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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 

如何在语文课堂中培养和训练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与习惯 
◆曾洪梅 

（重庆市北碚区大磨滩小学  400700） 

 
摘要：合作能力是新世纪对人才能力的基本要求，任何研究成果的获得

都要跨学科高度合作，合作学习是极富创意的教学理论，有学习者积极

的参与，使教学过程不仅是简单的认知过程，成为建立在学武术自主活

动基础上的主体实践活动。有利于促进学生团体协作恩呢管理等多方面

素质的发展。语文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具有可行性，语文教学应以培养

学生合作能力为重任，构建适应现代教育发展需求的教学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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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合作是面向 21 世纪的四大教育支柱之一，世界各领域
对合作学习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合作学习在 70 年代中期取得
了实质性进展。其在改善课堂心理氛围，促进学生形成良好认知
品质等方面实效显著。被人们誉为近几十年 重要的教学改革。
《语文课程标准》强调语文是实践性很强的课程，应注重培养学
生的实际运用能力。需要学生在课堂中积极将所学能容内化，小
组合作学习为学生提供了检验类化过程的方式，合作学习中，学
生不断完善扩展自身认知，学会参与交往。目前课堂中的合作学
习实效性不很理想，学生缺乏与人合作的意识，如何有成效的组
织学生开展合作学习，是新课程中普遍关注的问题。 

一、合作学习的作用 
新课标提出，语文教学应力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定基础。语文

教师必须在教学中培养学生合作学习的能力。目前我国合作学习
研究取得了大批成果，但理论成果未有效的应用于教学实践，许
多课堂中的合作学习流于形式，教学实效性不强。 

学生必须具备社会人的主体性，必须将个体融入群体中。学
生在班集体中必须发挥个人的能动性，使自身得到发展[1]。小组
合作学习使学生在集体中相互适应，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性。创
造了学生相互交流的机会，小组成员一起学习，培养学生的合群
性。 

小组合作学习有助于培养学生善于听取他人意见的良好品
质，要适应社会必须与人真诚，通过小组合作学习，每个小组成
员相互帮助，虚心听取他人的意见。帮助成员共同提高良好的品
质。 

二、合作学习在语文课堂中的应用 
1.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学生的学习兴趣是自主学习的原动力，教师应为学生创设良

好的学习氛围，使学生主动学习，教师应鼓励学生大胆自由讨论，
让学生真切的感受到学习的乐趣。课堂中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创
设情境非常关键[2]。学习动机是推动学生参与学习活动心理动因，
如教学以传统的方法进行不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入情境
后，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教师应创设联动的整体情境，强
化学生的学习动机。 

2.教会学生学习方法 
要使学生一直保持自主学习的主动性，关键是要掌握语文学

习方法。要让学生在自主学习中体会，在自主学习中学会合作交
流。教师应指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意识，发挥其学习的主动性。 

在教学中提出具体的目标要求，让学生大声朗读课文，可进
行小组合作阅读，在学习小组中提出不理解的地方，让同学共同
交流解决。将读文后的感受相互交流，学生经长期的训练后在课
文中自觉的提出学习要求。 

小组学习的内容可自由选择，如让学生选择自己喜欢的文章
段落，有助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师在小组合作学习中起到
引导的作用，如不能给予学生充足的讨论交流时间，则会使小组
合作流于形式。学生不能产生创造性的思维，不利于提升教学效
果。 

3.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从提问开始，首先要鼓励学生敢于质疑，

要培养学生善于从无疑处生疑，针对课文中的内容，教师与学生
分组进行辩论赛，学生在课堂中始终处于积极的自主学习状态。
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生，教师只引导其自主探究，充分发挥学生
的自主探究能力。 

语文教学中应创设让学生活动的机会，应注重对学生语言表
达能力的训练，可将课文编排为课本剧让学生表演，使其充分展
示自我。自主学习落实了新课标的要求，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
使学生积极主动的完成学习任务。 

4.科学合理的评价 
评价是合作学习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教师应根据实际情

况，采取多种恰当的评价方式。注重自评与互评结合，尽量发现
每个学生在合作学习中的参与度，交流的能力，基于学生激励性
的评价，引导学生反思改进，帮助学生寻求更高的发展目标。 

注重评价个体与集体结合，重视对学生个体与合作小组的评
价，评价小组合作学习成效时照顾组内的成员。 

结语：有效的教学能唤醒学生的潜能，放飞囚禁的情愫，要
立足于教育发展实际情况，深入挖掘合作学习的丰富内涵，认真
评价其研究进程与实践价值。进一步思考合作学习的发展，对推
进素质教育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合作学习是一种富有创
意与实效的教学理论，对促进学生积极进取，培养学生的创新意
识发挥积极的作用，必须认真审视合作学习的价值，要求教师角
色重新定位，增强合作学习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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