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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学习热的冷思考 
◆翟  峰 

（莱芜市莱城区吐丝口小学） 

 
在我们以往的教学中，教师更多地关注怎样设计教学过程，

怎样突出教学重难点，怎样设计板书，教学设计很大程度上只是
教师的一厢情愿而已，这对于学生来说，未必都有用。因为它很
大程度上忽略了学生的学习过程，这样的教学必然是低效的。今
天，在合作学习背景下的课堂教学，学生已成为教与学的主角，
课堂上出现了更多的生生、师生互动、平等参与的局面，教学组
织形式异彩纷呈，小组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成为其中一个闪光的
亮点。  

一时间，各种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风起云涌。语文课堂教学
中改如何贯彻落实合作学习，才能有实效、出高效呢？我认为首
先应处理好如下几个问题：  

一、强化人文性，但不能淡化工具性。  
过去的语文课上，教师条分缕析，把课文弄得支离破碎。课

上没有思想的碰撞、心灵的触动、情感的陶冶、审美的熏陶。语
文教学的人文教育功能远远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新的课程标准
把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人文性因素放在教学目标的突出地位，突
出了语文教育应有的丰富内涵，充分展示语文自身的无穷魅力，
还语文以本来的面目。  

语文学科的人文性和工具性是相辅相成的，是高度统一的，
所以在教学中要注意的是在突出体现语文人文性的同时，不能忽
视其工具性，应当使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水乳交融。叶圣陶先
生说过：语文教学的根在听说读写，是听说读写之内的挖掘与创
新，而不是游离于听说读写之外的花样翻新。  

可时下语文课堂中的有些做法就值得反思了，有的教师认为
进行字词句等基础知识教学就显得落后、过时，平时教学不重视
了。小组合作课堂教学热热闹闹，教学形式变化多样，可就是听
不到朗朗读书声，看不到对语言文字的揣摩品味，欣赏不到对优
美精彩文段的必要的独到分析见解，没有了必要的训练，缺少了
必要的积累，短短的课文学生读起来结结巴巴。如果我们的语文
课堂长期如此，少了听说读写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的训
练，那么可想而知其他的一切活动也都将成会空中楼阁。  

二、强调自主性，但不能放任自流。  
有人认为自主学习应该把时间交给学生，让学生自学，教师

的职责只是维持纪律，或者根据教材重难点抛出几个问题或几个
观点，然后让学生自学、自练、背诵、记忆，教师讲得越少越好，
这样可以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充分体现其主人翁地位。

这种观点其实是对自主学习本质的一种误解。自主学习指的是在
教师指导下学生积极主动地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学
习，而不是忽视教师的指导。如果忽视了教师的指导，课堂教学
可能会处于一种无序状态。一方面，学生的知识、经验、能力的
提升需要一个指导的过程；另一方面，学生的自觉性不是很高，
自制能力较差，对自主学习的适应性不强。所以，自主学习中教
师的责任非常重大，教师要研究学生的资质、基础、接受能力等，
并根据其特点和教学内容提出真正有启发性的问题，有价值的问
题，让学生能够进行发散性思维并能最终理解掌握教材重难点，
既让学生百家争鸣，又能够殊途同归才行。  

三、鼓励合作学习，但不能忽视独立思考。  
提倡学生的合作学习不能忽视学生的独立思考。合作学习作

为一种新型的学习方式，被老师们广泛采用。那种人人参与、组
组互动、竞争合作、时有思维碰撞火花闪现的课堂确实能给人以
享受与启迪。实施合作学习是有一定条件的，要以学生个体的自
主学习和独立思考为前提。  

如果只追求所谓小组学习的形式，在学生没有充分阅读、思
考的情况下进行合作学习，学生对课文的理解还不深入，认识也
不很深刻，小组合作加工整理的结果与所得也是肤浅的、片面的，
这样的合作只是为个别优生提供展示的机会。有的教师让学生合
作学习，但没有给学生足够的时间，看到一两个小组有结果就匆
匆收场，完成一次合作。在合作学习中，还经常看到如下场面：
①小组中有一个成员在权威地发言，其他成员洗耳恭听，汇报时
当然也是小权威的“高见”。②小组成员默不作声，自己想自己
的。③小组成员热热闹闹地在发言，但没围绕主题，讨论时气氛
热烈，却没解决实际问题。以上种种的合作学习，未能充分发挥
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表面上看热热闹闹，实质上是流于形式，
收效甚微。  

语文课堂少不了品读，感悟，玩味，思考。语文课“心动”
比“形动”更为重要，有时“沉静”比“活跃”更有效。见问题
就讨论，动不动就合作的语文课堂只能是华而不实的泡沫语文
课。  

“真理向前迈一小步，就会变成谬误。”传统语文教学的弊
端必须革除，但我们不能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在新课程的语文教学改革实践中我们只有不断地深入学习，冷静
地思考，不断的反思，才能让我们的语文课堂真正的走进新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