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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组合作模式分为导入、合作、共享三个活动环

节，学生在平等、尊重、互助、互学的小组合作学习氛围中

能够逐步形成学习共同体。在道德与法治课堂教学中，教

师要以具体课堂案例为导入，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思维；

开展多边交流合作方式，促进课堂活动的有序开展；展示

团队合作学习的成果，总结升华教学活动，从整体上提升

课堂教学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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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是以教师为活动主导，以学生为活动参与

主体，师生之间、生生之间相互依赖、相互合作完成教学

任务的一种教学方式。小组合作最终以小组整体成绩来

衡量每位成员的成绩，因而，小组合作更加强调每位学生

对团队的贡献。与传统的教学方式相比，小组合作更加贴

合时代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一、激发案例兴趣，活跃学生思维

以案例激发学生合作的兴趣，优化丰富学生的思维

是小组合作学习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中，教师需要对

合作目标进行详细讲解，使学生能够对问题有初步的思

考，掌握后续合作的方向。教师对目标进行讲解分析，一

方面是为了向学生展示合作的重点与难点，让学生在前

期预习的过程中先设订好目标，掌握学习的方向；另一

方面也是向学生展示在这一环节中学生应该掌握的技

能以及通过合作能够达到的能力水平。教师以案例的方

式来设计整个合作的内容，可以将书本中抽象的知识点

以具体场景的方式展现在学生眼前。案例展示既可以是

教师单一的表述，也可以采取情境教学、情感体验等多

种教学方法予以展示。在条件允许时，教师还可以组织学

生参与户外活动，在户外环境中搭建知识框架。

例如，在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公民

基本权利”一课内容的教学中，教师将学生分成了不同的

小组，每个小组都设计了相应的场景，其中某个小组的场

景是：刘文和他的三个好朋友一起逛超市，忽然超市的保

安走过来要求刘文到保安室接受询问，于是双方展开了

以下对话：

刘文：为什么要求我去保安室？

保安：我们怀疑你偷了超市东西。

刘文：我没有偷东西。

（保安没有听刘文解释，将刘文强行拉入了保安室）

保安：现在我们要对你进行搜身！

……

在描述完场景后，教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现在你是

刘文和他的三个朋友，面对这样的情况，应如何捍卫自

己的权利？由教师扮演保安，小组中的四名成员分别扮演

刘文以及他的朋友。

在这个案例中，刘文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扮演刘

文以及他三个朋友的学生需要积极展开思考，寻找帮助

刘文维权的方式。在面对这样具体且紧迫的场景时，学生

需要积极地展开思维，分析清楚刘文具有哪些基本权利？

这些权利是否被侵害？如何捍卫这些权利？等多方面的问

题，短时间内，学生的思维被迅速激发，这也是案例模拟

开展小组教学的优势所在。在案例教学中，教师要引导学

生根据课堂教学内容的需要，创设出相应的教学情境，还

原道德与法治教学内容需要的情境，利用生动的表演方

式激发学习兴趣，有效地让学生掌握这一节课的重点知

识与内容。

二、开展多元交流，共享合作信息

传统的道德与法治课堂以教师为主体，交流方式以

单边交流为主。在小组合作式课堂中，教师与学生处于平

等地位，相互开展多元化的交流方式。在这个过程中，生

生交流是交流的主要方式，能够提高学生的思维水平，促

进学生多方面能力的发展。相比于单方交流，多方交流能

够让知识点更长久地停留在学生的记忆中。同时，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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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合作过程中对学生的引导，能够促进活动的有效开

展。在每个小组中，成员按照各自爱好和能力分工，组长

是每组的核心领导，负责引导每位小组成员都积极参与

合作。教师扮演的是引领者的角色，主要接受学生的反馈

和提问，需要走下讲台与每位学生深入交流接触，让一些

平时在课上不敢举手发言的学生也能积极提出自己的问

题。

例如，在部编人教版《道德与法治》八年级下册“公民

基本权利”一课内容的小组合作学习中，教师以案例的方

式为学生创造了真实的教学情境。抽到“刘文遭保安强制

搜身”这个情境的小组学生，由扮演“刘文”的学生担任本

组的组长，因为是由教师和其他学生共同推荐的，所以该

学生组织能力比较强，综合水平比较高，能够胜任组长这

个角色，剩下的三位学生分别是组员。要想解决场景中的

问题，学生就必须要了解刘文具备哪些权利、保安这种强

制搜身的行为是否合法、刘文如何维权这三个重要的问

题，而这三个问题分别分配给了三位成员，由这三位成员

在规定时间内翻阅教科书搜集信息，最终由扮演“刘文”

的学生负责汇总有效信息，并将这些信息予以整合。教师

在该小组讨论时适时地观察学生讨论的结果，并且回答

学生提出的问题。比如，有位学生提出：“保安是否和警察

一样，拥有搜身的权利？”此时教师予以明确的答复：“警

察在出示搜查证件之后才可以对嫌疑人进行搜查，而保安

与警察完全不同，保安没有执法权，更不用说搜身的权

利。”教师通过回答问题的方式及时纠正了学生的偏差思

想，让学生对这个知识点的记忆更加深刻。

小组合作学习本身需要小组成员纷纷发表意见，表

达自己的看法。对于道德与法治具体教学内容，由于学生

认识水平存在差异，因此教师需要以多种方式引导学生

有效参与互动讨论交流，分享自己对某种教学情境问题

的看法，有效地接收不同意见和看法，并对自己的见解进

行补充或者纠正，从而达到小组合作的目的。

三、展示团队成果，总结升华活动

合作完成之后的小组成果展示是小组合作中必不可

少的环节，这是对每个小组辛勤工作成果的一种肯定，也

是学生展示自我的重要平台。小组合作并不是教师教学

的目的，教师希望学生通过这种学习方式积极参与课堂

学习，掌握课堂中的知识点。因此教师如果对小组合作草

草了事，则会极大地降低小组合作的成效。所以，教师应

给每组学生留下足够的自我展示自时间，尽可能鼓励小

组成员集体发言。在上个教学案例中，该组学生通过表演

的方式展现了小组合作的成果。

刘文：我拒绝跟你去保安室接受询问。你没有足够的

证据证明我偷了超市的东西。

保安：我们这边有视频显示，你在这个货架徘徊了很

久，随后我们管理人员发现少了东西。

小组成员一：这里面虽然有录像，但是录像并没有显

示刘文拿了东西。你这种搜身行为侵犯了个人隐私权，同

时也损害了他的名誉权。

小组成员二：你并没有执法权，没有权利搜身，你的

这种做法侵犯了刘文的人身自由权，刘文有权力向法院

提起诉讼，要求超市赔偿其精神损失，并要求保安负民事

责任。

小组成员三：现在你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我朋友偷东

西，并且你也没有执法权，所以我们应该报警，由公安机

关的警官处理这些问题。

这种成果汇报的方式，使每位学生都得到了锻炼，并

且也让其他组的成员对这些知识点有所了解，这便是成

果展示的意义所在。在小组团队展示环节中，教师让小组

代表总结即可，小组成员可以从不同角度进行完善，必要

时教师再进行有效补充，提升教学实效。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现代化社会中，国家更加需要的是有合

作精神、创新精神的综合型人才。在课堂教学中，小组合

作的教学方式更加考查学生与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改

变了以教师为课堂中心的传统授课模式，促进了学生的

全面成长，这也是小组合作教学模式之所以盛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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