烈，学生学习情绪高涨，个个畅所
欲言，发表自己的看法，学习效果很好，整个课堂欲罢不能。  

（四）从课内向课外拓展 
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性的学习

方式”[4]，而探究学习就是其中之一。在小学语文教学中，有的
内容在课内讲授完之后，还可以延伸到课外，拓展学习范围和空
间，让学生增长课外知识，开阔视野，激发学习兴趣；有的可以
让学生放飞自由想象，添墨加色，任意描画，意蕴无穷；有的可
以让学生独具匠心，自我创新，展现个性等。如教学《凡卡》一
文，可以让学生合作探究学习“凡卡能否回到爷爷身边呢？为什
么？”并续写《凡卡》。这样不但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解课文，
也培养了学生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又如，教学《长城》一课，让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感受祖国河山的壮美，增强学生的爱国
之情；然后让学生想象长城，根据长城的图画，要求学生小组合
作制作“万里长城”，可以是剪纸，可以是泥手工，可以是塑料
泡沫等。结果全班同学群情激动，争先恐后的筑“长城”，学习
效果非常显著。  

三、结语 
美国著名教育评论家埃利斯曾说：“如果让我举出一项符合

‘改革’这个术语的教育改革的话，那就是合作学习，因为它建
立在坚实的实践基础之上。”实践证明合作学习是一种行之有效
的学习方式，在教学中，语文教师合理地组织学生们进行合作学
习，这样既能培养他们的团结合作意识，又能提高教学效益，这
一教学模式是值得我们付出热情去探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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