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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学校开展的合作学习本质是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之间的交往而形成的五种人际关系。五种人际关系基于在

“基础”“主线”“主体”“保障”“关键”条件下进行立的“五大共同体建设”是开展合作学习的有效策略。

Abstract: The essence of cooperative learning in school is the five kind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med by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he head teacher, the teacher and the students. The five types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 are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foundation”“mainline”“main body”“guarantee”and “key” conditions. The “five community construction” is an 

effective strategy for developing coope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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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小组合作学习的前提是“合作”，合作的本质是“交往”，

学校提供了一个人与人交往的场景，班主任与学生之间，任

课教师与学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班主任与任课教师之

间，同头课教师之间结成了不同作用的共同体。在共同体内，

人们在交往中学习，并获得更多成长的机会。合作学习开展

的深度和效果如何，首先要厘清合作学习中这“五大共同体”

在合作学习实施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共同体应用的策略，有

助于合作学习的有效进行。

2 班级管理共同体—文化建设是基础

2.1 小组建设
在班级授课中，班主任把全班学生按”组内异质、组间

同质”的原则，根据学生的性别比例、兴趣爱好、学习状况、

人际交往、遵规守纪、学习态度等合理搭配，分成学习小组，

每组 6 人，还按传统的前后排座，需要小组讨论交流时，前

排学生转向和后排学生面对面地进行小组讨论。

2.2 文化建设
班主任指导班干部组织学生在民主协商的氛围下制定本

班学生公约，明确奖惩办法。一旦实施，人人必须遵守。指

导小组长组织本小组成员制定本组组名、口号。个人近期、

中期、远期目标，张贴班外文化墙公示。

2.3 小组管理
在课下，班主任要定期召开小组长会，对小组中出现的

问题及时进行指导。指导小组长之间进行经验交流，对小组

长进行案例式培训。在班会上总结本周各小组表现情况，适

度的批评落后小组和表扬优秀小组。以此增强学生的小组集

体荣誉感，培养学生的团队意识、合作意识、大局意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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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师生合作学习共同体—师生互动是主线
3.1 在交流中教师要学会“听”

课堂教学时教师按照教学设计引导学生进行合作学习，

教师的“导”与学生的“学”展开的互动交流，是课堂教学

的主线。师生之间的有效互动交流，来源于师生之间的有效

倾听。倾听是交流的基础，倾听是对他人的尊重，是获得重

要信息的方法，更是推动教学的重要方法。

3.2 在交流中教师要学会“扶”
教师要教给学生一些基本的合作技能和方法。比如，在

小组合作分工讨论时，要教给学生根据个人分配合适的工

作，让他们承担不同难度的任务。

在讨论、交流时，要学会倾听，有不同意见要等对方表

达完再进行交流，尊重对方。要学会沟通和协商解决问题。

3.3 在交流中教师要学会“放”
“放”是指教师在小组合作学习时，针对一些开放性的

问题大胆地让学生交流讨论，解决问题，让学生体验成功的

快感。要深入到小组中去及时进行巡视和指导，了解讨论的

焦点、思考的疑难点。适时地考虑学生需要什么，创设有针

对性、启发性的问题，有挑战性的问题，让学生“蹦一蹦”

能“摘到果子”。

3.4 在交流中教师要学会“导”
教师在学生合作学习的过程时，要因势利导，精准指导。

教师布置的任务要有明确目标和要求，以及在课堂活动

中的及时干预和矫正手段，对学生进行必要的指导，不能“放

任自流”。要注意观察学生学习、情绪等精神状态的变化，

给出及时地、必要地指导，此外还要学生学习效果进行检查

反馈，引导他们真正做到合作学习 [2]。

4 生生合作学习共同体—生生互动是主体
合作学习的主体是学生，生生互动是合作学习的主体，

合作学习能否有效开展，学生之间的互动交流能否顺利开展

至关重要。生生互动学习不仅是一种获得知识的认知过程，

同时也是一种人与人的交往过程。

小组合作学习，首先使学生在小组中互相认识、相互交

流、相互了解，适应这个小集体，逐步过渡到适应大集体，

从而培养了学生的社会适应性。通过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

他们能够大胆地将自己的见解通过语言表达出来。在交流中

逐步培养学生能主动与别人交往，形成自己的独立见解。小

组中相互交流，彼此尊重，共同分享成功的快乐，使每个学

生进一步发现自我，认识自我，他们的主体地位被大大地肯

定与提高，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小组合作学习不仅是学生的学习方式，也是学生的人际

交往方式，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在课上，学生之间分工

明确，各司其职，合作完成学习任务。为了让每一名学生都

得到锻炼，角色定期轮换，每人都有发言的机会，在主发言

人表达之后，如有遗漏，中心发言人可以补充。在课下，学

优生可以当面辅导、督促学困生的作业、听写、背诵等学习

活动。小组学习形式，使传统课堂中体现了学生之间是平等

的关系，互助合作的关系。可以很大程度地避免传统课堂上，

学优生强势发言，学困生不敢发言的弊端。 

5 班级质量共同体—班主任和任课教师合
作是前提保障

在实践中一个优秀的教师兴致勃勃地尝试在课堂上实施

合作学习，可是最终却不了了之，那是因为合作学习不太可

能在一个学科中获得成功。只有在合作学习中，班主任和任

课教师要相互合作成为班级质量共同体，班主任和任课教师

齐心合力，团结一心，使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合作成为推动

班级合作学习开展的核心，形成合力，成为合作学习实施的

保障。

班主任主动联系任课教师，协助任课老师处理教学中出

现的问题，建立了解与信任。合作学习开展实施中，班主任

和任课教师要研究在班级内采用的合作学习策略，要有固定

时间进行交流使用后的效果，要共同研讨改进方法。班主任

和任课教师要有意识地统一要求、统一执行，这样就能形成

一个有条不紊的班级质量共同体，从而增强合作学习开展的

实效性。

合作学习表面上看是教学方法手段和策略上的变化，实

际上却是课堂文化的变化，不仅是师生关系、生生关系的深

刻变化，同时也是教师与教师之间关系的深刻变化。所以，

暂时忘记你的学科，要与不同学科的教师结成联盟，成为“班

级质量共同体”。在“学科之上”去寻找新的共同语言。

6 学科质量共同体—同头课教师合作技术
是关键

首先教学目标设定的技术。同头课教师要根据课标和学

情研讨设定合作学习目标，包括学术性目标和合作性目标。

所谓学术性目标就是学科目标表述为三维目标；合作性目标

就是学会交往和合作技能方面的目标。

其次课堂提问的技术。同头课教师要研究问题的设计，

设计能够引起学生兴趣的好问题，只有设计出促进学生高水

平思维活动，引发认知冲突的问题才是好问题。只有好问题

才能激发学生合作讨论的动机。

再次课堂教学活动设计的技术。支持合作学习的教学模

式是“激发动机—呈现目标—自学精讲—合作活动—展示评

价”五个环节。每个环节中的教学活动应该等于教学内容加

上某种固定的结构，内容 + 结构等 = 活动。同头课教师应

合作分工，先个人备课，再集备共同研究设计出相对固定结

构的教学设计，这样可以减少了课堂教学的随意性，有利于

提高课堂教学效益。在教学有了模式后，当学生熟知和习惯

了某种流程和程序后，就能对学习过程中的每个环节做到心

中有数，对下一个环节有了稳定的心理预期，这就使教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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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能踩着共同的课堂节奏，从而产生时空的共振。

最后评价反馈技术。同头课教师在集体备课时要研究评

价策略，针对不同学习活动设计针对性评价，实现评价主体

的多元化和评价方式的多样化。事实性知识的评价借助纸笔

考试来实现。高层次的认知技能和综合素质，使用表现性评

价，主要包括书面报告、作文、演说、操作实验、资料收集、

作品展示等 [3]。

7 结语
在学校开展的合作学习本质是班主任、任课教师、学生

之间的交往而形成的五种人际关系。五种人际关系基于在

“基础”“主线”“主体”“保障”“关键”条件下进行的“五

大共同体建设”是开展合作学习的有效策略。合作学习合作

不仅仅是一种学习方式，更是一种人与人交往的生活方式。

合作学习只有在五大“共同体”的合作中才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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