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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高中教育阶段物理教学中，大部分教师想通过合作学习模式提高教学效率，但在应用前未能对合作学习模式进行充分了解、分析，

致使合作学习这一新颖、高效学习模式无法发挥出应有优势。基于此，本文对合作学习在高中物理教学中的实践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几点建

议，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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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合作学习是一种符合教育综合改革要求的新颖学习方法，可在教学

中有效培养学生学习能力、学科素养以及团队合作意识。但在高中物理

实际教学中，应用合作学习这一模式时，会出现学生排斥合作，模式开

展流于形式等问题。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教师没有根据学生特点以及

差异性进行小组分配，在为学习小组设定学习目标或提出教学问题时没

有根据小组实际学习需求而设定、提出。基于此，本文以建立合作互补

学习小组、鼓励小组之间竞争学习、引导学生协调配合学习等三个环节

对合作学习模式提出了应用策略。 

1 建立合作互补学习小组 

合作学习模式是以学生小组为单位进行教学。小组内成员能力、性

格等特点在互补的情况下可以有效进行学习以及完成教师设定的学习目

标，相互排斥的情况下会导致小组无法进行有效学习。因此教师在对学

生进行分组时应尊重学生之间的差异性、以互补原则进行分组，使组内

学生可以在能力以及性格特点上进行互补。组内学生综合能力过强会致

使学习过程太过简单，无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组内学生综合能力过

于薄弱，会致使小组无法完成学习任务，打击学生学习自信心。 

例如，在“碰撞中的不变量”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小组进行组内成

员分工，推选出学习活动组织者，这一学生可组织小组开展学习活动，

协调组内成员通过合作完成学习任务，在实验教学活动中，组织者可引

导小组对实验进行设计。组内其他学生可作为实验过程中的操作者，通

过操作实验设备，解决实验问题完成实验学习活动，在这一过程中由于

实验方法的多种多样，在选择实验器材时，进行实验操作时会遇到许多

难题，操作者可通过自身能力或与组内学生进行配合来解决难题。还有

学生可以作为实验记录者，对测量数据或是实验过程产生的数据进行准

确计算，在实验学习活动中，记录者应及时记录实验碰撞数据，并与其

他组内成员对数据进行分析。基于此，合作学习小组中的能力、特点互

补，不仅仅要求学生完成分工后的学习任务，还要引导学生参与到其他

学生的任务中，以此培养学生全面发展以及团队协作意识，通过协调配

合学习组内成员的优点，弥补自身不足之处。 

2 鼓励小组之间竞争学习 

在高中物理传统教学中，学生会以个人的方式进行学习竞争，这一

竞争形式会导致学生能力较强的学生学习进步更快，导致学习能力较为

薄弱的学习慢慢无法跟上教学进度， 终使高中物理课堂只会对少数学

生进行有效教学。因此高中物理教师应鼓励各小组进行学习竞争，以学

习能力较强学生带动学习能力薄弱学生完成学习任务，并且在为小组获

取胜利后，可使学生获得团队荣誉感以及个人成就感，这一过程不仅会

给后进学生带来良好学习参与感，还可以为所有学生营造良好学习氛围，

在小组竞争失败时，教师应引导、鼓励小组以及组内学生通过努力，争

取下次的胜利。 

例如，在“自由落体运动”教学中，教师可引导学习小组进行探究

实验，不同小组通过设计实验、实验操作后，将 后结果向其他小组进

行展示，在展示过程中教师可引导小组之间进行积极讨论、评价。如 A

小组实验过程是：将小球以不同高度进行自由掉落实验，用秒表进行时

间测量，以此对重力加速度进行计算。在 A 小组展示完实验流程以及结

果后，其他小组可在讨论分析后提出意见，如：首先，应对自由落体运

动性质进行实验探究，但 A 小组实验的是匀加速直线运动实验探究；其

次，以秒表进行时间测量会导致误差偏大等意见。通过其他小组提出的

意见以及评价，A 小组可充分知识到自身实验以及知识不足之处，通过

学习或是再次实验进行弥补。由此可见，小组之间良性的学习竞争能有

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以及组内成员参与度，同时同龄人的意见也不会使

学生因失败而产生挫败感。 

3 引导学生协调配合学习 

大部分高中物理教师在应用合作学习时，对这一模式的应用理念不

够了解，认为只是引导学生通过合作、讨论进行学习而已。合作学习的

意义在于重视学生合作学习过程而非结果。学生在这一过程中以组内分

工展示出自身优点以及擅长所在，为组内其他学生带来不同的学习经验，

在组内成员展示自身的同时，学习其他学生的优点弥补自身不足之处，

以此充分发挥出合作学习优势，使学生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环境下

进行高效学习。 

例如，在“交变电流”教学前，高中物理教师可安排各小组对相关

知识、资料进行搜集、探究，组内组织者可对学习任务进行组内分工，

组内成员以不同方式进行资料收集，并将资料进行组内共享，在分析后

由操作者带来组内成员进行初步实验探究，这一过程由记录者进行详细

记录并与组内成员进行讨论、分析， 后将结果在课堂中进行分享。在

这一过程中学习小组充分利用课余时间对交变电流进行了初步了解以及

完成了相关实验，在课堂教学时教师可根据小组的实验结果以及实验中

遇到的问题，进行针对性知识讲解，并在课后安排学生在此进行实验，

使学生在不断实验中加深交变电流知识理解，使学生在相辅相成、相互

促进环境下提高自身学习能力以及学习效果。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合作学习可有效提高物理教学效率以及学生学习效果，

并在教学过程中促使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学科素养，使学生在学习

中不断弥补自身不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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