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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自主合作模式下高中数学课堂探究 
——以高一年级学生为研究对象 

◆曹兆麟 

（湖南省衡阳市第六中学  湖南衡阳  421001） 

 
摘要：自主合作学习今年来在我国开展得如火如荼，成为了课堂教学的
宠儿，因为合作学习无论是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交际能

力、营造轻松活跃的课堂氛围、提高学生的数学水平等方面都有着很大

的促进作用。合作学习如今大量多用于阅读课和听说课等，数学教学却
成为了课后训练。本文在自助合作模式下，探讨高中数学课课堂教学问

题，希望可以对此提出有效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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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笔者开展了本实验研究，选取我校高一年级两个班进
行实验，这两个班的人数相当，前测成绩也表明他们的数学水平
无明显差异。在控制班进行传统教学，而实验班则实施合作学习，
经过为期 4 个月的教学实验后，对两个班进行了后测。通过比对
两个班的前测、中测、后测成绩进行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实验
班比控制班的数学成绩好，进步快，且实验班的学生对数学的兴
趣更浓厚。此外，笔者在实验前后对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通过
分析发现，通过合作学习教学后，实验班课堂氛围更轻松愉快，
师生关系明显改善，学生的参与意识、合作意识和竞争意识加强， 

一、高一学生的心理特点 
高一学生多数为 16、17 岁的少年，正是迈向青年的时期，

也是一个特殊而敏感的时期。在经历了中考进入高中后，往往会
有松口气的心理，但在面对数学学习难度大幅增加的情况，他们
就会感到很大压力[1]。此外，高中生活对他们是一个崭新的阶段，
他们需要适应新的同学、新的老师、新的环境等等，由于受挫能
力、心理承受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等的差异，导致每个学生的适
应能力不同，这些对这个年龄段的学生是巨大的挑战。 

二、自主合作模式下高中数学课堂 
（一） 划分小组 
在进行小组划分时，笔者没有让学生自愿组合，学生的个人

意愿只能作为参考，而合作小组的成员搭配应遵循“组内异质，
组间同质”即“组内体现差异，组间保持一致”的原则，且每组
成员 4-6 人为最佳[2]。以学生的知识基础和学习能力为主要参考
对象，参照实验前测（高一第一次月考）的成绩进行小组划分，
使分组尽量趋于平衡。 

（二） 组内成员分工 
划分好小组后，还要对小组成员进行分工，确保每个组员在

合作学习时能积极参与并清楚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以保证合作
学习的有效进行。 

小组组长——该角色实际担任小组的管理工作，其数学水平
必须好，要具备统筹协调能力和责任心。 

记录员——汇总组内成员发表的意见和商讨的结果，编写总
结报告等。 

汇报员——小组讨论结束后，向全班宣读本组进行数学的结
果。 

…… 
位成员记住小组的讨论结果。  
观察员——密切关注小组动向和活动进展情况，并适时地为

小组的有效讨论建言献策。 
为了保证小组合作学习活动的有序进行，笔者与全体学生一

起制定了《合作学习班级公约》，得到大家的认可后将其张贴在
教室内，以便提醒。公约内容如下： 

1. 每个合作小组都是一个学习整体，我要与其他组员一起
努力，互帮互助，取得实实在在的进步。  

2. 每位小组成员都有参与小组讨论的权利和义务，我要主
动提供自己的观点，尽可能为小组讨论做贡献。 

3. 坚决服从组长安排，认真履行职责，不做与小组活动无
关的事情。 

4. 在发言时，我要控制好时间，做到言简意赅；我要控制
好音量，不影响他人讨论。 

5. 当其他小组成员质疑我时，我要态度诚恳，耐心解释。 
…… 
（三） 设计有效的小组合作任务   
斯莱文教授认为，小组目标设定和个体职责是促进小组合作

高效运行的两个必要因素，设计合理的小组目标就显得非常重要
[3]。高一阶段对于数学能力的培养至关重基，这就要求每次数学
课都要有具体的教学任务和目标，因此，笔者依据学生的学习状
态和课堂教学情境，进行课程设计，明确学生的任务，并确保学
生清楚小组目标和个人任务，然后要求每个学生按角色进行小组
活动。在研究前，笔者准备了一系列的数学任务，它们不仅与高
考考点息息相关，还跟当前社会热点有关，要求学生通过小组合
作学习的方式进行数学。 

（四）确立科学的小组合作评价指标 
小组合作学习的目标的实现，必须有一套科学的并可执行的

评价体系。在评价过程中，必须考虑到三个因素：评价应是客观
的、公平的和公正的；评价应能激励学生积极参与合作学习；评
价的方式应是多样化的[4]。因此，笔者交替采用以下评价方式：
小组内成员自评、小组内成员互评、小组自评、小组间的互评和
师生合作评价等。 

三、研究成效与思考 
21 世纪是一个竞争的时代，也是一个合作发展的新时代。

合作教育也成为了各国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合作学习在 20 世
纪 70 年代初兴起于美国，在 80 年代开始广泛被世人所关注，它
近年来被称为最有效的学习方式，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动
之后被广泛地推广和使用。本研究历时 4 个月，笔者在研究中发
现合作学习对于数学课堂大有裨益。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教师对于数学课的兴趣和热情同样有提高 
首先，合作学习在课堂上极大地解放了教师，他们不需要一

直不停的讲，只需要随时关注学生的参与度，对于他们无法解决
的困难适当给予帮助即可，教师的体力负担减轻，当然也愿意进
行数学教学。其次，合作学习改善了师生关系，在数学教学中实
施合作学习避免了师生矛盾，学生不会因为课堂的枯燥乏味而走
神，教师不会因为在讲课的同时要关注学生的状态而感到力不从
心，在合作学习中，教师不需要讲解，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监督学
生的参与度以及在适当时候给予帮助和点评，极大地减少了师生
发生冲突的可能性。 

（二）学生的合作意识逐渐树立，交际能力有了进步 
首先，学生有很多机会参与在实验过程中与组员讨论合作，

使他们养成了合作的习惯。其次，通过讨论后，数学任务变得更
简单，而且在这过程中他们相互学习，无论是知识量还是知识面
都有了提升，这让他们很开心，所以他们喜欢合作。第三，在讨
论中，大家会自觉遵守公约，注意自己的说话方式、语气等，形
成了一个文明、和谐的氛围，使得他们的交际能力有所提高。最
后，学生的成绩有了明显提升，他们很喜欢这种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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