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10 月（总第 217 期） 

 1084 

教学实践 

如何提升小学数学小组合作学习教学的有效性 
◆路晓晖 

（山东省鄄城县董口镇大张庄完小  山东鄄城  274600） 

 
摘要：合作学习是当前教师在组织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广泛应用的教学

模式之一，该教学模式建立在学生个体合作学习的需要基础之上，与新

课程改革背景下所提出的，促进学生个体发展与合作精神的培养理念相

契合。因此当前的小学数学教学活动中，教师应该致力于提升小组合作

学习活动有效性，为小学生的数学核心素养培养提供契机。下文对小学

数学教学活动中实施小组合作学习的路径展开分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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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明确的提出，实现数学学习活动

的有效性，不能只是单纯的依靠学生的模仿与记忆，让学生在动
手实践、自主探索及合作交流的过程中进行学习，这才是 具有
意义、 重要的学习方式。为了有效提升小学数学学科教学质量，
我们在应用小组合作学习方法过程中，就要有效组织小组活动，
激发小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为小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和数学学
科教学作用的充分发挥提供保障。 

1 合理搭配，优化小组内部架构 
我们在小组合作中需要重视分组环节，一般教学经验指导我

们小组成员可限定在 4-6 人之间，这样更利于小组成员的合作学
习质量提升和合作纪律保障。教师在划分合作小组时，要对每名
学生的实际情况进行全面掌握，包括性格特点、特长爱好、学习
习惯、学习能力、学习成绩、交际能力等，在此基础上对他们进
行合理的编组，做到组员内部强弱搭配，不同层次的学生数量相
当，不同小组之间实力均衡[1]。小组成员可以打破区域限制，在
讨论时可以打乱座位，以互相临近、便于讨论为宜，这样做可以

大限度地提高合作效率。同时，分组前要给每名成员合理定位，
细化分工，使每名学生都能“各司其职”合作过程中，教师可以
通过观察对比，随时调整成员编排，使得小组之间的划分更为合
理，在提升合作质量的同时，使每名学生的作用 大化。 

2 把握恰当的合作学习时机 
开展小组合作学习实践活动的关键就在于引导学生形成积

极合作交流的意识，利用小组合作学习契机使学生逐步养成交流
学习的能力，但是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并不是适用于全部教学内容
和教学契机，因此教师在组织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时候要注意把
握合作学习时机[2]。所学的内容有一定的挑战性，问题具有思考
探索的价值，内容学习具有一定的开放性等等，具备这些条件的
学习内容，教师都可以准确的把握时机来组织合作学习活动。当
学生在独立思考过程中遇见困难时，就可以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
习，让学生在于其他学生以自己生活经历的经验为基础，进行探
讨交流的过程中，找出问题解决的灵感[3]。例如，在学习《平移
和旋转》这一单元的内容时，由于初次接触这一概念，学生可能
会感受到困难，那么教师可以引导学生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寻找突
破点，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讨论在游乐园玩耍时是否感受到过平
移或旋转？教师在提示了这一线索后，让学生在小组内进行经验
的分享与讨论，将自己的感受与教材中的给概念想靠拢，然后请
每一个小组的代表进行发言总结，并说一说自己生活中的平移与
旋转有哪些。教师抓准合作学习的有效时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提升课堂学习的效率，减少不必要时间的浪费。 

3 精心设计问题，促使学生积极地参与合作学习 
教师的教学问题能够为小学生的合作学习提供一定的方向

引导，因此，教师可以通过对教学问题的精心设置，来调动学生
参与合作学习的积极性。教师在进行教学问题的设置上，应该结
合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问题需要起到调动学生探讨积极性和
帮助学生明确合作学习目标的作用[4]。例如在《分数乘法》的相
关内容中，教师就可以为学生设置巧妙的合作学习问题，教师可
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同学们，你们知道一张纸的 3/5 的 2/3 是多
少吗？”让学生通过折纸和涂鸦方式进行问题研究，进而让学生
进一步理解掌握分数的意义和概念，并且这种动手实践的还能够

激发学生的参与热情。 
4 为学生培养合作实践学习的习惯 
除了引导学生建立合作学习意识之外，需要教师进一步引导

学生形成良好的合作学习习惯，进一步深化探究意识培养，逐步
深入小学数学学习实践中去。学生以小组为单位开展合作学习的
过程中，教师要引导学生感受合作学习的效率性以及实践价值，
如以《长方体的体积计算》这一单元内容的学习为例，教师就可
以通过小组合作动手搭积木的方式，来深入探究立方体的奥妙。
“搭积木”的活动首先是适合小学阶段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这
种游戏性的活动能够激发他们学习的积极性，同时由于他们身心
发展阶段特点的限制，抽象思维相对较薄弱，纯理论性的学习不
能让他们真正能透彻的理解和掌握这一模块学习的内容。因此教
师为每个小组来准备体积是 1 立方厘米的积木，并且为每个小组
发放表格（如下）进行积木搭建的数据记录。 

 长（厘米） 宽（厘米） 体积（立方厘米） 
长方体 1    
长方体 2    
长方体 2    

每个小组在拿到教学用具和表格后，进行积木的搭建，在搭
建的过程中，有的学生负责进行操作积木搭建，有的同学负责进
行积木的使用数量，在完成搭建之后，小组根据数据来进行长方
体的长、宽、高的观察和思考，在多次动手，多次实践探索研究
的过程中推导出长方体体积计算的公式。让学生在实际活动中感
受到小组合作的力量，每个学生在活动中都发挥自身具备的优
势，在同伴的影响与号召下，变被动与主动。通过这种实践性活
动的开展，帮助学生感受到小组合作的力量，逐步在他们的心中
树立起合作的观念，为教师以后合作学习教学方式的顺利应用打
下基础。 

结束语： 
合作学习克服了传统教学模式教师对课堂绝对领导的这一

弊端，使学生真正成为教学实践活动的主人，发挥自身的主体性
参与合作学习，对学生的素质能力发展有很大意义。因此本研究
对小组合作学习模式在小学数学教学活动中的应用方法进行研
究，仅供同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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