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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合作学习是20世纪70年代初兴起于美国，并在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

中期取得实质性进展的一种富有创意和实效的教学理论与策略。由于它在改

善课堂内的社会心理气氛、大面积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促进学生形成良好

非认知品质等方面实效显著，很快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并成为当代主流

教学理论与策略之一，被人们誉为“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成功的教学改

革”。

我国自20世纪90年代初期起，也开始探讨合作学习。一些学者和专家

对合作学习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和试验，取得了富有成效的成果。合作学习已

经成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三大学习方式之一。但在我国仍属

新生事物，大家对合作学习的理解仍存在不少分歧，并且相当多的研究局限

于理论层面，具体的操作性方法、教学模式及评价方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

在与生物学教学的整合上更是欠缺，给生物学教学开展合作学习带来不便。

笔者试图在借鉴众家理论、观点的基础上，通过开展合作学习的理论和

实践研究，改革传统的生物学课堂教学结构，培养学生学习的主体性、合作

意识、合作技能、创新能力、多渠道获取信息的能力、以及形成新型的师生

关系，使生物学教学能够真正做到以人为本，从学科本位、知识本位转向关

注每一个学生的全面发展，为在生物学教学中实现面向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

的素质教育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

本文在研究上运用了文献法、调查法、比较分析法、实验法等多种方法。

论文的主体共分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合作学习概述。从理论层面阐述了合作学习的内涵、合作学

习在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合作学习的意义，并对与合作学习有关的几个概念

做了比较和分析。

第二部分是合作学习的基本理论。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社会心理学、认

知心理学等几个方面阐述了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并简要介绍了合作学习的

基本理念、基本要素和基本方法。

第三部分是高中生物学教学实施合作学习的现状调查。首先，以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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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呈现出问卷调查的结果。然后，从教师与学生两个层面分析高中生物

学教学实施合作学习的现状，并分析产生这种现状的原因，进而阐明在高中

生物学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第四部分是高中生物学教学实旌合作学习的理论研究。通过分析在高中

生物学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实施的基本原则、基本策略，

结合教学实践，重点阐述了合作学习的四种基本模式：新授课模式、实验课

模式、复习课模式和小组调查。

第五部分是高中生物学教学实施合作学习的实验研究。把本文所提出的

合作学习教学模式应用于实践，检验其在实际教学中的可行性，并证实了在

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对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学习兴趣与态度、合

作态度与技能、学习成绩方面均能起到促进作用。

第六部分是结论。对本文的研究结论做了一个总结。

第七部分是讨论及建议。对合作学习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

了相应的建议。

关键词：合作学习； 生物学教学； 理论； 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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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iti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early 1 970s，Coopemtive Leaming(CL

for shon)，the imtiatiVe and e艉ctiVe teaching theory a11d strategy achieved its

substalltial deVelopment舶m mid l 970s to mid 1980s．Pmminent in wamliI培up

me classr00m atmosphere as well as impmvingⅡIe students’leaming arld

cultivating tlleir non—cognitive character，CL has attractedme worldwide attention

o删ght a11d become one of the main teaching theories aIld snⅢegies no、Ⅳadays，

t11erefore established the r印utalion嬲“the most imponalllt aIld success如l

teaclling reVolution iIl the past decades”．

CL has been iIl仃oduced to Cllina since early 1990s．Some scholars aIld

experts have researched into CL by n黼us expedments and have made great

acmeVements．CL haS been one of the three leanling methods advocated by me

new baSic education rev01ution．Nonemeless，it haS yet been bmnd new to a lot

people in China．There are quite a few disagreements in urlderstallding CL’Much

research is limited in tlle t11eoretical丘eld and the诧is lack of detailed operation，

teaclling p哪e玎ls and谢ticism on CL确e lack of integration of CL into biology

te∞lling brings，panicul盯1y，inconvellience to implement CL in biology teaclling．

The aumor hcre tries to refIo珊the舰ditionaj biOlOgy teaching pattem by

p11tting CL theory into practice，on me basis of leaI：【lil唱盘omⅡle otIlerS’nleories

and ideas，culdVatc the stIldents’activi眈tealn sp础，cooperative skills，crea廿vity

to 8cquire infonnation tllrou曲variousⅥ，ays，a11dbuild a new type ofrelationsKp

beMeen me teacher and廿le studems．hl tIlis wa*bioIogy teaclling is entitled t0

s恤dems。ce删，i·e．，not 0111y cllltiVat．mg tlle咖dents by hlowledge-acquirin岛

but paying more砷枷on to the devdopl嬲lt ofall蚰1deⅡts in an alI．around way．

The t}lesis uses血e memods of literamrc research， investigation and

eXperimcnt，etc．The follo、“ng seven pans coⅡlposes tllis t11esis：

Pan One is me晡ef iI啪duction 0n CL In the血eoretical perspective，t11e

autllor displays协e co皿otation，也e sigm&aⅡce of CL and the rese眦h in t11is

field home aIld abroad．IIl addtion，也e au也or makes some com口a订so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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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1alysis about some concepts related to CL

Pan Two mainly displays some basic血eories of CL．From the humanism

psychology，socio—psycholo阱cognitiVe psychology，etc-，this pan explains也c

theoretical basis of CL and brieny desc曲es some basic conc印ts，elements aIld

methods ofCL

Pan Three covers a questionmire on me CL implememing in nle current

bi0109y teach血g in a lli曲sch001．First，tllis pan shows t11e questioIlnaire by

statistics．nlen，it aIlalyzes CL for the current biology teaching from two st甜lds-

bom f}om the teacher and f}om the stlldents：and tlle causes behind t11is

phenome肿n协order to stress me necessity of implem础ng CL in the biology

te∞hjng in hi曲sch001s．

Part Four is mainly about the theoreticalresearch of CL in biology teaching

in hi曲 schools．1hou曲 a11alysis on the necessity aIld feasibility of

implementing CL in biology teaclling in hi曲sch001s，t11e amhor nan．ates the

basic principles and s廿ate百es in impkmenting cL．Mth regard to teaching

practice，the aumor put aIl emphasis Dn t11e fbur basic pa_亡tems as followed．new

lesson pattem；expcriment pattenl；revicw p甜em a11d gmup investigation．

Part FiVe desc曲esⅡle research into CL implementatioⅡin biolog)，teaclling

in hj曲schools．Byp嫩．mgcL抵ryintopract妣andtestsitsfeaSibil时h me
real-life teaching，tllis t11esis shows nle posmve e丘bcts of CL for biology te8ching

m lli曲sch00ls iIl cllltivating也e gtlldents’ac西eness，interest and甜itudes to

learIling，cooperative 8ttitlldes aIld s妯lls船Ⅵ，e11 as making achievements in t11eir

l∞millg．

Part Six gives a conclusion ofme stIldy．

Part Seven analyzes tlle problems Occurrcd i11 CL implemcnting趾d puts

f01啪rd correspondiIlg proposals．

Key words：Cooperative Le锄迪(CL)；biology teaching in h曲
schools； tlleory； impl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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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顺应教育社会化和培养社会所需人才的需要。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明确指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的具体目标之一就是“改变课程实旌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

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

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及合作的

能力。”尤其是国务院在《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还专门提及

合作学习，指出：“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

促进师生教学相长。”可见，合作学习已经成为本次课程改革的一项重要任

务。

任何课程改革最终要落实到具体学科的课堂中去，生物学作为新世纪热

门学科之一，备受关注。《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中新课程的基本

理念之一就是：力图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逐步培养学生交流与合作的

能力。生物学具有生命性、实验性、综合性、现代性和广泛性等特点，这些

特点决定了在生物学教学中实施合作学习，有着很大的优势，能够全面提高

学生的整体素质。因此如何把合作学习落实到具体的生物学教学中去就成为

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倡导和探索合作学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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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合作学习概述

1．1合作学习及相关概念

1．1_l合作学习的内涵

迄今为止，台作学习已有了几十年的开发与研究的历史，其实践活动也

已遍及世界许多国家和地区。但由于合作学习在不同国家的实践各不相同，

因此，对于什么是合作学习这一基本问题，各国的认识和称谓还不甚一致，

再加上目前这个领域里的代表人物较多等原因，学术界对合作学习的概念还

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为了更好地把握合作学习的内涵，我们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合作的概

念。“3对于什么是合作，国内外的许多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家都进行了阐

述。《心理学大词典》中指出，“合作是为了共同的目标而由两个以上的个体

共同完成某一行为，是个人间协调作用的最高水平的行为。”方晓义和周宗

奎等人认为，“合作是为了共同的利益而愿意和别人结合在一起，以共同达

到目标的行为或态度、情感。”国外的心理学家，如多伊奇认为，“合作是个

体为了实现共同的目标而表现出来的协同行为”，贝和彼特森则认为，“当相

互交往的个体共享一个共同的目标，并且取得了一个共同的达到目标的途径

时，合作行为才会出现。”还有一些研究者认为，!台作是为了实现共同的目

标或获得共同的奖赏而共同工作，以最小的付出来获得最大限度的甚同利

益。”

上述这些阐述，尽管语言表述有所不同，且各自有不同的侧重点，但有

一些内容是共同的，通过这些共同的内容我们可以概括出关于合作的基本内

涵和主要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1)强调共同目标，为了共同完成某一目标或实现共同利益而合作。

(2)强调合作个体间的互相配合和协调。只有依靠个体间的配合和协调

才能实现共同目标。那种缺乏个体间配合和协作的共同工作，并不是真正意

义上的合作。

(3)强调个体目标和群体目标的同一性。在合作中，在实现共同目标的

基础上使个人目标也获得实现，因此共同利益获得的同时就意味着个人利益

基础上使个人目标也获得实现，因此共同利益获得的同时就意味着个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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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满足。

那么什么是合作学习呢?以下是国内外一些合作学习的主要代表人物

及一些学者关于合作学习的定义。”1

合作学习的主要代表人物，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斯莱文教授认

为：“合作学习是指学生在小组中从事学习活动，并依据他们整个小组的成

绩获取奖励或认可的课堂教学技术。”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合作学习中心的约翰逊兄弟认为：“合作学习就是在

教学上运用小组，使学生共同活动以最大程度地促进他们自己以及他人的学

习。”

著名教育心理学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沙伦认为：“合作学习是组织

和促进课堂教学的一系列方法的总称。学生之间在学习过程中的合作是所有

这些方法的基本特征。

美国肯塔基大学教授认为：“从本质上讲，合作学习是一种教学形式，

他要求学生在一些由2～6人组成的异质小组中一起从事学习活动，共同完成

教师分配的学习任务。”

从1990年7月出任国际教育合作研究会主席的戴维森认为，合作学习

的定义应当包括以下七个要点：

(1)小组共同完成、讨论、解决(如果可能)难题；

(2)小组成员面对面交流：

(3)在每组中的合作、互助的气氛；

(4)个人责任感；

(5)混合编组：

(6)直接教授合作技巧；

(7)有组织的相互依赖。

在我国，一些专家和学者在研究合作学习时，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主

张，主要代表性的观点有：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王坦认为：“合作学习是一种旨在促进学生

在异质小组中相互合作，达成共同的学习目标，并以小组的总体成绩为奖励

依据的教学策略体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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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者王红宇认为：“所谓合作学习，就是指课堂教学以小组学习为

主要组织形式，根据一定的合作性程序和方法促进学生在异质小组中共同学

习，从而利用合作性人际交往促成学生认知、情感的教学策略体系。”

台湾学者林生傅先生认为：“合作教学乃是一种创新的教学设计，目的

在于使学习活动能成为共同的活动，其成败关系到团体的荣辱。”

综上所述，可见，世界各国对合作学习的理解不尽相同，因而形成了许

多流派。但是，其中有一些内涵是共同的，主要表现为：01

(1)合作学习是以小组活动为主体进行的一种教学活动；

(2)合作学习是一种同伴之间的合作互助活动；

(3)合作学习是一种目标导向活动，是为达成～定的教学目标而展开的；

(4)合作学习是以各个小组在达成目标过程中的总体成绩为主要奖励依

据的；

(5)合作学习是由教师分配学习任务和控制教学进程的。

根据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合作学习的基本内涵可作如下表述：在教学

过程中，以学习小组为教学基本组织形式，教师与学生之问、学生与学生之

间，彼此通过协调的活动，共同完成学习任务，并以小组总体表现为主要奖

励依据的一种教学方式。

1．1-2相关概念

1．1．2．1竞争学习：竞争学习是指学生在学习中通过相互竞争来取得—个好

成绩，一般来说，这种学习的结果是只有少部分学生能够取得成功。

1．1．2．2个体化学习：个体化学习是指学生依靠个体自身的努力来达到学习

目标，他的成功与其他同学无关。

合作学习与竞争学习、个体化学习之间存在着非常大的差异。在竞争学

习环境中，个体追求的成功只对他自身有利，而对他人不利。学生必须努力

表现得比其他同学更快更好。学生们意识到“他们只有且仅只有在其他同学

失败的情况下才能实现他们自己的目标”。但在个体化学习中，学习属于个

人的单打独斗，每个人都是单独练习的，缺少相互的依赖和责任，学生靠自

己的学习来完成那些与其他同学不相干的学习目标，是低效的学习。三者的

区别与联系具体见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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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合作学习与传统小组学习的区别

传统学习小组 台作学习小组

低水平的相互依赖。成员只为自己负 高水平的积极互赖。成员为自己和其他人的

责，关注的焦点只是个人的成绩 学习负责，关注的焦点是共同的表现

只有个人责任 同时具有小组和个人责任。成员相互督促，

以保证自己和他人为高质量的工作负责

讨论任务时几乎没有关注别人的学习 小组成员促进彼此的成功。他们真正的共同

工作，并且帮助和支持其他人努力学习

忽视小组的工作技能。指定一个领导来 强调小组共组技能。教给成员社会技能，并

监督成员的参与 期望他们使用。所有的成员分享领导的责任

对工作质量没有小组的反思。奖励个人 对工作质量以及小组工作效能，都要进行小

成绩 组反思。强调连续的进步

1．2合作学习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国外研究现状
在西方，合作学习的研究和实践已经有一段丰富和漫长的历史了。几千

年前，犹太法典就说道，要想理解犹太法典，人就必须有一个学习的同伴。

早在公元一世纪，古罗马昆体良学派的代表在其代表作《雄辩术原理》中最

早提出了集体教学的思想。昆体良说：“更多的学科必须由一个教师同时对

许多学生进行教学。州”在他看来，实行集体教学有利于学生相互学习，并接

受良好的榜样的影响，学生能从互教中受益。罗马的哲学家赛内加也推崇合

作学习，他说：“当你教别人的时候，你就相当于又学了一遍。”捷克大教育

家夸美纽斯认为，学生不仅可以从教师的教学中获得知识，还可以从教同学

和被同学所教中获得知识。18世纪晚期，兰凯斯特和贝尔在英国进行了广泛

的合作学习小组的实践。1806年，在美国纽约成立了一所兰凯斯特学校，合

作学习的观念也随之传入美国。美国教育家帕克是19世纪合作学习的杰出

代表人物之一。他把对合作学习的狂热、理念、实践和对自由、民主和个性

化的热爱投入到课堂中，使课堂真正充满了合作与民主的气氛。随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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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国务院颁发的《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对合作学习给予

了高度重视。合作学习越来越成为我国中小学常见的学习形式。但合作学习

的研究状况还不够理想，一是在理论上大多停留在单纯介绍国外的合作学习

方法及科学理念的探讨，二是与我国新课程理念及具体学科相结合的合作学

习的研究极为少见，三是相关的教学实验研究也还处于起步阶段。

1．3合作学习的意义

1．3．1合作学习有利于学生之间的交往，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
合作学习将传统教学中师生之间单向或双向交流改变为师生、生生之间

的多向交流，充分开发课堂中的人际交往资源，建立全面完整的教学交往结

构，并将生生互动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作为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一种十

分重要的互动方式来利用。小组合作学习主张把大量的课堂时间留给学生，

使他们有机会进行切磋，共同提高。这样一来，学生之间的交往大大增多，

其主体性得到了很大提高。

1．3．2合作学习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机
在合作学习中，明确的个人责任鼓励每个人去参与，许多学生在小组中

发表见解比在全班范围内要积极的多，因为在组内每个人都是别人承认与期

待的人，也正是在组内，人人都想在别人面前展示自己；在组间，每个学生

都想为本组多出力的愿望，使学生的学习动机更加强烈起来。而且合作学习

把“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作为教学评价的最终目标，形成了组内

合作、组间竞争的格局，消除了学生对竞争失败的恐惧感，从而激发了学生

参与学习、乐于学习的兴趣和动机。

1．3．3合作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
很多问题往往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加以解决，通过合作学习的形式，每个

学生都有机会提出自己的解题方法，同时又分享别人的解题方法，在讨论不

同方法优缺点的争辩过程中，学生的思路就会越来越明晰，能多角度、多侧

面地寻求问题解决的策略，对于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培养创造性思维十分有

利。更进一步，有些问题在当前的认知水平下仅凭个人的能力难以解决，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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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集体的智慧常常被学生们创造性地加以解决。合作不仅能有效地调动所

有参与者的积极投入，充分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而且能激发每个人高度

的求异思维。

1．3．4合作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与人际交往能力
在合作的目标结构下，个人目标与小组目标是一致的，个人目标的实现

取决于小组中其他成员目标的实现，小组的成败往往取决于小组成员间合作

的好坏。为了实现共同的学习目标，小组成员之间必须相互了解、彼此信任、

经常进行交流，互相帮助和支持，还需要妥善地解决可能出现的各种矛盾，

同学之间建立起一种融洽、友爱的亲密伙伴关系。合作学习与教师、同学等

不同对象发生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交往与沟通，合群性、利他性、合作精

神和人际交往能力均得以发展。

1．3．5合作学习还注重并发挥课堂教学的情意功能
传统教学理论大都只注重教学的认知功能，注重学生的学业成绩，而对

教学的情意功能重视不足，忽略了学生非认知品质的发展。合作理论认为：

只有学生愿意学，才学得好。学生在合作中相互尊重，既充满温情和友爱，

又充满互助和竞赛，同学之间通过提供帮助而满足了自己影响别人的需要，

同时，通过互相关心而满足了“归属”的情感需要。在合作小组中，每个人

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也乐于倾听他人的意见。当他们在一起合作

融洽、工作出色时，他们得到的更多，学得也更加愉快。

1．3．6合作学习有利于培养新型的师生关系“1

在合作学习中，师生间的关系不再是教师一味传授，学生只管倾听的传

统模式，而是师生间平等交流与互动的新模式。在新型学习模式下，教师更

多的是充当一个顾问和指导者，同时，教师也可能对某一专门知识不了解，

须请教专家或利用学生的知识。在合作学习中展示的是一种新型的师生关

系，师生间能够平等对话与交流，教师的活动与学生的活动及学生之间的活

动有机地融为一体，提供了一种师生互动的新形式，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并且真正体现了教学的民主。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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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合作学习的基本理论

2．1合作学习的理论基础

合作学习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理论与策略，有着深厚而宽广的理论基

础，但由于各国合作学习的实践差别较大，再加之代表人物较多等原因，不

同类型的合作学习所强调的理论基础也就各有侧重，主要可以从人本主义心

理学、社会心理学、认知心理学三方面来阐释。

2．1．1人本主义心理学

2．1．1．1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的～种理论》一文中正式提出需要层次

理论，并于1954年在他的专著《激励与个性》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这种

理论认为人类有5种需要，即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交的需要、尊重

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3一个层次比一个层次更为高级，更有价值。人

最迫切的需要是激励人行动的主要原因和动力。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需要满

足各种各样的作为正在成长中的人的合理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把学习的积极

性真正调动起来。

“合作学习的倡导者认为，学习是满足个体内部需要的过程。”。1合作学

习利用人际交往的作用，主张学生互助学习，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的交

往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在合作学习中，小组成员之间互

相关心、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合作交流，满足了他们的爱和归属的需要，

即交往的需要；小组成员之间平等合作、互相激励、互相欣赏、互相尊重，

满足了他们的尊重与自我尊重的需要，即尊重的需要；小组成员之间互相表

达、互相倾听、互相评价、互相认可，满足了他们的自我实现的需要。满足

学生自我实现的需要有利于培养他们的创造性态度和创造性品质。自我实现

的创造性强调的是性格上的品质，如，大胆、勇敢、自由、自发性、明晰、

整合、自我认可，强调的是具有创造性的态度和成为创造性的人。。1合作学

习为学生的自我实现创造了社会性交往的条件。总之，合作学习通过满足学

生的各种基本需要特别是精神需要和情感需要，形成了“乐学”机制。

2．1．1．2罗杰斯的学生中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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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杰斯坚持“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观，认为学习的本质是有意义学习；

在影响学习的因素上，内在因素是要强调学习者主体性与潜能的发挥，外在

因素是要重视人际关系对学习者学习的影响；在学习内容上，强调知情意的

统一；在学习方法上，重视学习方法的掌握，主张“学会学习”和创造性学

习；在学习的评价上，突出自我评价的重要性。“”

合作学习和以往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不同，它是一种“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方式和学习方式。合作学习熏视的是通过合作小组每个成员的台作交

往学习，让学生都能从理解、运用和升华的层面上真正掌握所学的知识，进

行知识的有意义建构；在教学目标中注重知情意的统一目标，同时也注重社

交技巧目标；在学习方法上，引导学生合作学习，合作学习是一种很有效的

学习方法，是让学生“学会学习”的创造性学习方式；在合作学习的评价上，

注重团体自我评价，同时更注重教师对团体进行整体评价，以保证合作学习

的整体效果，使每个学生都在注重自身素质提高的同时，帮助小组其他成员

共同提高，以增强本小组的合作学习能力，争取小组集体成功。

2．1．2社会心理学

2．1．2．1社会互赖理论

格式塔派创始人之一的卡夫卡及其同事勒温等人是社会互赖理论的创

始人，后来勒温的学生道齐(Deutsch)对这个理论加以发展，道齐的弟子约

翰逊兄弟又对道齐的理论进行整合和拓展，形成了完整意义上的社会互赖理

论。该理论认为：积极互赖(合作)产生促进性互动，群体成员之间彼此鼓励

和促进学习上的努力：消极互赖(竞争)产生对抗性互动，群体成员之间彼此

不鼓励学业上的努力，而且相互阻碍；在缺乏互赖的情况下，个人之间彼此

便不会有互动，个人都是独立工作而互不干扰。“”合作学习充分利用合作学

习小组活动中的各种互赖因素，全体成员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在资源、信

息、合作技巧和加工技巧上相互依赖，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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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而不是简单地以合作学习小组成员总分来作为评价标准。进步与否的标

准一般有两种：一是看学生的测试分数是否超过上一次测试的分数，以及超

过的程度：二是看学生的测试成绩的排名较上次测试是否进步以及进步的程

度。这种小组奖励方法有效地激发了每个学生的学习成功动机，有利于促进

每个学生的进步和成功。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动机理论对于合作学习的重要

性，是核心理论之一。

2．1．2．5社会凝聚力理论

社会凝聚力理论和动机理论的相似之处在于都强调动机，而不是从认知

上解释合作学习的教学效果，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强调的是集体吸引，关心集

体，后者强调的是成员的个体利益。社会凝聚力理论的一个显著标志是突出

作为合作学习准备的小组建设活动，以及小组活动之中和之后的自加工或小

组自我评议，但社会凝聚力理论家不重视动机主义者视为根本的小组激励和

个体责任是其不足之处。“”我们认为，这两个理论应该互相补充，这样才能

真正建立一个个有效的合作学习团体，把集体吸引和个人利益吸引相结合，

形成双重动机。社会心理学的这几个理论之间具有一定的联系，它们分别从

不同的角度阐述了社会行为的心理因素，这些理论已被合作学习的理论家们

所证实，能够相互补充，并有效地指导合作学习的策略研究和具体实践。

2．1．3认知心理学

2．1．3．1建构主义理论

“建构主义”作为学习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以皮亚杰、布鲁纳、

奥苏伯乐和维特罗克等为代表，强调学习者主体心理建构的重要性，个体建

构方式的独特性(个体自主性)，学习环境的社会性和情境性(互动合作性)。

因此，建构主义理论认为，学习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于事物的理解，不同

的人看到的是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惟一的标准和理解，而通过彼此之问

的合作，可以使其超越自己的认识，看到那些与自己不同的理解，看到事物

的侧面，从而形成更加丰富和全面的理解，促进其认知能力的发展。“71合作

学习是学生认知发展的有效途径，它注重个体建构方式的独特性、分工协作、

自主学习、更注重建构环境的社会性和情境性，通过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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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互相教授、互相学习、互相检查，并达到对已经建构的知识的精致，

以便更精确、更深刻、更牢固地掌握和运用。

2．2合作学习的基本理念

世界各国的合作学习理论与实践虽然在其具体形式上和称谓上不甚一

致，如欧美国家称“合作学习”、“合作授课”，在前苏联等国家称“合作的

教育学”，在我国称“合作教学”等，但他们却有共同的教学理念，与传统

的教学观有着许多本质的不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2．2．1互动现
在合作学习的诸多理念中，最令人注目的当属互动观。合作学习的互动

观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在内容上都与传统的教学观不同，它不再局限于师生

之间的互动，而是将教学互动拓展为教师与教师，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

国内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合作学习的互动观是一种先进科学的互动观，是

对现代互动理论的发展。与传统的教学互动观相比，合作学习的互动观主要

突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定位教学活动是一种复合活动；

(2)突出生生互动的潜在意义；

(3)强调师师互动的前导地位。

2．2．2目标观

合作学习是一种目标导向活动。由于合作学习强调动态因素之间的合作

性互动，并籍此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培养学生良好的非认知品质，因而这

种教学理论较之传统的教学理论更具有情感色彩。当然，合作学习在突出达

成情感领域的教学目标的同时，也非常重视其他各类教学目标的达成。正如

合作学习的研究者所讲的那样：“在教学目标上，注重突出教学的情意功能，

追求教学在认知、情感和技能目标上的均衡达成。”

另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合作学习在注重达成上述三类目标的同时，

还十分注重人际交往的技能目标，并将之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目标予以遵循

和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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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合作学习在教学目标的达成上，不仅强调学生获得认知方面的发

展还力求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得到乐趣，融知、情、意、行于一体，兼顾认

知、情感和技能多种教学目标的协同达成。

2．2．3师生观

合作学习认为，学生与教学内容之间的矛盾是教学的主要矛盾，教学中

的其他矛盾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由此看来，教学的主要矛盾实际上属于

学生认识过程的矛盾，是认识主体与其客体之间的矛盾；学生的活动是教学

过程中最重要的活动。因此，合作学习提倡教师当好“导演”，学生当好“演

员”。在合作教学中，教师要充当“管理者”、“促进者”、“咨询者”、“顾问”

和“参与者”等多种角色，旨在促进整个教学过程的发展，使学生与新知之

间的矛盾得到解决。教师不再把自己视作为工作者，而是学习的合作者，这

样能使学生的主体性得到体现，自然会使学生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究欲，

使学生由“苦学”变为“乐学”，进而由“学会”到“会学”。在合作学习中，

师生之间原有的“权威一服从”的关系逐渐变成了“指导一参与”的关系。

2．2．4形式观

合作学习采用了班级授课与小组活动相结合的教学组织形式。合作学习

认为，教学应当兼顾教学的个体与集体特性，应当把个体化与人际互动有机

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教学形式上，合作课堂强调以集体授课为基础，以

合作小组活动为主体形式，力求体现集体性与个体性的统一。与传统教学不

同，合作学习是以小组活动为基本形式的一种教学活动，但集体授课仍然在

整个教学过程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2．2．5情境观
合作学习认为，组织学习的情境主要有三种：竞争性的情境、个体性的

情境和合作性的情境。合作学习认为，在合作、竞争和个人这三种学习情境

中，合作学习是最重要的一种，但也是目前运用最少的一种学习情境，而课

堂活动的主流应当是学生的合作活动。同时，合作学习的倡导者还认为：在

一个理想的课堂里，所有的学生都应当学会如何与他人合作，为趣味和快乐

而竞争，自主的进行独立学习。合作学习并不排斥竞争与单干，在适合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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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竞争和个体活动都能够增益于合作学习。也就是说，合作学习在突出合

作的主导地位的同时，并没有否认竞争与个体活动的价值，而是将合作、竞

争和个人行为融为一体，并将其优化组合加以利用，符台教学规律和时代的

需求，是对传统教学的单一格局或情境的一个变革。

2．2．6评价观

合作学习把“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作为教学所追求的一种境

界，同时也将它作为学习评价的最终目标和尺度，将常模参照评价改为标准

参照评价，把个人之间的竞争变为小组之间的竞争，把个人记分改为小组记

分，把小组总成绩作为奖励或认可的依据，形成了“组内成员合作，组间成

员竞争”的新格局。并引入了基础分和提高分，目的是尽可能地使所有的学

生都有机会为所在的小组赢得最大的分值，指导学生的着力点定位在争取不

断的进步与提高上，自己与自己的过去比，只要比过去有进步，就算达到目

标。

2．3合作学习的基本要素

2．3．1积极互赖

积极的相互依赖代表了小组成员之间一种积极的相互关系，每个成员都

认识到自己与小组及小组内其他成员之间是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关系。积

极的相互依赖包括：

(1)积极的目标相互依赖。却全组有一个或若干个共同的目标，如合作

一个实验、共同完成一份答题单。(2)积极的奖励相互依赖。即小组成绩取

决于小组内每一成员的成绩，比如，小组回答问题，只有当每个成员都只有

很少的错误时，小组的成绩才能得优。(3)积极的角色相互依赖。即为完成

某一任务，组员分别承担互补的、有内在关联的角色。(4)积极的资料相互

依赖。即每个组员只占有完成任务所需的一部分信息或材料，要想成功必须

分享、菸享，通过相互交流使所有成员对材料都有完整的认识。(5)积极的

身份相互依赖。即小组成员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或标志，如选择小组的名称、

口号、标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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堕皇堕垫查兰堡圭兰焦兰塞 ．——

2．3．2面对面的促进性互动
面对面的相互促进是指为达到小组目标，相互鼓励并促进彼此的努力以

完成任务。相互促进的特点是个人间相互提供有用高效的帮助-更加有用地

交换资源和信息，并加以处理，给其他成员提供反馈，以提高他们的未来绩

效；对其他成员的结论过程提出质疑，以提高对所提出问题的决策质量和思

考深度；在行动中表现出信任他人的信任品质，形成低焦虑、低压力为特征

的中等程度的激励。

2．3．3个体责任
所谓个体责任是指小组中每个成员都必须承担一定的任务，小组的成功

取决于所有组员个人的学习。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群体活动中，如果

成员没有明确的责任就容易出现成员不参与群体活动，逃避工作的“责任扩

散”现象。正是由于这种社会心理效应，在缺乏明确的个体责任时小组就会

擅变为学生逃避学习责任的“避风港”。为了鼓励每个组员参与活动，必须

通过制定小组活动规则明确组员的个体责任。构建个体责任的一般方式主要

有：(1)保持团体的小规模(2)角色互赖(3)任务分配(4)随机提问(5)个别测

试。

2．3．4人际和小组技能
导致合作学习小组解体或不能顺利进展的最主要因素就是小组成员不

会合作。导致学生不合作的原因往往不是学生缺乏合作的愿望，而是学生缺

乏合作的方法一社交技能。所以，教师最好在传授专业知识的同时教学生
掌握必要的社交技能。好的社交技能对学生的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它们不仅

能够使学生在小组里学到更多东西，对学生与家人和朋友和睦相处，以及在

未来事业上的成功都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为了在小组中与他人友好而有效

地合作，学生需要掌握许多社交技能。

2．3．5小组自评

为了保持小组活动的有效性，合作小组必须定期地评价小组成员共同活

动的情况，这就是“小组自评”。小组自评的目的是帮助小组成员学会怎样

更好地合作，为此，在小组自评时应讨论以下内容：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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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要善于不断总结成功的经验，使之明确：

(2)对小组活动中存在的问题和原因进行分析；

(3)对以后小组的发展方向和目标提出明确的要求。

2．4合作学习的基本方法晗41

2．4．1学生小组成绩分工法(STAD)
在STAD中，学生被分成4人学习小组，要求组员在成绩水平、性别、

种族等方面具有异质性。教学程序是先由教师授课，然后学生们在他们各自

的小组中进行学习，使所有的学生都掌握所教内容。最后，所有的学生就所

学内容参加个人测验。此时不再允许他们互相帮助，学生的测验得分用来与

他们自己以往测验的平均分相比，根据学生们达到或超过他们自己先前成绩

的程度来记分，然后将小组成员的分数相加构成小组分数，达到一定标准的

小组可以获得认可或得到其它形式的奖励。

2．4．2小组游戏竞赛法(TGT)

这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设计的合作学习方法中最早的一种，它运

用了与STAD一样的教师讲授和小组活动，不同的是它以每周一次的竞赛代

替测验。在竞赛中，学生们同来自其他小组的成员进行竞争，以便为他们自

己的小组赢得分数。学生们在3人组成的“竞赛桌”旁进行竞赛，竞争对手

是过去在学业成绩方面有相似记录的同学。这种方法有一个“不断调整”的

程序，它依据每次竞赛中学生的成绩对学生竞赛桌的安排每周进行一次调

整，使之趋于公平。

2．4．3切块拼接法(Jigsaw)
切块拼接法是阿伦逊及其同事创设的。在这一方法中，首先将学生安排

在由6人构成的小组中，事先分割好片断的学习材料。然后，各个小组中学

习同一内容的学生组成“专家组”，在一起共同讨论他们所要学习的那部分

内容，直至掌握。接着学生分别返回各自的小组，把自己所学的内容轮流教

给他们的组员。切块拼接法的优点表现在：每个学生除了自己己掌握的那部

分内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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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彼此支持的动机并表现出对彼此作业的兴趣。

后来，斯莱文(R．E．S1avin)形成了它的修正型，称作Jigsaw II。在

这种方法中，与TGT和STAD一样，学生先在5人或6人的小组中进行学习，

代之以分配给每个学生一部分学习材料。但每个学生都要就某个部分学到精

熟，成为专家。学习同一部分内容的学生汇集在“专家组”中展开讨论，然

后回到自己的小组中将其所学的教给他们小组的成员。然后各自测验，用

STAD的记分方法来计算小组得分，达到预定标准的小组可获得认可。

2．4．4共学式(LT)

这是明尼苏达大学的约翰逊兄弟(D．w．Johnson＆R．T．Johnson)研究

开发的一种合作学习方法，要求学生在4人或5人的异质小组中学习指定的

作业。小组共交一份作业，依小组的成绩接受表扬和奖励。共学式强调学生

共同学习前的小组组建活动和对小组内部成员活动情况的定期讨论。

2．4．5小组调查法(GI)

小组调查是由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沙伦夫妇(s．shavan＆Y．shavan)

创设的，是一种普通课堂教学组织计划。学生在小组中运用合作性探究、小

组讨论和合作性设计展开教学组织计划。在这一方法中，学习小组一般由2～6

人组成，在从整个班级都学习的单元中选出一个子课题之后，各小组再将子

课题分割成个人的任务，落实到每个学生身上，并开展必要的活动以准备小

组报告，最后，每个小组做介绍或展览，以向全班交流他们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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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现状调查(教师卷)部分统计结果

问题 选项 答案比例

A非常重要 32％

您认为合作学习在教育改革中的地 B比较重要 48％

位如何? c一般 14％

D不重要 6％

A有利于学生培养各种能力，
30％

值得大力提倡

B知道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方

对于合作学习，您是如何理解的? 式，但具体实施起来有困难， 50％

因此目前条件下很难开展

C纯粹是形式 8％

D不了解 12％

A经常使用 21％

在生物学课堂教学中，您应用过合
B偶尔使用 43％

作学习吗?
C没用过 36％

A很有兴趣 12％

您对采用合作学习等新的教学方法 B比较有兴趣 19％

有兴趣吗? C一般 40％

D没有兴趣 29％

如果真的想或者已经开展了生物学 A经常有 6％

合作学习，您与专家、学者有过切 B偶尔 34％

磋交流吗? C没有 60％

3．4．1．1结果讨论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高中生物学教师已经认识到了合作学习的重要

性，但仍停留在表面上，并未对其做深入了解，因而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也

未能将合作学习的优势发挥出来。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合作学习的重要性已经得到广泛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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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您认为合作学习在教育改革中的地位如何?”一题的答案中，认为

非常重要的占32％，认为比较重要的占48％，认为一般的占14％，认为不重

要的占6％。也就是说有80％的教师已经认识到了合作学习的重要性，其现

代教育观念较强。

(2)教师对合作学习不够了解

在“对于合作学习，您是如何理解的?”一题的答案中，有30％的教师

认为合作学习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值得大力提倡；有50％的教师知

道合作学习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方式，但具体实施起来有困难，因此目前条件

下很难开展：有8％的教师认为纯粹是形式；有12％的教师不了解。也就是

说有20％的教师对合作学习仍不够了解。

(3)合作学习在生物学课堂中使用极少

在“在生物课堂教学中，您应用过合作学习吗?”一题的答案中，回答

经常使用的占2l％，回答偶尔使用的占43％，回答没有使用过的占36％。

也就是说有79％的教师，极少或从没有使用过合作学习。

(4)教师对使用合作学习的兴趣不大

在“您对采用合作学习等新的教学方法有兴趣吗?”一题的答案中，回

答很有兴趣的占12％，回答比较有兴趣的占19％，回答一般的占40％，回答

没有兴趣的占29％。可见有69％的教师对采用合作学习等新的教学方法没

有很大的兴趣，其教改意识不强。

(5)教师与专家、学者缺少交流与合作

在“如果真的想或者已经开展了生物学合作学习，您与专家、学者有过

切磋交流吗?”一题中的答案中，回答经常交流的占6％，回答偶尔交流的

占34％，回答没有交流的占60％。这说明有90％以上的高中生物学教师缺乏

与合作学习的专家、学者进行及时有效的交流和合作，没能充分利用这些宝

贵的资源，使得自己在进行合作学习时缺乏理论的指导，只停留在形式化的

表面上，遇到的许多问题无法得到及时解决。

3．4．1．2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从教师角度看，高中生物学开展合作学习的现

状并不乐观，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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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考的压力

目前在我国实行的依然是“～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致使许多教师虽

然明确合作学习的重要性，但是在高考的压力下，只得重竞争、轻合作，以

学科知识为本位，无暇顾及学生能力与情感的教育。在合作学习开展初期，

教师需要花费很多时间去做诸如了解学生情况，划分学习小组，指点合作策

略等大量的前期工作；在合作学习开展过程中，还要及时了解合作状况并对

小组及其中的个人做出正确评价。平时在巨大的高考压力下批改作业及辅导

学生就己经够紧张的了，在此同时开展合作学习实验，确实令教师应接不暇。

(2)应试教育

长期以来，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学校的升学率，教师的评优，职称的

晋升，模范的选举等，无不都是由学生的考分决定的。为了使学生个个都能

成为考分的高手，学校要拚命抓“教学质量”，至使教师的工作量过重，心

理压力过大。此外他们还要经常加课，以及应付、参于各种评比、培训、考

核和检查等活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名高中生物学教师几乎没有时间去

关注现代教育教学改革动态，对合作学习的了解也就非常少了。

(3)教师缺乏有关合作学习技能、技巧的专业培训

我们的教师都是在比较缺乏合作的传统教育体制下成长起来的。在他们

做学生时，有关合作学习的技能与技巧就没有得到过相应的培养，所以当他

们走上工作岗位以后，虽然也接受过很多的在职培训，但涉及与合作学习有

关的内容却非常少，甚至根本没有。因为缺乏合作学习技能与技巧的培训，

加之又无合作学习的实践经验等，所以很多教师不敢应用合作学习，即使是

应用过合作学习，其结果与期望相差的也都很大，总之效果并不太好。

(4)教改意识不强

这种情况的出现也不是偶然的，就合作学习而言，作为一种学习方式，

它的优势虽然已被很多教师的实践所证实，但它的实施必竞还是一件新鲜

事，且还缺乏可供参考的具体的生物学合作学习教学模式以及必要的实践经

验和有关的指导等，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教师不肯盲目的把“合作学

习”引入到生物学课堂教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也暴露出了我们的很多教

师缺乏探索新教法的勇气和教改意识不强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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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现状调查(学生卷)部分统计结果(见表4)

表4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现状调查(学生卷)部分统计结果

问题 选项 答案比例

A了解 5．1％

B基本了解 8．2％

你了解合作学习吗?
C不太了解 52．0％

D不了解 34．7％

A很感兴趣 5l，1％

你对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开展合作学 B比较感兴趣 32．6％

习感兴趣吗? C无所谓 15．3％

D没兴趣 1．O％

A愿意 46．5％

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你愿意与其他 B比较愿意 48．6％

同学讨论解决吗? C不太愿意 3．7％

D不愿意 2．2％

A认真倾听 65．4％

小组讨论过程中。当别人发表意见时，
B有时听听 32．4％

你的表现是什么?
C从来不听 2．2％

A增强了学习兴趣 58．3％

如果你们已经开展过合作学习，那么 B提高了交流合作技能 16．4％

你认为合作学习对你最大的帮助是什 C增强了学习的信心 9．0％

么? D学会了尊重别人和自尊 4．9％

E提高了学习成绩 11．4％

A降低了学习兴趣 9．2％

如果你们已经开展过台作学习，那么
B浪费学习时间 53．4％

C丧失学习的信心 13．2％

你认为合作学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D伤害自尊 12．6％

E影响学习成绩的提高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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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1结果讨论

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学生虽对合作学习并不十分了解，但是对其却

比较感兴趣，合作意识较为强烈，但由于缺乏合作技能，所以合作学习的开

展依然存在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中学生对合作学习并不十分了解

在“你了解合作学习吗?”一题的答案中，回答了解的占5．1％，回答基

本了解的占8．2％，回答不太了解的占52．0％，回答不了解的占34．7％。也即

共有86．7％学生对合作学习并不十分了解。

(2)学生对在生物学教学中开展合作学习比较感兴趣

在“你对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开展合作学习感兴趣吗?”一题的答案中，

回答很感兴趣的占51．1％，回答比较感兴趣的占32．6％，回答无所谓的占

15．3％，回答没兴趣的占1．096。也即有83．7％的学生对合作学习感兴趣，希

望老师在生物学教学中能够开展合作学习。

(3)学生的合作意识较为强烈

在“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你愿意与其他同学讨论解决吗?”一题的答

案中，回答愿意的占46．5％，回答比较愿意的占48．6％，回答不太愿意的占

3．7％，回答不愿意的占1。2％。也即有95．1％的学生愿意与同学合作，且合作

愿望较为强烈。

(4)学生的合作技巧非常薄弱

在“小组讨论过程中，当别人发表意见时，你的表现是什么”一题的答

案中，回答认真倾听的占65．4％，回答有时听听的占32．4％，回答从来不听

的占2．2％。也即有34．6％的学生在别人发言时不能很好的倾听，说明他们缺

乏合作技能，与人合作的能力较低。

(5)合作学习能大大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在“如果你们已经开展过合作学习，那么你认为合作学习对你最大的帮

助是什么?”一题的答案中，回答增强了学习兴趣的占58．3％，回答提高了

交流合作技能的占16．4％，回答增强了学习的信心的占9．096，回答学会了尊

重别人和自尊的占4．9％，回答提高了学习成绩的占儿．4％。这说明，一半以

上的学生都认为合作学习能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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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与同学的合作认为是对时间的浪费

在“如果你们已经开展过合作学习，那么你认为合作学习最大的缺点是

什么?”一题的答案中，回答降低了学习兴趣的占9．2％，回答浪费学习时间

的占53．4％，回答丧失学习的信心的占13．2％，回答伤害自尊的占12．6％，回

答影响学习成绩的提高的占11．6％。在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有一半以上的

学生认为合作学习浪费学习时间。

3．4．2．2原因分析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从学生角度看，高中生物学开展合作学习的现

状也存在许多问题，造成以上现象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长期以来，我们的课堂教学方式和教师导向使学生倾向于独立学习

为了使每个学生都能真正掌握所学内容，我国长期以来的教育十分强调

独立思考。在课堂上，我们常常压制学生之间的窃窃私语，不论其是否在讨

论课堂上教师所讲的问题：对于课后作业，则不论其难度、类型，一律强调

“自己做”，掐灭了学生之间自然流露的初级的交流。这使学生形成了这样

一种观念，只有自己完成学习任务，才能真正掌握了知识内容。

由于教师极少倡导学生之间的合作，致使许多学生并不真正明白合作学

习意味着什么，他们往往片面地认为合作学习就是一起做做作业之类，或者

帮对方提供习题资料等等，他们需要合作方面的具体方法指导。

(2)学生喜欢轻松合作的学习气氛

学生不喜欢一般的讲述方式的教学方式，喜欢和教学环境中的人互动，

包括教师和同学。希望上课的气氛是轻松有趣的，希望多动手操作并亲身体

验，希望能和同学共同活动加强合作。因为采取小组合作学习，可以从他人

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也可以消除学生独立思考中的思维障碍，尽量减轻学生

的精神压力。所以学生对在生物学教学中开展合作学习比较感兴趣。

(3)学生的合作意识较为强烈，但是合作技巧非常薄弱

在合作学习中，合作的技能和技巧被认为是一个关键的因素。在我国由

于大多数学生是独生子女，他们的合作技能和技巧比较欠缺，而在学校教育

和教学中，学生往往又以竞争性的学习为主，教师极少讲授合作的技能、技

巧，使学生的交流能力相当缺乏。他们的表述含混不清、拖沓而重点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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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倾听的耐心：倾向于机械接受而非去解释和理解所听到的信息：不愿意

提问：怕出错因而不爱回答；怕得罪他人因而不敢评价。因而虽然他们有较

强的合作意识，但是因为合作技巧的缺乏，使得合作学习难以顺利开展。

(4)对合作学习的意义认识不清

有的学生认为同学解释的问题不如老师讲的明白，有了问题之后直接问

老师会更省时间，因而不愿意花时间向同学请教；而成绩较好的同学认为他

们帮助成绩差的同学讲解低难度的问题时，自己无从进步，却花去了许多本

可以学习更多内容的时间，因而也不想在合作中浪费时间。

此外，影响生物合作学习开展的因素还有很多，如学校的支持、家长的

理解与配合、社会的认可等，这都是不可忽视的因素。由此可见，合作学习

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的开展，并不意味着把一定数量的学生按着一定的程序

组织起来，指导他们共同完成一项任务就可以了。它不仅需要教师的胆识和

智慧，而且还需要教师对其全面的认识和了解，尤其是对其能够有效系统的

把握，还有学生的积极配合，为此我们必须要对影响合作学习在高中生物学

教学过程中顺利开展的有关因素给予仔细的关注和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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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高中生物学教学实施合作学习的理论研究

4．1高中生物学教学实施合作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4．1．1高中生物学教学实施合作学习的必要性
4．1．1．1高中生物课程标准的理念分析

我国2003年版的《普通高中生物课程标准(实验)》从“知识”、“隋感

态度与价值观”、“能力”三个方面明确了高中生物学教学的目标。新课程标

准注重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科学素养，为学生积极应对现代社会和未来发展

的挑战奠定了基础。在课程内容上，加强了与学生生活、现代社会及科技发

展的联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参与意识和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在课程结

构上，设计了供学生选择的生物课程模块以满足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促进

学生自主地、富有个性地学习；在课程实施上，提倡教学方法的多样化，注

重提高中学生的科学探究能力，通过设置新的课程形式(如综合实践活动和

研究性学习等)，给高中生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面向实际的、主动探究的

学习环境：在课程评价上，注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体现评价的内在桃理功能

和诊断功能，关注过程性评价，帮助学生认识自我、建立自信，促进学生在

已有水平上发展。新课程标准的颁布，体现了如下理念：

(1)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促进每一个学生在已有水平上的发展：

(2)重视学生自主建构知识理解的过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

方式的融合；

(3)加强生物学科与学生生活世界的联系，关注提高中学生在现实世界中

获得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

4．1．1．2生物学合作学习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实施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的素质教育，关键是改变教师的

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教学中教师要改变传统的单纯从如何“教”这

一角度来探讨教学，而忽视学生的心理、学习规律的教学模式。教师要积极

引导学生参与教学过程和认知过程，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体的现代教学模式得

以实现。在生物学教学中，学生不是被动地接受教育，而是教学活动的主体。

生物学合作学习正是基于对传统教学进行认真批评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教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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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主张的，因此，合作学习对素质教育教学模式的设计和探讨，具有十分重

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是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教学方式。

4．1．1．3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的现状要求

在对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的现状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出，合作学习在高中

生物学中的开展状况并不乐观。虽然大多数教师已经意识到了合作学习的重

要性，但是他们对合作学习并不十分了解，在生物课堂中的应用也极少，且

对其应用缺乏兴趣，与合作学习的专家、学者也缺乏交流与合作。而学生方

面，他们对合作学习比较感兴趣，其合作意识也较强，但是对合作学习缺乏

正确的认识，合作技能严重缺乏。所以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开展合作学习的

要求更加紧迫。

4．1．1．4高中生的心理特征

高中阶段的学生是从儿童期(幼稚期)向青年期(成熟期)发展的一个过

渡阶段，是一个在身心上逐步趋于成熟的时期，是独立地走向社会生活的准

备时期。在心理方面，他们希望他人把自己当成人看待，自尊心不断提高和

增强；人生观初步形成，并对未来充满憧憬；思维具有较高的抽象概括性，

开始形成辩证逻辑思维，思维的独立性和辨证性增强；喜欢探求事物根源，

对别人的见解和习惯性的看法不轻信和盲从，喜欢怀疑和争论，对任何事物

都有自己的新的设想和见解；情绪体验增强，两极性突出，意志随着认识的

提高、生活经

����x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作学习，有着很大的优势，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另外，绝大部分生物学实验都具有集体晒螽篓鍪j蕊蔷耋冀筑

利醺蠢拼斟鼎蝥；鹫姜翦耱缱嚣麴锚颤“酥蛙冀恤幅洚黼饿灞瀑嚣z燮塑蠹

商叠i釜磊萋誊窒蠹鬟薹霎羹蠹塑鎏；奏塞囊蠢鬈龄旷～睡剡管蕊爵引晏羹

鸶。端磊疏籽糟粥∞酿鲥黔蛾簸M一薹；闻藤谣鍪鏊囊薹雯羹蠢曩藜莉；鲢补

鞫孤囊

5．5．2． 1调查问卷(见附录5)

(1)《高中生学习主体性调查问卷》：共20道题，主要就学生的自学能

力、独立思考能力、自我评价与自我监控能力、自我调整能力、学习专注等

方面进行调查 。

(2)《高中生学习生物学兴趣与态度调查问卷》：共20道题，主要就学

习兴趣、学习态度、学习信心、学习习惯等方面进行调查。

(3)《高中生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现状调查闯卷》：共25道题，主要就

合作意识、参与能力、交流能力、协作能力、解决冲突能力等方面进行调查。

说明：①三份问卷均为选择题，每题由A，B，C，D，E五个选项，满分4分，

最低得分为零分，中间各档次依次改变1分，《高中生学习主体性调查问卷》

和《高中生学习生物学兴趣与态度调查问卷》的总赋分均为80分；《高中生

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现状调查问卷》总赋分为loo分；问卷总分的高低反映

样本相应水平的高低。

②三份问卷分前测和后测，且均为同一份问卷，分别在实验前和实验后

对学生进行测试。

5．5．2．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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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学生才能真正感受到合作学习的优越性，才能学有所获，才会愿意学a

4．3高中生物学教学实施合作学习的基本策略

4．3．1合作小组的组建

4．3．1．1小组规模的确定

实施合作学习，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分组，而分组首先必须要考虑小组

的规模。一般认为，合作学习最理想的小组规模应当是2～6人，这是因为这

样人数的小组既足够小，使得他们可以围成一桌，保证每个成员都有积极参

与的机会，并且也不特别需要对小组的组织结构过多费心，同时，这样的小

组又足够的大，能够比较充分地保证小组内产生各种有利于讨论的观点，提

出解决富有挑战问题的方法，不至于某一个人的缺席或暂时不理解而受到遏

制。当然，分组目的和标准不一，小组的规模自然也应有所变化，它不应一

成不变。如果活动时间短，小组规模就应当小一些；如果时间长，小组规模

则可以大一些；如果学习任务重，困难比较大，则小组规模可以大一些。大

组和小组各有其自身的优势和不足，教师可根据具体任务和条件来确定小组

的规模。口”

4．3．1．2小组成员的构成

当小组成员只有两人时，可由同桌之间或前后桌之间的两个同学组成。

这种组合方便、灵活，不需要事先安排，适合于简单的知识技能任务。两人

小组的时间利用率高，又比单独的自学要好，两人可以互补，可通过互问来

巩固知识，提高表达能力。

对于4。6人的小组，则遵循“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分组原则。组内

异质，即小组成员在学习基础、学习风格、年龄、性别、个性等方面应具有

差异性。组间同质即各小组之间应大体均衡。采用这种分组方式能够形成可

以相互比较的小组联合体。也就是说，组内异质可为小组之间的互助合作奠

����x



曲卑师范大学硕上学位论文

(3)性别差异：在合作学习小组中混合男女学生可以丰富小组认识问题、

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视角；

(4)家庭背景差异：学生在小组活动中与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同学合作，

锻炼他们与人交往的能力，有助于他们应对未来的真实社会生活。

4．3．1．3小组内角色分配

合作学习小组是教师按照学生的学习成绩、年龄、性别、爱好等因素共

同组成的，小组成员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教师可以根据学生的特点

分配不同的角色。根据Berlin的研究，小组内的角色可分为九类(见表5)：

Berlin小组内成员的角色对于我们的启示是，教师在组建合作学习小组

时，要考虑在小组中需要哪些成员，各成员要承担什么样的角色，这样才能

在小组分配责任时做到优势互补，更好发挥小组成员的作用，根据小组成员

的特点，更好地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

4．3．1．4小组的时空结构

小组活动的一个技术性问题是如何安排教室中的座位。学生的座位排列

方式直接影响到学生合作与参与的方式和程度。在合作学习中，比较适合的

座位排列方式有田字格形、马蹄形和圆形等。这些排列方式不仅有助于减少

合作学习时同学之间的干扰，而且也有助于教师在合作学习活动中的指导。

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在现有教学条件下，大多数学校只能采用秧田式的排列

方式。不可否认秧田式座位排列方式具有一定局限性，对合作学习有一定的

限制。但是这决不意味着合作学习只有采用田字格形、马蹄形和圆形座位才

有效，这也是合作学习认识的一个误区。实际上各种座位排列方式都有自己

的优势，我们所做的是如何发挥这种优势，而不是否定或废除某种座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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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横线”型： (①②)

(2)“田字格”型：

(3)“马蹄”型：(② ⑤)

①l ⑥

③一④

① ⑥

qP酽形‘㈤o㈩
③ ④

图l合作学习的座位排列方式

4．3。L 5小组长的培养

小组长在小组活动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尝试合作学习之初，学生

缺乏系统的合作技能和小组技能的训练，组内成员人际交往技能水平差距也

较大，再加上小组领导技能是要求较高的综合性能力，因此，合作学习刚开

始时小组长一般可选那些合作技能较好，具有一定的组织协调能力和较高威

信的学生担任。此外，还要对小组长进行集中培训，使他们逐步掌握领导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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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的基本技能。

小组长的培养通过集中辅导、分散实践和小组评议的方式进行。即教师

先召集各小组长给予讲解和示范辅导，然后组长回各自小组操练，再由小组

对组长的领导行为进行评价，教师则通过巡回察看，掌握各组情况并加以指

导或提供纠正和帮助。这样，学生就可学会如何组织和协调小组活动。小组

成员轮流担任领导职责，共同分享领导角色，有利于组员遵守小组规范，共

同协作达成小组目标。

4．3．1．6动态编组。

为了能使每个学生接触到更多的不同特点和生活背景的学生，有助于应

对类似现实生活，也为了避免形成小团体，又兼顾小组的相对稳定，小组每

6—8周进行一次重新组合。

4．3．2合作学习时间和内容的选择
4．3．2．1合作学习时间的选择

课堂教学中，不是任何时间都适合采用合作学习这一教学模式，要依据

教学内容的难易、知识的前后联系等因素而定，因此教师要精心安排合作学

习的最佳时机，有针对性的展开小组讨论，达成共识。

(1)当学生个人独立思考出现困难时，可以考虑使用合作学习。这是因

为在安排给学生解决的许多生物问题中，往往存在有一定挑战性的问题。对

于这些问题的解决单靠一个学生独立的探索显然存在一定的难度，这时就可

以采用合作学习，鼓励学生之间展开讨论。同时教师在适当的时候再给予一

定的指导，提供一些暗示、辅助工具或材料等，使学生能够亲身经历对这一

问题的发现一探索一解决的全部过程，这样既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对问题的真

正理解，又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记忆。

(2)当学生提出了解题策略，但彼此之间不统一时可考虑使用合作学习。

这是因为在解题过程中，由于不同的学生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思考问题的

角度和理解的深度往往有差异，因此学生们提出的解题策略就可能不统一，

甚至有时还会出现因为彼此不同意对方的观点或认为自己的解法更好等问

题而发生争执等现象，这时教师不妨可以考虑使用合作学习。

(3)当学生对生物问题的认识仅靠个人的思考不全面时，可考虑使用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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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的特点，使学生更加明确能量流动的单向性和物质循环的反复性。

(3)所选内容具有拓展性

这种拓展性的训练题要求学生多角度的思考，寻求解决问题的多种方案

和思路。它要求学生不仅仅停留在问题表面而是跳出前人的思维定势，进行

发展性的异构解读，不以追求标准化答案为目的，而是以拓展思维、提出有

创见性的新论为目标。拓展性的训练鼓励学生提出不同见解，并使这些见解

在学生群体的讨论中碰撞融合，最终形成开放性的认知结果，有利于学生超

越性的发展。例如，在学习了基因工程这一内容之后，学生可以设想未来基

因工程的发展前景，踊跃说出并设计自己能联想到的，可以服务于人类社会

的转基因生物。

(4)所选内容具有综合性

生物学的学习具有很强的综合性，主要体现为生物学知识的综合运用，

生物学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以及书本学习与实践活动的紧密结合。综合性

的生物学内容多具有开放性和跨学科性，它在拓宽学生学习领域的同时也给

学生的学习增加了～定的难度和复杂性，同样是个人活动难以完成的，更适

合用合作学习来完成它。

总之，生物学合作学习的内容一定要具有探索性、比较性、拓展性、综

合性等方面的特征才能使合作学习顺利开展，使生物学合作学习不徒有其形

式而是取得实际效果，使学生的自主性、能动性、超越性得到发展。

4．3．3合作学习问题情境的创设
将学生分成学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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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让学生专门练习合作技能，也可以将这项训练与学习任务结合起来一同进

行。

(4)要及时反馈技能训练信息。技能的形成是一个反复的过程，是一个

逐步精确的过程，教师和学生们都有责任向训练者反馈训练的情况，以使技

能学习者能够有的放矢，提高训练的效率。及时反馈是合作学习技能训练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4．3．5教师的监督舜口调控
合作学习的一大特点是充分开发课堂中人际交往的资源，密切师生关系

与生生关系，利用他们之间的互动来促进教学进程。合作学习的成功与否，

同教师的引导与参与是分不开的，在此，教师不是更清闲了，而是担负起了

更大的监督和调控职责。

教师在对合作学习小组进行监督和调控的内容如下：

(1)监控合作学习时间，如合作时间过长，学生厌倦无所事事，影响正

常教学；过短，学生不能充分发表意见，起不到合作的作用。

(2)教师检查学生是否在一起学习。如若不是，教师应把他们召集在一

起并确保他们正在做个人所分配的任务。

(3)当学生对小组的任务还不清楚时，教师要有耐心、及时地向学生说

明任务的内容及操作程序。。’

(4)在面对具有不同意见的问题时，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学会倾听，要

在听取其他小组合作成员论点论据的基础上进行有的放矢的争论，并在吸收

小组合作成员已有认识的基础上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㈨

(5)当小组讨论偏离主题或讨论一时受阻时，教师要及时发现问题，及

时予以纠正：或为小组讨论提供及时的点拨，以及简单地回答学生提出的有

关完成任务所用的方法或程序的问题，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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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有的小组提前完成任务时，，教师应检查他们是否按照要求完成了任

务。如果是真正完成了任务，教师可以让他们帮助其他组完成任务或在不影

响他人的前提下，开展一些其他活动。””

(9)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对于那些遭受挫折或陷入困境的小组成员，教师

还必须提供感情支持和进行鼓励。

(10)鼓励学生的自我监督，让学生来评价他们自己在合作学习小组参与

过程中的表现质量。

4．3．6合作学习的评价方式

合作学习的评价方式将传统的常模参照评价改为标准参照评价，把个人

之问的竞争变为小组之间的竞争，把个人计分改为小组计分，把小组总体成

绩作为奖励或认可的依据，形成了“组内成员合作，组间成员竞争”的新格

局，使得整个评价的重心由鼓励个人竞争达标转向大家合作达标。合作学习

将“不求人人成功，但求人人进步”作为教学过程追求的一种境界，同时也

将这一目标作为教学评价的最终目标和尺度。

合作学习的评价包括多个方面、多个层次。首先合作学习的评价既包括

对学业成绩的评价，也包括对学习过程——合作活动的评价：其次，合作学

习的评价是多层次的，既有老师的评价，也有小组自评、小组互评等。

4．3．6．1定量评价

针对学生学业成绩的评价，一般采用定量评价。定量评价主要是对合作

学习小组进行量化评分。采取的方法是个人计算成绩，小组合计总分。评分

的目的是了解学生对所学内容的掌握情况，是否在小组中落实了个人责任。

定量评价向学生表明他们在小组内部是“同舟共济”的，这是构建合作学习

环境的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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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法可以促使组内成员之间相互鼓励、扶持、帮助后进生。对各个小组奖励

分数的标准可以适当调整，这依赖于后进生成绩的进步程度。

(3)个人成绩加小组平均成绩：小组成员互相准备考试。每个人获得他

自己的分数。计算出小组的平均分，加到每个人的分数上。

(4)个人成绩加上奖励分数(视组内各成员进步而定)：小组成员互相准

各参加考试。每个人参加考试获得他自己的分数。此外，根据小组成员在此

次考试中的成绩是否比以往的平均成绩高，给予奖励分。然后将个人成绩与

奖励分数相加。

(5)将每个成员的单个成绩相加：每个成员的单个成绩加在一起，所有

的成员都获得此总分。

(6)将每个成员的单个成绩平均一下：每个成员的单个成绩加在一起，

求出平均分，每个成员都获得此平均分。

(7)随机抽取组内某一成员的问卷进行评分。小组成员单独完成作业，

然后相互检查，确保所有的答案都正确。由于每一张试卷都经整个小组确认

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抽取哪一张试卷评分并没有什么区别。教师随机抽取

一张答卷进行评分，所有的组员都获得此分。

(8)随机抽取组内某一成员测验进行评分。小组成员共同准备考试，确

保都已掌握了布置的内容。然后所有的成员单独参加测试。既然小组确保每

个人都已掌握了学习的内容，因而挑哪个成员的测验来作为全组人的成绩没

有什么区别。教师随机抽一个学生，以他的成绩作为所有组员的得分。

(9)组内最低成绩为全组成员成绩：小组成员互相准备考试，然后单独

参加考试，以组内最低成绩为全组成员的成绩。这种打分方法促进了小组成

员帮助和支持组内的落后成员并且往往使组内后进生有一个质的飞跃。

4．3．6．2定性评价

针对学生参与合作学习活动，即合作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质量以及每

个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学习效果、参与程度、合作精神、过程表现等的评价，

一般采用定性的评价。具体可采取组内成员自评、小组自评、教师对学生评

价等多种形式，不同的评价方式设计不同的评价内容(见表6、表7、表8)m1。

除此之外还可采用组内成员互评、组间互评、教师自我评价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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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教师对学生评价表

观察
主要行为表现特征 得分

指标

小组成员“同舟共济”，有单一核心，凝聚力强 2

相互

依靠
小组成员“同舟共济”观念薄弱，有双核心 l

无核心，凝聚力差 O

全员参与，有入说，有人听，有人反对，有人补充，有人置疑，
2

面对面 有人解疑，学习场景生动活泼

的相互
全员参与，但反对、置疑者少，气氛不活跃 l

作用

有人一句话也没说 0

分工合理，个人责任明确，每个组员都能积极投入学习 2

个人
个人责任明确，但分工不合理，成绩好的同学包揽过多 1

责任

个人责任不明确，组员游离于小组学习之外 0

各组员能自觉运用各种人际交往技巧，无不良现象出现 2

社交

技巧
各组成员在相互督促下能运用人际交往技巧，无不良现象出现 1

有争吵、讥讽、鄙视现象出现 O

合作任务结束时，(1)能总结有益经验(2)能分析存在的问题
2

及原因(3)能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方向计划
小组

自评 合作任务结束时，能做上述三件事中的1～2件 1

合作任务结束时，没有任何总结工作 0



些皇塑蔓盔堂堡主堂壁丝塞——
4．4高中生物学教学实施合作学习的基本模式

4．4．1新授课模式
新授课合作学习基本模式分五个部分，如图2所示。

图2新授课合作学习基本模式

具体步骤如下：

4．4．1．1课前设计(图3)

I教帅11 7l教帅l
l

l

I

‘ 0

教学任务分析 教学对象分析

0

制定教学目标(含技能目标)

+
l考虑运用合作学习方法的适切性和时机

l

0 0 + 士

I设计合作任务 设计合作活动形式 设计合作学习材料 合作情境刨设—～——二∑．．乞二——／
设计合作活动

山

综合其他要素编写教案

图3新授课第一阶段；课前设计

操作说明：

(1)在课前，教师与教师之间进行互动，主要是集体备课，对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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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学对象进行分析。通过教师与教师之间的互动，教师之间可以相互启发、

相互补充，实现思维、智慧的碰撞，从而产生新的思想，使原有的观念更加

科学和完善，有利于达成教学的目标。另外，各位教师通过互动，尽可能多

的实现资源共享。

(2)通过教师之间的讨论，明确本节课或本章的教学重点、难点，了解

学生的学习态度、知识基础、接受能力、学习习惯等，查明学生现状与完成

学习任务所需能力水平之间的差异。然后制定教学计划目标：包括学术性目

标和合作技能目标。

(3)选取适合开展合作学习的知识点，并选择运用合作学习的时机。

(4)设计合作任务、合作活动形式和合作学习的材料；设计创设合作情

境的方法。

(5)针对以上分析，设计合作活动，并综合其他要素编写教案。

4．4．1．2启动引导，精讲自学(图4)

全班分组4～6人组

J J

创设合作情境 解释合作任务 教授合作技巧

I I l
l

I

学生理解合作任务，I·——◆
学习合作技巧 l

教师检查学生学习情况

图4新授课第二阶段：启动引导，精讲自学

操作说明：

(1)全班按分组原则分组(4～6人组均可)。

(2)教师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结合前面与本节课有关的知识和技能，

采用适当的方法，进入新课主题。教师要积极创设引人入胜的学习情境，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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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释合作任务，可采用集体教学或自主学习的形式。若学习内容较

抽象或有一定难度，可由教师集体讲授，师生共同明确重点、难点，但要求

时间短(约占每一课时的1／3)、容量大、效率高，要为小组合作活动留有余

地。若学习内容比较容易理解，则采用学生自主学习的方式。

(4)教师讲授合作技巧。合作技巧有很多，每堂课可选取一、两个合作

技能来讲授，使学生逐步掌握、运用合作技能。

4．4．1．3小组合作(图5)

学生任务

分配角色，：以定合作计划l

合作活动进行

完成学习任务

总结小组学习结果 f

教师工作

对学生合作情况进行监控

解决疑难问题

指导合作交流技巧

查看阶段成果

图5新授课第三阶段：小组合作

操作说明：

(1)教师事先向学生讲明以下几点：只有每个小组成员都完成了规定的

任务，才算整个小组完成了任务；每个成员在学习中遇到困难时，要先向小

组其他同伴请教，不能解决时，再向教师请教：小组成员之间要互相检查自

己和同伴完成任务的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便及时改正，确保小组中每个成

员都掌握所学的内容。

(2)学生在小组内部分配角色：如组长、监督员、报告人等。

(3)学生按计划进行任务分配，先自主学习，再互教互学，直至每个成

员都学会；也可共同探讨，就所学习的问题每位同学提出自己的观点，小组

讨论，最后达成共识，得到对问题较为全面、正确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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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面展开，一是要评价所学习的内容，以便学生了解自己小组的学习成果，

自觉弥补缺陷与不足：二要评价各组学习行为和效果，以各组“自主学习，

参与程度，团结合作，学习效果”等指标进行总体考察。在评价的过程中应

注意实行积极性评价，把消极性评价降低到最低程度，增强成功感，提高积

极性，鼓励“别出心裁”，引导学生发展群体和个体的创造力。

学生们在各小组交流后，对其他组同学的学习状况有了～定的了解和评

判，同时也会对本组的学习情况及对问题的理解程度产生一个自我评价。

经过交流与评价，教师对各组的学习情况有了全面的了解，可以发现学

生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出现或遗漏的问题，对此，教师可以当堂进行补救。这

一教学过程在教师与全班同学的合作中完成。

4．4．2实验课模式

4．4．2．1验证性实验合作学习模式(图7)操作说明：

(1)全班按分组原则分成3人组；

(2)教师给每组学生发放完整的实验材料；

(3)学生课外预习全部材料，再分工准备各自的材料：1人准备仪器方面

(仪器的名称、用途、注意事项)，1人准备原理方面，1人准备步骤方面：

(4)课堂上小组成员依次为本组成员讲解所备内容，其他组员倾听，等

别人讲完后再提疑问。若讲解清楚者，组员给以鼓掌等鼓励，以示应答。(该过程中进行了“教”与“被教”的角色转换)：

(5)分工实验：1人操作，1人口述操作过程和观察到的实验现象，另一

人作好记录；

(6)实验完毕，组内讨论，分析实验过程、现象及结论(此过程中可得

到教师帮助)：

(7)小组共同完成实验报告；

(8)每组选1人将本组实验情况向全班交流；

(9)教师对小组进行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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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可提问、讨论，直至全部讲完，然后对资料进行小组综合、总结

图8探究性实验合作学习模式

(5)综合第4步的结果，小组成员共同进行实验设计(若有不只一种方案

可将小组内再进行分组，然后再交流各自的结果)，教师在旁可提供帮助和

供给缺少的器材；

(6)小组结果出来以后经过全组成员的分析、讨论最后得出该组所得的

正确实验方案；

(7)小组进行实验；

(8)验证实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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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各小组将本组成果在全班交流：

(10)总结评价。

4．4．3复习课模式
这一部分可以通过画知识结构图系统地、有层次地进行复习，对于复习

的测试，可通过学生自己设计检测题的形式进行。如图9所示。

图9复习课合作学习模式

操作说明：

(1)全班分组：双数组(4人或6人)：

(2)教师呈现复习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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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小组内部分为两个2人组，分别将所复习内容画成知识结构图A和

B：

(4)这两个2人组分别向对方讲解知识结构图中所体现的生物学知识及

其联系，通过讨论、分析，综合出一份知识结构图；

(5)这两个2人组各自出一份检测题A和B，然后交换检测题进行互测：

4人做完后交换批改，并共同评价、分析、总结得到一份新检测题；

(6)综合步骤(4)，(5)的两份结果，共同综合出一份知识结构图和检测题

准备提交全班交流；

(7)各组知识结构图在全班交流、评价：各组的测试题换组考查、评价；

(8)教师对复习内容进行简要总结，评价各小组复习情况进行评价。

注：①以4人组为例；

②如果是总复习，可将各章内容分配到各组完成。

4．4．4小组调查：

图10小组调查模式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操作说明：

(1)教师给出总课题：里面含有许多独立的子课题；

(2)学生在教师描述的一个广泛的问题领域内选择具体的子课题，然后组

成任务方向相同的小组(3～6)。小组的成员在学习水平、能力、性别等方

面尽量呈异质状态；

(3)小组选择课题后自行讨论制订关于学习程序、任务和目标的具体合作

计划，要求其步骤与子课题保持一致；

(4)学生将(3)中的计划付诸实施，教师密切注意各个小组的进展情况，

并可在必要时提供帮助；

(5)学生对(4)中获得的信息进行分析讨论和研究，并确定以何种有趣的

方式进行总结；

(6)为了使同学对自己的工作感兴趣并对课题有一个广泛的理解，班级中

的各小组都要以一种有趣的方式向全班报告自己的课题(例如角色扮演等合

作方式)；

(7)重点对高水平的学习(应用、综合和推理)进行评价，同时对非智力因

素(情感、动机)也进行评价。评价时，教师可与学生联合起来进行，既可

对个体评价，也可对小组评价，或两者兼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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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该年级高一下学期生物期末考试试卷

(2)该年级高二上学期生物期末考试试卷

5．6实验步骤

5．6．1前测

为了了解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有关情况，在高二新学期开始对两班发放调

查问卷，对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学习生物学的兴趣与态度、合作意识与技能

进行前测。以三份问卷的得分，来表示两班学生在这三方面的水平。并以高

一下学期生物学期末考试成绩来表示学生的学习水平。

5．6．2具体实施阶段
根据对学生的了解，按照“组内异质，组间同质”的原则将实验班的学

生分为9组，其中8组是6人组，一组为5人组。在每个学习小组中，有1～2

名学习成绩较好的同学，1～2名学习成绩中等的同学，1—2名学习成绩较差

的同学，其中男女生比例基本对半。小组以马蹄型排列方式排列。教师根据

学生的特点分配不同的角色，然后培养各组的小组长。教师认真揣摩生物课

程标准，选择适合合作学习的学习内容和时机，按照合作学习的模式授课，

并在授课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合作技能，并对学生的合作学习情况进行监督和

调控。最后采用合作学习的评价方式，对学生的知识、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能力等多方面进行评价。

5．6．3后测

在高二上学期末，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发放后测问卷，对两班学生的

学习主体性、学习生物学的兴趣与态度、合作意识与技能等进行后测。以三

份问卷的得分，来表示两班学生在这三方面的水平。并以高二上学期生物学

期末考试成绩来表示学生的学习水平。

5．7实验结果及分析

5．7．1实验前：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学生学习主体性、学习生物学
的兴趣与态度、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生物学成绩的比较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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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与态度的比较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班级 T P 检验

(N) (X) (S)

实验班 53 49．924 1．1080

2．09 O．03 显著差异

对照班 55 46．000 1．4954

由表13可知：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与态度

存在显著差异，采用合作学习的实验班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明显提高，学

习态度明显改善。

5．7．4实验后：对学生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数据资料的处理
5．7．4．1实验前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的比较

表14实验前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的比较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班级 测试 T P 检验

(N) (X) (S)

前测 53 63．000 l_7948

实验班 2．29 O．02 显著差异

后测 53 65．30l 1．3660

前测 55 6l-38l 1．6345

对照班 O．96 0．34 无显著差异

后测 55 60．472 1．7103

由表14可知：实验前后，实验班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差异显著，

而对照班学生的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却没有明显变化。

5．7．4．2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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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学生生物学成绩的比较

人数 平均分 标准差
班级 T P 检验

(N) (X) (S)

实验班 53 78．132 1．2997

2．06 0．04 显著差异

对照班 55 74．036 1．4898

由表17可知：实验后，实验班与对照班的学生的生物学成绩存在显著

差异，采用合作学习的实验班更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生物学成绩。

5．7．5．3实验前后实验班不同学业水平学生成绩的比较

表18实验前后实验班不同学业水平学生成绩的比较

平均分 标准差
学生 测试 T P 检验

(Z) (S)

前测 87．500 1．0801
优良生

0．91 0．37 无显著差异
(80一100分)

后测 88．437 0．8315

前测 72．000 0．9136
中等生

1．46 O．15 无显著差异
(6卜79分)

后测 73．625 1．3226

前测 51．600 l_9646
不合格生

3．92 O．01 掇显著差异
(<60分)

后测 74．000 4．000

说明：前测中成绩为80～100分的为优良生，成绩为60～79分的为中等

生，<60分的为不合格生，后测仍是针对这些学生的测量。

由表18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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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无论对什么起始水平的学生“合作学习”至少不会降低他们的成绩；

(2)“合作学习”对智力、能力都较好的优良生和中等生在学习全新的

材料时的效果与传统教学效果差别不大(只是指考试成绩)；对不合格生的成

绩影响可说是“立竿见影”，成绩提高幅度很大(平均分高出22．4分)。

5．8实验结论

通过本实验的结果及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合理使

用合作学习教学模式，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取得较好的教学效果，说明合作学

习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模式。它对学生的学习主体性、学习生物学的兴趣

和态度、合作意识和技能、生物学成绩都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对

后进生的成绩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有利于改变班内学生成绩两极分化严重

的情况。

5．9教学案例

案例一：

[教学内容]

人教版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生物(必修)1分子与细胞

第6章细胞的生命历程 第1节细胞的增殖

[教学目标]

1．简述细胞生长和增殖的周期性；

2．观察细胞的有丝分裂并简述其过程；

3．描述细胞的有丝分裂。

[教学重点和难点]

1．教学重点

(1)细胞生长和增殖的周期性

(2)真核细胞有丝分裂的过程

2．教学难点

真核细胞有丝分裂过程中，各个时期染色体行为和数目的变化，以及

DNA数量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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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比较动物、植物有丝

分裂的特点

④细胞有丝分裂的意义

1、全班学生分为6人组 l、监督各小组的活动 l、真正体现学生学习

2、问题①、②各由两名学 2、及时解决小组中出 的主体性，培养学生

生负责解决；问题③、④各 现的各种问题 学习的自主性，提高

由一名学生负责解决(在此 3、指导合作交流技巧 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

小
期间，小组之间负责相同问 4、可加入某个小组中 问题的能力

组
题的学生可以相互交流) 与学生共同讨论 2、培养学生的合作交

合 3、组内互教．讨论这四个 流能力

问题的答案，直到组内成员
作

对所有问题达成共识

4、组内成员对四个问题做

出最后总结

1、小组的报告人陈述本小 l、提问题以澄清、完 1、检查学生的学习情

组对第一个问题的总结 善学生的理解 况

交
2、回答来自老师和其他小 2、给学生积极的反馈 2、培养学生的表达能

流
组成员的提问 和评价 力

展
3、组间进行评价、补充和

—_ 修正
不

4、其他三个问题依次进行

1、对所学内容进行总结 l、对小组汇报中出现 1、引导学生融会贯

2、对小组以及个人表现进 的问题进行讲解 通所学知识，完善认

总
行评价，填写小组自评表和 2、对本节学习的内容 知结构

结
组内成员自评表 进行系统归纳总结 2、提高学生综合评议

评
3、对各小组的表现进 能力

行评价，当场打分．填
价

写教师对学生评价表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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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的刺激，学生逐渐感到厌倦。③一些没有思维容量，甚至是一些根本就不

屑一论的问题充斥其中，学生没有参与讨论的兴趣，教学时间大量浪费，教

学效率事倍功半。

(9)讨论时间控制不当，时机把握不住。时间过短，学生仍在激烈讨论

时，教师要求终止，使讨论的深度、广度不够，不能达到讨论的预期目的；

讨论时间过长，容易使学生偏离讨论的主题或注意力转移，导致讨论失控，

无法完成本课时的教学任务。

(10)学生讨论结束后回答的问题，由于人多嘴杂、语言表述各异，教师

未能准确归类记住，造成结论遗漏；对错误结论或新颖观点在小结时未能给

予准确评价，使讨论流于形式，或者仅抓备课中期望得出的结论进行小结，

甚至学生未能讨论得出的结论也牵强附会地小结出来，使学生失去了提出的

观点是为全班同学服务的责任感，失去了正确结论得到认可、新颖观点受到

重视的成功感和喜悦感。

(11)忽视对小组活动的评价。小组活动评价是小组互助合作学习的重要

特色之一。但是在小组互助合作学习实施的初期，教师往往会忽视这一重要

环节。

(12)“搭车”现象。如果合作学习组织得不好，会出现小组中个别成员

承担大部分甚至所有的学习任务，而某些个别成员(特别是后进生)在小组内

无所事事的现象，人们称之为出现“搭车”现象，影响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7．1．2解决策略

(1)当小组出现分歧太多，争论不休的现象时，小组调节员应及时调解

大家的发言，制止没必要的争论；教师也要根据具体情况，及时进行干预和

指导，使小组活动走上正轨。

(2)对于个别学生不愿意参加小组活动，可以暂时让他独立学习。通过

小组游戏、小组竞赛、角色扮

����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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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只要与自己比，在某一方面有些微进步，就是好学生。

(3)教学观。以教师的主导作用确保学生的主体地位的实现，重视多维

素质的培养与发展，强调学生掌握学习方法，注意学生创造能力和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使全体学生人人获得学习的成功和快乐。

(4)师生观。学生学习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的发挥，有赖于和谐互

助的师生关系的建立。信任：教师必须充分信任学生，坚信每一个学生都具

有发展的潜能，都有进步的愿望，都有追求知识、追求真理的本质。尊重：

教师应把学生真正作为一个成长着的主体看待，在教学过程中尊重学生的独

立人格，维护他们的尊严，给予他们保留个人意见的权利，尤其要善于保护

后进生的自尊心。平等：教学时要面向全体学生，在机会均等的前提下，给

后进生以更多的训练、表现的机会。关注：教师应时刻关注学生，善于发现

各种情况，倾听学生的心声，耐心帮助他们解决疑难。教师对学生应是朋友

的身份，切勿以权威自居。

(5)同学观。互相合作是同学之间应该建立的关系。课堂自学小组是形

成集体学习、培养交往能力、建立互相合作关系的有效形式。它落实了全体

学生的参与，扩大了学生听说读写的时空。通过轮流当组长、人人发言，个

个讲评等措施，使小组学习质量不断提高。不骄不馁、相互讨论研究之风应

由此渐成。

7．2．2教师教育行为的转变

有关研究表明，教育观念的转变未必会导致教育行为的转变。教师的教

育行为往往受到各种主客观因素的综台影响，教育观念只是其中起主要作用

的因素之一。教育行为的转变，需要通过行为实践、现场观摩、案例分析、

专题研讨等方式来达到。因此，也就受到教师自身知识、经验、个性、能力

等主观因素的影响。所以，教师自身知识的充实和更新，个人智力因素和非

智力因素的提高，工作能力的提高都是急迫的任务，教育行为的实质性转变

受到的外界影响似乎更为复杂，课堂环境和学生行为是影响教师的具体教育

行为的微观环境。另外，教师所在学校的环境、气氛、制度、问事的教育观

念与行为、家长的要求及其评价等，都对教师的教育行为的变化产生着很大

的影响，并进而影响到实际的师生互动，教育教学效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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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21世纪的社会充满机遇和竞争，事业的成败除了取决于个体素质之外，

还取决于人们的合作。“一个苹果换一个苹果，得到的是一个苹果；一种思

想换一种思想，得到了两种思想。”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引进与实施合作学

习，将有利于发挥生物学科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的整体功能，使学生学

会人际交往，培养合作意识，在学生的交往中实现再创造，这正符合了新世

纪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精神实质。

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教学中不存在一种适合于所有教学情境的万能

模式或方法，合作学习模式也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教学模式，因此我们应根据

具体的教学任务、学生的情况以及教师自身的特点，在充分发挥合作学习优

势的基础上，注重与其他教学模式、方法有效结合，共同促进学生学习生物

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取得最佳的教学效果。

回顾整个研究过程，由于时间和能力的限制以及笔者合作教学实践经验

的不足，在教学实践中还存在不少问题，如所作的讨论不够深入、细致，有

些环节还不够严谨，学生参与合作学习的范围还有待于进一步扩大等，这都

需要在今后的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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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2][3】[6][26】[28]【29][30】[31]庞国斌，王冬凌．合作学习的理论

与实践[M]．北京：开明出版社，2003．11—1 3，17，6 5，14 2—14 3．

[1】[17]庞丽娟，陈琴．论儿童合作[J】．教育研究与实验，2002(1)：52，

56．

【4】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培训问题研究课题组．新课程与学习方式的变革【M1．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92．

[5]任钟印选译．昆体良教育论著选[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 989．22．

【7][9】马斯洛等著，林方主编．人的潜能和价值[M】．北京：华夏出版社，

1987．162—168， 253．

[8】[11】[12】[1 3】[20]【27】王坦．合作学习简论[J]．中国教育学刊，

2002(1)：35， 33， 1 78．

[1们鱼霞．评罗杰斯的学生观[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2(4)，64．

[14】[15】[16]【18】【19】[2l】【22】罗伯特-E·斯莱文著，王红宇译。

合作学习与学生成绩：六种理论观点[J】．外国教育资料，1993

(1)：63，64，65，66．

[23】王坦．合作学习的理论与实施【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03．67—78．

【24]靳玉乐．新课程改革的理念与创新[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107一109．

[25】教学组织形式的确定[EB／0L】．

htcp：舰02，109。195．14lndngis蜀l坊x3-4．hnn

[32】郭砚冰．英语课堂合作学习的实施与评价[J】．厦门教育学院学报，

2002(3)，59—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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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1：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现状调查(教师卷)
敬爱的老师：

您好!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时间来回答我们的问卷。我们进行此次调查的目

的是了解山东省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的开展状况，您的回答仅用作研究统计之用。本调

查采用匿名形式，您在填写时不要有任何顾虑。真切希望您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填写以

下调查内容。您的宝贵意见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很大的帮助。

真诚地感谢您的支持!

曲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05．6

答题说明：以下各题为选择题，在您认定的选项字母上打“^，”即可，题目后没有说

明的为单选题，多选题将在题目后注明。

1．您认为合作学习在教育改革中的地位如何?

A．非常重要 B，比较重要 C．一般 D．不重要

2．您是通过哪种方式知道的合作学习?

A朋友介绍 B。电视或报纸、杂志 c．上级教育主管部门的培训

3．对于合作学习，您是如何理解的?

A．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各种能力，值得大力提倡

B．知道是一种先进的教学方式。但具体实施起来有困难，在目前条件下很难开展

c．纯粹是形式 D．不了解

4．您认为开展合作学习的教学：

A．非常重要 B．比较重要 C．一般

5．贵校的领导支持您开展合作学习吗?

A．支持 B．不关心 C．不支持

6．在生物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您应用过合作学习吗?

A经常使用 B．偶尔使用 C．没用过

7．您对采用合作学习等新的教学方法有兴趣吗?

A很有兴趣 B．比较有兴趣 c．一般

8．您认为开展合作学习是否需要教学理论的指导?

A．需要 B．比较需要 c．无所谓

9．您认为合作学习的教学形式能否代替传统的教学形式?

A．完全代替 B．部分代替 c．不能代替

lO．您和您的同事经常交流、讨论有关合作学习方面的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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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不重要

D．没有兴趣

D．不需要

D．优化组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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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经常 B有时 C．从不

11．您认为自己能否胜任指导合作学习?

A．完全胜任 B．基本胜任 c．暂时还不能胜任

12．如果真的想或者已经开展了生物学合作学习，您与专家、学者有过切磋交流吗?

A．经常有 B．偶尔 c．没有

13．您认为目前合作学习的学术论文能否给您有益的指导?

A．能 B．不能

14．您认为开展合作学习是否对老师的要求提高了?

A．是 B．否

15．当学生组成小组进行讨论时，您经常扮演什么角色?

A．指导者 B．台作者 c．指导者兼合作者 D．旁观者

16．您主要是如何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的?

A．在课堂上提出问题，让学生分组讨论解决

B．布置研究性课题，将全班同学分成几组，小组成员分工协作完成课题

C小组合作实验 D．进行小组调查

17．您对划分实验小组，采取合作学习的看法是：(多项选择)

A．有利于教师的指导 B．通过分工台作，可以节省实验时间

C．有利于同学间交流意见、看法，促进学习

D．会使一些人混水摸鱼，不做实验，也能得到实验结果

E．减少了动手练习的机会，降低了实验操作能力

18．您认为合作学习对学生有哪些帮助?(多项选择)

A．提高了学生学习生物学的兴趣 B．锻炼了学生提问的能力

C．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融洽 D．增强了学生的自信心

B．提高了生物学成绩

19．您认为实施合作学习教学方式的困难主要有：(多项选择)

A．有高考的压力，传统的教学方式更有利于学生获得高分

B．学生的合作意识不强，甚至拒绝配合

C．合作学习不如传统的教学方式易于操作

D．传统的教学方式影响太深，观念一时难以转变 E．课时安排不够

20．您认为促进生物学合作学习发展的措施有哪些?(多项选择)

A．改革高考制度 B．更新校领导的教育观念

C．增加生物课的课时 D．加强教师的合作理论学习和合作技能培训

E．加强学生的合作意识及合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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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现状调查(学生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感谢您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来回答我们的问卷。我们进行此次调查的目的是

了解山东省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的开展状况，您的回答仅用作研究统计之用。本调查采

用匿名形式，您在填写时不要有任何顾虑，真切希望您根据实际情况，认真回答下列问

题。您的宝贵意见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提供很大的帮助。

我们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曲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2005．6

答题说明：以下各题均为单项选择题．在您认定的选项字母上打“√”即可。

1．你了解合作学习吗?

A，了解 B．基本了解 c．不太了解 D．不了解

2．你对合作学习的态度：

A．彳目感兴趣 B．比较感兴趣 c．无所谓

3．你认为在生物学教学中开展合作学习：

A．非常重要 B．比较重要 c．无所谓

4．你对在高中生物学教学中开展合作学习感兴趣吗?

A彳艮感兴趣 B．比较感兴趣 c．无所谓

5．你对小组讨论的问题：

D．没兴趣

D．不重要

D．没兴趣

A．{艮感兴趣 B．比较有兴趣 C．有时感兴趣 D．没兴趣

6．．小组讨论时，你一般：

A．积极参与 B．一般参与 c．有时参与 D．从不参与

7．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时，你愿意与其他同学讨论解决吗?

A．愿意 B．比较愿意 c．不太愿意 D．不愿意

8．在小组学习中，你遇到困难时，一般的做法是：

A．求助于小组同学 B．求助于老师 c泊己单独解决 Dl从不解决

9．如果你的生物学成绩很好，你愿意拿出时间帮助成绩差的同学吗?

A．非常愿意 B．比较愿意 c．不太愿意 D．不愿意

10．小组讨论过程中，当别人发表意见时，你的表现是什么?

A．认真倾听 B．有时听听 c．从来不听

11．小组讨论中，你能：

A_{艮好表达自己的看法 B．能表达自己的看法

c．基本能表达自己的看法 D．不能表达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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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小组讨论中，当别人批评你的错误观点或者发表和你相反的意见时，你一般的做法

是：

A虚心听取 B．一般能听取 c．不理会 D．严厉驳斥

13．在代表小组发言时，你经常采用的称呼是：

A-我 B．我们 C．他 D．他们

14．在向同学请教或发表意见时，你经常：

A．使用礼貌用语 B．有时使用 C．j艮少使用 D．从不使用

15．小组讨论中，如果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你一般：

A．愿意说出来 B．有时说出来 c．从不说出来

16．当小组取得成绩时，你一般：

A．彳艮高兴 B．一般 c．无所谓

17．你认为开展合作学习时是否需要一些相关理论的指导：

A．需要 B．比较需要 C．无所谓 D．不需要

18．你认为开展合作学习对生物学学习能否起到促进作用：

A．完全能 B．有时能 c．不能

19．你是否觉得小组合作学习方式扩大了你的生物学知识面?

A．是 B．否

20．你认为在合作学习课堂比在教师讲授课堂动脑筋机会：

A．更多 B．一样 c．更少

21．与以往的教学方式相比，你认为合作学习有助于加强同学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吗?

A．有助于 B．有时候可以 c．不能

22．你认为合作学习适合于何种学习情境?

A．新授课 B．复习课 c．实验课

D．研究性课题 E．，J、组调查

23．如果你们已经开展过合作学习，那么你认为合作学习对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A．增强了学习的兴趣 B．提高了交流合作的技能 C．增强了学习的信心

D．学会了尊重别人和自尊 E．提高了学习成绩

24．如果你们已经开展过合作学习，那么你认为合作学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A．降低了学习兴趣 B．浪费学习时间 c．丧失学习的信心

D．伤害自尊心 E．影响学习成绩的提高

25．你认为合作学习的哪些方面还需要改进?

A．教学环境 B．课时安排 c．教师的合作教学技能

D．学生的合作意识和技能 E．师生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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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3：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现状调查(教师卷)统计结果

题号 A B C D E

l 32％ 48％ 14％ 6％

2 12％ 15％ 73％

3 30％ 50％ 8％ 12％

4 23％ 45％ 30％ 2％

5 58％ 28％ 14％

6 21％ 43％
’ 36％

7 12％ 19％ 40％ 29％

8 57％ 31％ 8％ 4％

9 2％ 50％ 23％ 25％

10 20％ 67％ 13％

11 6％ 72％ 22％

12 6％ 34％ 60％

13 70％ 30％

14 88％ 12％

15 34％ 16％ 42％ 8％

16 46％ 28％ 20％ 6％

17 36％ 49％ 75％ 35％ 18％

18 58％ 78％ 47％ 63％ 59％

19 64％ 42％ 64％ 51％ 50％

20 75％ 53％ 44％ 70％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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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4：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现状调查(学生卷)统计结果

题号 A B C D E

1 5．1％ 8．2％ 52．0％ 34．7％

2 51．4％ 32．6％ 15．3％ 0．7％

3 17．4％ 61．8％ 18，8％ 2．0％

4 51-1％ 32．6％ 15．3％ 1，0％

5 313％ 34．O％ 31．9％ 2．8％

6 36．8％ 43．1％ 13．9％ 6 2％

7 46．5％ 48．6％ 3．7％ 1．2％

8 55．9％ 27．6％ 16．5％ 0％

9 35．3％ 42．1％ 18，7％ 3．9％

10 65．4％ 32|4％ 2．2％

11 25．0％ 43．1％ 29．2％ 2．7％

12 45．1％ 45．8％ 5．6％ 3．5％

13 11．8％ 84．0％ 3．5％ O．7％

14 55．6％ 31．2％ 9．7％ 3．5％

15 54．1％ 42．1％ 3．8％

16 78．4％ 18．5％ 3．1％

17 48．3％ 37．1％ 12．8％ 1．8％

18 52．7％ 43．2％ 4．1％

19 80．9％ 19．1％

20 65．3％ 24．5％ 10．2％

21 63．3％ 29．2％ 7．5％

22 6．9％ 5．8％ 23．1％ 41．7％ 22．5％

23 58．3％ 16．4％ 9．0％ 4．9％ 11．4％

24 9．2％ 53．4％ 13．2％ 12．6％ 11．6％

25 18．O％ 35．3％ 11．5％ 24．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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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5：高中生物学合作学习实验前测、后测调查问卷

亲爱的同学：

您好!感谢您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来回答我们的问卷。我们进行此次调查的目的是了

解当前高中生对生物课的兴趣、态度、主体性以及合作意识、技能的情况，您的回答仅

用作统计研究之用，调查结果与您的利益和评价无关，真切希望您根据实际情况，认真

回答下列问题。下面每题都有五个选项：A-一很符合自己情况B一比较符合自己情况

c一介于符合与不符合之间 D一不大符查自已情况 E一很不符合自己情况，请在

与您情况最相符的选项中打“√”。

我们在此向您表示衷心的感谢!

曲阜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高中生学习生物学兴趣与态度调查问卷

序号 内 容 A B C D E

l 我觉得生物这门课很有用处

2 如果课前得知生物课不上了，我会感到很高兴

3 在生物课上，我的思维特别活跃，精力格外集中

4 我不喜欢老师把某知识点加深拓宽

5 我认为生物实验对生物学习作用不大

6 我喜欢观察奇妙的生物实验现象

7 历史上著名的生物学家我几乎都叫不出名字

8 我经常阅读生物学课外书籍

9 我对生物课外活动非常感兴趣

10 高考填志愿时．我想报和生物有关的专业

11 我经常预习下节生物课的内容

12 学完一单元后，我从不对其内容进行总结

13 我学习生物的目的是为了考试过关，拿到毕业证

14 我很乐意攻克较难的生物问题

15 我希望老师不要布置生物作业

16 对于不同的学习内容，我会采取不同的学习方法

17 在新学期的开始，我总会自觉制定学习计划

18 我很少能如期完成学习计划

19 在生物课堂上。我总是认真听讲、做笔记

20 做生物实验时，我多数情况下是当“观众”或“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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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学习主体性调查问卷

序号 内 容 A B C D E

l 如果没有老师提醒，我就不会预习新课和复习旧课

2 对于自己不懂的问题，我总是主动向老师或同学请教

3 我从来不制订学习计划，一切听从老师的安排

4 在阅读课外书时，我从不轻易放弃书中的疑点

每当考试或作业出现许多错误时，我都要仔细分析错
5

误原因

6 上自习课时，假如班上纪律很差，我也会坚持自习

如果不是家长和老师强迫的话，我真不想读书或做那
7

么多作业

8 即使没有人监督或检查，我也会按时认真完成作业

晚上，如果我感到有点感冒，但自己学习计划尚未完
9

成，我不再完成

怎样才算是真正掌握了知识，我自己有一个清楚的衡
lO

量标准

11 我经常按照自己的情况来制定学习计划

12 我不断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

我在老师心目中处于“被遗忘的角落”，老师并不喜
13

欢我

14 我认为我自己学习能力比较强

15 我认为如果学生学的不好，主要原因是老师教的不好

16 每当我考试成绩不好时，我都要告诫自己要更加努力

在向同学请教难题时，我希望他具体讲明怎样去做，
17

免得我再去长时间思考

18 我经常到书店或图书馆选择适合自己的参考书

我承认学生是学习的主人，但我不知道如何去当好这
19

个“主人”

20 如何改进教学是教师的事，学生不必操这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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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合作意识与合作技能现状调查问卷

序号 内 容 A B C D E

l 我喜欢和别人一道学习、娱乐

2 当我和别人交谈时，时常面带微笑

在和别人交往中，我经常会说“请”、“谢谢你”之类
3

的话语

在发言中时常使用“我”、“我的”而不是“我们”、“我
4

们的”

5 在学校里朋友很少，和同学相处不太融洽

6 乐于参加集体活动，并愿意承担一定责任

7 觉得自己不容易加入到集体活动中去

8 敢于发表自己的观点，不怕别人笑话

在小组活动中能主动地承担任务，为小组成功积极地
9

贡献力量

lO 在集体插动中常常能起组织作用

1l 和陌生人在一起感到紧张不安，不易和别人交谈

12 一般地我能信任别人

在交谈中我时常不等人把话说完就打断别人谈话发
13

表自己意见

对其他人的正确观点和取得的成绩表示诚心的肯定
14

和赞赏

交流中我能准确理解别人表达的舍意和情感并作出
15

适当的反应

16 同学有困难一般不会主动地去帮助

17 有好的资料和想法愿意与同学共享

18 自己有困难不愿意找剐人帮助。怕丢面子

19 在集体活动中愿意和同学一道共同完成任务

20 在集体活动中愿意承担从组织者到助手的各种角色

2l 有人反对我的意见，我会感到很反感

22 我会因怕得罪人而不表示不同意见

对持错误观点的人，我往往会用不礼貌的语言，如你
23

真笨等

24 当与集体意见不一致时，就会悄悄的离开集体

与别人辩论的目的是为了找出问题的焦点和解决问
25

题的方案

91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致谢

这篇论文能够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张祥沛教授。从论文的选

题、开题，到最后的初稿、定稿，无不受到张老师的鼓励和精心指导。张老

师渊博的知识、敏锐的思想、严谨的治学态度和宽容无私的品格是我治学和

为人的楷模。三年来，张老师在生活和科研的各个方面都给了我无微不至的

关怀和照顾，在此谨向导师致以最诚挚的感谢和最衷心的祝福!

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陈继贞教授给了我许多学术上的指导：郭永峰、

燕艳老师在论文选题及资料整理方面均给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同时生命科

学学院的各位领导和老师，在生活和科研方面亦给予我极大的帮助；在此向

他们表示最诚挚的谢意!此外，还要感谢我的研究生同学王颖颖、张静、刘

庆勇、王运贵、陈莲、张翠、刘志欣、王贤峰等，是他们的关心和支持使我

的论文得以顺利完成。

最后，向三年来所有给予我支持和帮助的老师、同学和亲爱的父母表示

我深深的谢意!

孔翠

2006年4月于曲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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