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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小学语文教学中小组合作展示交流
赵晓博

云南省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民族小学

摘　要：在小组合作学习的各个环节中，展示交流是整个课堂的主旋律，它应当是课堂中最精彩最关键的一环，这一环节既

可以检查学生对知识的理解、掌握情况，又可以检查各小组的合作互助情况，同时也给学生的素质发展提供了一个锻炼展示

的平台，学生的活动应贯穿于整堂课。通过学生的动口、动手、动脑，来展示学习的成果，教师只有调控好展示交流，才能

够促进小组合作学习。小组汇报展示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过程，需要教师加以指导、引导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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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展示组长
俗话说得好“鸟无头不飞，兵无将不勇”。要能有效地进

行合作交流，选拔并培养小组长至关重要。
首先，确定智力水平良好，发言积极，操作能力较强，

表现欲望强烈的学生当学习小组的组长。
其次，老师要对组长进行有效的培训：第一，督促组长

积极主动地组织合作交流，使组员养成合作学习的良好习惯，
培养合作意识；第二，指导组长组织合作交流时，要鼓励组
员大胆发言，让会说的先说，不会说的先听后说，促使不同
的人得到不同的发展；第三，指导组长在交流过程中进行灵
活协调，对于回答正确的同学报以掌声，对分歧的问题，组
长应问个为什么，请组员说出理由，对冷场现象，组长应带
头先发言，起表率作用；第四，指导组长善于收集组员在交
流中对同一道题目所作出的不同解答，并及时准确地向老师
汇报。从而培养组长的组织、安排、协调、归纳能力，促进
合作交流的有效进行。

二、选择展示内容
展示内容贵在“精”，要选取重点问题、难点问题、有争

议的问题、一题多解的问题，以及能拓展延伸、提高学生能
力、开发学生潜能的问题和有价值、有代表性的问题。对于
简单的问题、无疑问的问题在课堂上不再进行展示，尽量减
少了学生的展示内容，节约时间。无论是组内的小展示，还
是班内的大展示，都要明确展示是为了提升，绝不是各小组
对课堂任务单上的问题答案做重复性讲解，统一答案。

三、采用灵活的展示方式
（一）朗读课文展示
组长进行分工，通过朗读对文本进行解读。朗读形式可

以多种多样：男女分角色，表演读，齐读，范读，轮读，挑
战读、组长引读等。
（二）讲解
由小组内一人进行主讲，其他人进行补充。讲解时要从

表面深入到中心，找重点词句，谈体会，谈感悟。学生研学
后，由一组代表汇报，其余小组补充。这样，不仅让每个小
组展示汇报了研学的成果，还培养了学生的倾听能力。
（三）释疑
由汇报小组回答其它小组的提问和质疑。在汇报展示时

要做到汇报小组全员参与，集体释疑，互相补充。
（四）课本剧表演展示
在思考理解到位的基础上，小组分工进行表演，通过表

演进行汇报展示。这样，老师不仅能够了解学生对文本理解
的程度，还可以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以很好的发挥。
（五）辩论会展示
由汇报小组回答其它小组的提问和质疑时，提出具有争

议性的问题，每组派代表现场辩论。全班分成了两派，汇报
时非常激烈，学生在不断争辩中明白了道理，受到了启发。

四、展示交流的注意要点
课堂展示是一个难点，组织不好就可能会出现“失控”

局面，达不到预想的效果。比如，展示散漫、耽误时间；优
等生唱“独角戏”，其他学生受冷落；不展示的学生不关心展
示，课堂气氛冷寂等等。
（一）教师的角色控制
在学生进行展示交流的过程中，教师要把握好自己的角

色，此时的教师首先应该是一个倾听者，然后是一个引导者，
最后是一个评价者。当学生的展示出现“失控”的局面时，
教师又是一个调控者。所以说，在展示交流的环节中，教师
不是一味的袖手旁观，而是要适当的进行调控。
（二）学生的表达能力
在展示交流中，学生应该具备表达能力。在平时的教学

中，教师要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使学生的表
达能抓住要点，表达思路清晰，条理清楚。为了达到这一效
果，可以给予一定的时间计上心来学生对自己的展示进行演
练，从而提高学生的展示表达能力。
（三）学生的倾听能力
在交流展示过程中，教师还要注意训练的学生的倾听能

力。要求学生在倾听的过程中，保持高度的注意力，快速记
录展示的要点，对交流展示的学生能够质疑，并对展示的效
果进行一个评价，只有通这种生与生的交流、互动，才能使
课堂上的小组展示交流的效益放大。培养学生的倾听能力，
教师要在平时的教学活动中锻炼学生的笔记能力，锻炼学生
的倾听、思考、质疑的能力。

五、结语
小组汇报展示是一个动态的，多元的过程，需要教师加

以指导、引导和培训。在“小组合作、展示性学习”中，学
生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本身，而是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个
人能力的提高、团队合作精神的培养。它不仅为学生创设一
个能够充分表现自我的平台，小组成员间相互激励，相互促
进，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而且促
进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从而呈现全体学生积极学习、主动构
建的律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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