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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如何提高初中数学课堂上“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郭红宪 

（安阳市第三十三中学  河南安阳  455000） 

 
摘要：传统教学观认为教学就是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的过程，教师按照

预先设计的方案在规定的时间和特定的场合内按规定好的流程把书本上

和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递给学生，所以课堂成了教师的独角戏，现在教

育教学强调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在《新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和课程

实施建议中，“自主、合作、探究”已经成为新课程中最重要的学习方式

之一，特别是小组合作学习方式被广大教师所亲睐。如何才能让数学课

堂小组合作学习更为有效？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从不同的几个方面作了

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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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思考、互帮互学、小组合作学习等新的学习方式代替了
传统的讲授式、灌输式。特别是小组合作学习方式被广大教师所
亲睐。我校在新的领导班子带领下，实行“固本”教育，加大了
对小组合作学习的建设，结合教学实践，就如何提高小组合作的
有效性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科学划分小组，搭建合作平台 
科学分组是小组合作顺利开展，发挥小组合作功能的前提。

其原则是“组内有不同，组间要均衡”，分组要使小组成员学习
成绩、男女性别、学习习惯、性格特征、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差
异，这样可以让小组成员互相补充、互相促进，又能使全班分成
的小组比较均衡，便于对小组进行评价。小组成员以 6 人为宜，
人数太多太少都不利于学生间的交流和个人才能的充分展示；并
且这几人应该是前后座位。另外，考虑到学生有意注意的时间是
有限的，同一形式使用时间过长、次数过多后，就会失去新鲜感，
降低学习兴趣，所以合作小组应该至少每学期调整一次，以便让
学生有更宽裕的交往空间。 

二、选择适宜时机，体现合作价值 
教师要合理选择契机，给学生提供合作学习的内容，把那些

具有思考性或开放性、仅凭个人的力量难以考虑周全、须发挥小
组集体智慧的问题让学生合作学习。那么什么情况下是合作学习
的最佳时机呢?  

1.学习任务较多，需要分工协作时 
例如在研究《平行四边形的判定》一课时，可以提问：平行

四边形有哪些性质？它们的逆命题成立吗？由于平行四边形的
性质较多，逆命题也较多，可以将不同的逆命题分给不同小组合
作探究，然后由小组代表交流本组研究成果。 

2.教学难点的突破时 
当遇到某些难以理解的知识点时，如果只是靠教师讲授，学

生知识的形成方式就仅是依靠外界输入，效果不明显，如果让学
生合作，通过组员间任务的分工、思维的碰撞来解决问题，则是
自我发现、自我探究得到的结论，学生在探索、理解的基础上学
习和运用知识印象就更加深刻，不易忘记。例如在探究直角三角
形三边关系猜想勾股定理时，教师引导学生在网格纸上先探究等
腰直角三角形三边关系，再探究一般直角三角形三边关系，然后
合理才想出结论。 

3.学生思维受阻时 
单个学生的知识面有限，思维的开阔性也很有限，一些难度

较大的问题需要多个人的相互启发才能解决，这时候适宜组织合
作学习。如解人教版八年级数学下册第 62 页第 17 题时，学生很
容易找出正方形的两条对角线及两条对边中点的连线把正方形
分成了面积相等的四部分，那么是否只有这两种方法呢？通过小
组合作，学生发现还有很多种解决的办法。 

4.学生意见分歧较大时 
每个学生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他们是有差异的。他们的认

知基础不同，认识问题、思考问题的角度也不尽相同，所以解决

某些问题时难免会产生较大分歧，这时如果教师将正确答案或者
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学生可能还是不理解，甚至产生抵触情
绪。而小组合作学习就会显现出其优势，他们会在思维不断碰撞
中，不断对比中获得认同感。 

三、精心设计问题，铺平合作道路 
小组合作学习的核心是对问题的探究，合作的是否顺利取决

于问题的质量。因此小组合作时，问题要有以下特征：问题的设
计要具体，要有可操作性，这样学生才能有明确的方向；问题设
计的要具有开放性，这样才能发散学生的思维；问题设计的难度
要适中，处于学生的“最近发展区”，这样学生才能增强学习的
信心，不会有畏难情绪；问题设计的要具有层次性、逻辑性，这
样才能培养学生有条理的思考；问题的设计要具有价值、有探索
性，这样才能使学生感兴趣。所以以小组合作讨论的问题必须具
有探索性，问题要有一定的深度，这样才能够激发学生探究的欲
望，让组员在相互帮助、共同思考中锻炼探究意识和思维能力。 

四、加强培训指导，提高合作技能 
首先，要对各小组成员根据学习程度、表达能力等进行明确

的分工，如 A 学生承担什么任务，B 学生承担什么任务,C 学生承
担什么任务，这样做会让每个同学都参与讨论交流，防止造成一
部分学生（特别是学困生）依赖于别人提供的现成的结论，懒得
动手、动口、动脑。其次，要对各小组组长进行定时培训。组长
领到学习任务之后怎样在小组内分配，由谁怎样板书，由谁怎样
讲解。教师每周要对各组的表现提出一些指导性的建议。最后，
教师在合作学习过程中要善于抓住机会，适时点拨、指导全体学
生的合作技能。 

五、及时评价总结，激发合作热情 
交流评价也就是学生间展示小组合作学习的成果、教师接受

信息反馈并做出判断的过程。学生在活动中给教师反映了自己的
进步和不足，教师也要给学生说明还需要改进的地方和应该采取
的方法，即需要相互反馈。评价的方式应多样化：自我评价，组
员相互评价，小组互相评价，教师对组员个人和小组评价等。评
价是为了激发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热情，提高学习的效率。评价
不仅仅停留在知识方面的评价，更要关注学生非智力因素方面的
评价，如参与是否积极、态度是否认真等。 

总之，小组合作学习活动不仅有利于发挥集体的智慧、解决
学生个体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能够培养学生之间合作交流的能
力，促进学生主动性的发展。我们需要在教学实践中不断积累，
不断创新、不断反思、不断进步，把小组合作学习真正落到实处，
让数学课堂焕发出青春活力，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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