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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合作学习教学法是指以异质小组为基本形式，

以小组成员合作性活动为主体，以小组目标实现为

标准，以小组总体成绩为评价和奖励依据的教学策

略。合作学习教学法有效促进学生与教师之间，学

生与学生之间的互动，注重学生心理的发展，开发

学生创新潜能，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它是目前

世界上许多国家都采用的一种富有创新和实效的

教学理论和策略体系。《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中指出，“鼓励合作学习，促进学习

之间的相互交流，共同发展，促进师生教学相长。”[1]

在游泳课对合作学习教学法中进行实验研究，是合

作学习理论的深入与扩展，是教学法的补充与促

进，对进一步探索游泳教学改革也有积极的意义。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2.1 研究对象

抽取莆田学院体育教育专业男生，共46人作为

实验对象，随机分为两个班，一个为实验班，另一个

为对照班，实验班采用合作学习教学，对照班采用

传统教学。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查阅相关的专业书籍和期刊，为本文的撰写奠

定理论基础。

2.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实验需要向学生发放游泳学习基础情况

调查问卷和教学情况调查问卷各46份，回收各46

份，回收率均为100%。实验前、实验后分别发放群

体凝聚力量表[2]各 46 份，回收各 46 份，回收率

100%。

2.2.3 数理统计法

在教学实验中，对实验所需要的数据统计运用

SPSS11.5及Excel2003软件，分析均值、标准差、t检

验。

2.3.4 实验法

2.3.4.1 实验控制

随机抽样确定实验班和对照班，实验前对实验

班学生和对照班学生的肺活量、1分钟俯卧撑和游

泳学习基础情况分别进行了测试和显著性检验，P

分别为 0.733、0.567、0.726，均大于 0.05，教学实验

前，实验班和对照班基本情况差异无显著性意义。

实验班和对照班教学在教学内容、教学时数

（15次共30学时）、场地器材的使用上保持一致，均

采用单盲法教学。

各项测试，打破实验班和对照班班级界限，进

行统一的技术测试和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测试，

测试评分由三名非任课游泳教师同时评分，平均值

为学生最终成绩。

2.3.4.2 合作学习教学的基本流程

2.3.4.2.1 合作设计。游泳授课教师、学生代表，共同

就教学目标、教材处理、教学程序、教学方式及与教

学有关的物质与非物质准备等进行讨论，合作设

计，达成共识。

2.3.4.2.2 集体呈现。教师向全班进行授课、演示等，

其形式与班级授课一样，但要求不同，要求时间短、

容量大、效率高，且为下面的小组合作活动留有余

地。

2.3.4.2.3 异质小组合作活动。与传统小组不同，传

统教学中的小组是同质的，而合作教学小组则是异

质小组，它要求由成绩、背景等方面不同的学生组

成，每个小组一般4人，其中两名中等生，一名优等

生，一名差生。力求体现“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

精神。教师讲授完后，各小组就教师所讲授的问题

展开讨论，互帮互学，共同提高，确保小组中每位成

员都掌握教师所教内容。这个阶段是整个合作教

学过程的主导阶段，不仅时间长，而且内容多，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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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度大。合作小组是合作学习教学的主要形式。

2.3.4.2.4 单元测验。在学习时，小组成员之间可以

交流，互相帮助。但是，教师在检查小组学习质量

时，是让每个学生独立完成测验，并且要综合每个

学生的测验成绩来评价小组的活动，在这种评价体

系下，一方面学生再也不能以小组为掩护来逃避学

习责任，因为他们在测验中的表现会暴露出小组活

动的情况;另一方面，学生积极参与小组活动，在测

验中的良好表现能够对小组的总成绩有直接的贡

献。

2.3.4.3.5 反馈与补救。通过平时观察和单元测验，

教师得到关于教学中各动态因素的情况，并就存在

的问题进行补救，以求更好的完成教学目标，使所

有学生都掌握所教内容。

3 实验结果与分析
3.1 学生技术测试结果与分析

3.1.1 将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50米速度游的测试成

绩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如表1。

表1 50米速度游成绩统计

从表1可以看出，P<0.05，两班之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说明经过实验后，实验班在50米速度游的成

绩上优于对照班。

3.1.2 将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距离游测试成绩进行

统计分析，结果如表2。

表2 距离游成绩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P<0.05，两班之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在距离游这一项主要考验耐力和意志品质的

项目上成绩明显优于对照班。

3.1.3 将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技评测试成绩进行统

计分析，结果如表3。

表3 技评成绩统计

从表3可以看出P<0.05，两班之间存在显著性

差异，实验班学生的游泳技评成绩要好于对照班。

实验班三项技术测试成绩均优于对照班，其原

因是: 友爱、平等、民主的教学气氛是合作教学法所

追求的理想效果。合作学习教学过程中，教师是学

习目标的制定者、程序设计者、情境创造者、鼓励

者、合作效果的评价者，教师把课堂大部分时间留

给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赋予了学生更多的自主权，

在充满友情和关爱的轻松学习环境中，学生展开组

内同学之间的互相交流与协作学习，相互之间提供

帮助，影响别人，锻炼自己，符合学生心理特点，使

教学的双边活动变为多边活动，学生的主体性得到

充分发挥，即由传统教学模式中被动的接受者转变

成为学习的主体，从而提高其学习的主动性和参与

性[3]，增强了学习动力，最终表现出游泳技术技能水

平的进一步提高。

3.2 学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比较分析

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是体育教师，特别是术

科体育教师在教学中所必须具备的能力。在传统

教学中较多关注运动技术技能的形成，很少注意学

生能力的培养，而合作学习教学方法重视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并作为测试内容之一，

使学生在教学实习和今后的工作中能够从容地应

对。

学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成绩是以

游泳池中任意游泳者为被评目标，受测者现场对其

技术合理性给予分析评价，对其缺点予以指正，三

位非任课教师根据其讲解的情况各自打分，平均分

为其最终得分。

表4 实验后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测试结果

从表4中可以看出，P<0.05，实验后两班测试结

果差异具显著性意义，在学生观察、分析、解决问题

的能力方面，合作学习教学优于传统教学。美国著

名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一个人的创造力只有在他

感到“心理安全”或“心理自由”的条件下，才能获得

最优表现和发展。所以要想激活学生灵动的思维，

使他们不断迸发出新的灵感、发现新的问题，并采

取合适的方法解决问题，就要给学生营造一个没有

压抑的、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合作学习教学正是

营造了这样的一个课堂氛围，它通过合作设计，明

确学生学习目的，通过集体呈现及小组交流建立正

确的技术动作概念，明晰了学生的感知，并克服了

观察的盲目性，而且在激烈的小组交流讨论中，学

生思维的火花不断产生碰撞，开阔了学习的视野，

拓展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因而，学生

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明显增强。传统教学

惯常采用“灌输方式”，学生“学”的行为以及自身的

实验班

对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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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X

57.77

6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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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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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动性、主动性处于被忽视与冷落的境地，因而，思

维较封闭，看问题的角度单一，观察、分析、解决问

题能力受到限制。

3.3 对游泳项目的兴趣进行分析比较

表5 学生对游泳的兴趣对比

实验前

实验后

实验班

对照班

实验班

对照班

人数

6

5

14

9

百分比%

26.09

21.74

60.87

39.13

人数

13

15

8

10

百分比%

57.52

65.22

34.78

43.48

人数

4

3

1

4

百分比%

16.39

13.04

4.35

16.39

很有兴趣 兴趣一般 没有兴趣

实验班对游泳很有兴趣的学生比率从实验前

的26.09%上升到60.87%，对游泳没兴趣的学生从

16.39%减少到4.35%。对照班对游泳很有兴趣的学

生比率从21.74%上升到39.13%，但对其没兴趣的学

生比率也从13.04%上升到16.39%。调查结果表明

游泳课合作学习教学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对游泳学

习的兴趣，而传统的教学可以使一部分学生提高学

习游泳的兴趣，但是同时也会使一部分学生减少学

习游泳的兴趣。分析其原因是，合作教学中，教师

把课堂还给学生，突出教学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

位，以“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教学分组，让学生成

为学习的主人，他们在合作教学过程中进行激烈的

交流与讨论，脑力资源真正达到共享，问题往往会

很快得到解决，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都能学有所

得，真正体会到合作的价值，并在较民主、宽松和愉

悦的教学环境中，提高自我效能感，增强学习自信

心，从而提高对游泳的学习兴趣。而传统教学过

程，教师习惯于让学生跟自己的思维转，其“填鸭

式”教学使学生成了学习的机器，缺乏主观能动性，

没有自觉性和创造性，只是一种被动接受，因而，学

习兴趣便随教学的推进而下降。

3.4 合作学习教学法对群体凝聚力的影响

德国心理学家柯特·卢因提出群体动力论，把

群体与其成员间的相互作用看作是群体行为的动

力，群体动力大小可用群体凝聚力表示。群体凝聚

力是指群体对成员的吸引力和成员之间的相互吸

引力。凝聚力大的群体，内部人际关系融洽、和谐，

而个体关系的好坏直接影响群体凝聚力的高低，在

合作学习教学的实验中把群体凝聚力作为重要的

测试指标，结果如下：

表6 实验前、后群体凝聚力比较

实验班

对照班

n

23

23

X

42.61

42.91

s

4.26

5.14

t

0.5

p

0.62

X

46.83

43.43

s

4.51

4.63

t

2.516

p

0.016

实验前群体凝聚力 实验后群体凝聚力

从表6可以看出，实验前P>0.05，显示实验前实

验班和对照班的群体凝聚力，差异无显著意义，实

验后P<0.05，说明实验后实验班、对照班的群体凝

聚力差异显著，其结果分析如下：合作学习教学以

互补、互助为目的进行分组，每组一般4人，其中两

名中等生，一名优等生，一名差生。这种机制可以

把个人之间的竞争转化为小组之间的竞争，使小组

内部形成较密切的合作，每个成员的集体意识增

强，内耗减少，整体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群体凝聚力

显著增强。而且，合作教学过程中学生有更大的自

由活动空间以及更多的相互交流的机会，他们在小

组中尽其所能，改善了人际关系，每个成员学会对

不同意见的理解和包容，增强相互之间的吸引力，

更大程度地感受到自尊和被其他成员所接纳的喜

悦，他们学游泳的共同经历，共同体验也增强了他

们的群体凝聚力。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4.1.1 运用合作学习教学法，有利于充分开发和利用

教学资源，培养学生互帮互助精神，进一步提高学

生的游泳技术动作水平。

4.1.2 运用合作学习教学法扩大了体育教育专业学

生对资料的占有量，增加学生“讲解”、“示范”、“指

导”机会，有利于提高观察分析解决问题能力，练就

扎实的基本功。

4.1.3 运用合作学习教学法，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学生

都有表现自己的舞台，学生在各自原有基础上都能

得到发展，从而提高学生学习游泳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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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4 合作学习教学有效利用竞争与合作学习，培养

学生的集体责任感和荣誉感，对提高群体凝聚力和

工作效率，有促进作用。

4.2 建议

4.2.1 合作学习不仅仅限于游泳教学中，还应把合作

精神渗透到整个学校体育工作中，这样，学生的合

作意识与能力、合作行为习惯、团队合作精神等才

能在更大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得到发展。

4.2.2 合作学习教学法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

师要明确目标、把握时机，充分发挥主导作用，适

时、适当地调整小组合作的过程，特别要注意加强

学生合作方法、协调技能的指导。

4.2.3 合作是一种生活态度，合作学习教学应注重这

种生活态度的培养，并帮助学生树立积极的合作学

习价值观，以适应合作与竞争异常激烈的当今社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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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referring to relative material，surveys，data statistics and teaching experiment，this paper
analyzes the cooperative method in swimming classes. It shows that the method can help students master the
swimming skill and ability，arouse their greater interest in swimming，cultivate their abilities of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and improve students’cohesive fo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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