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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higher education in China. Researchers 
found that the cooperative learning has many advantage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learning 
methods. But studies also showed that the learning result of the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was 
fall short of satisfaction in Chinese college teaching practic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result of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am processes 
theory. This study surveys 212 college students who participated in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and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demonstrate that both task process and interpersonal process have sig-
nificant impact on team satisfaction, and only interpersonal processes has significant impact on 
team performance which is measured by real grade of the students’ group project, but task 
process has not significant impact on team performance. In the end,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to college teachers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group coope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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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小组合作学习的教学模式在我国高等教育中得到广泛应用，研究者认为合作学习对比传统学习方法有较

大优势，但在我国高校教学实践中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却不尽人意。本文尝试从团队过程理论出发，分

析影响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因素。本研究以212名参与小组合作学习的大学生为样本，通过问卷调查和

实证分析，发现任务互动和人际互动这两个团队过程要素都对团队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只有人际互动

对合作学习小组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影响，而任务互动并不对小组学习成绩产生显著影响。最后文章根

据研究结果对教师提出了改善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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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学生在小组中开展学习，并通过小组整体表现来获得评价的小组合作学习已经

成为一种很普遍的教学形式[1]。在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工作任务变得越来越复杂和有挑战性，单

靠个人能力，已经很难独立或者很好地完成工作，因此每个组织都在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我国大学

生高中学习阶段受应试教育影响，形成了仅关注个人学业成绩，独来独往、独善其身的思维定势和行为

习惯，高中阶段也基本没有培养团队合作能力方面的训练，从而使刚入校大学生的团队合作能力和意识

严重缺乏[2]。另外，在目前我国高等教育资源还是比较紧缺，很多课程都只能采用大班教学，小组合作

学习可以在增加同学的参与程度的同时帮助教师缓解教学压力。而科技和社交媒体的发展也为小组合作学

习提供了极大便利，小组成员之间可以通过社交媒体进行互动和沟通，增加了小组合作学习的可行性[3]。 
研究发现合作学习相较于传统学习方法有较大优势，合作学习能提升学生的学业成就，提高他们的

人际交往能力并有益于学生的心理健康[4] [5]。但在我国高校教学实践中，大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却

不尽人意，研究者发现分工不明、责任不清晰、小组成员参与度不高以及部分成员搭便车等现象比较普

遍，最终影响了大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效果[6] [7]。影响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因素很多，关香丽等认为学

生参与态度、教师引导、合作技能、小组结构与环境、学习策略是影响大学生合作学习成功与否的重要

因素[8]，徐红彩研究发现目标、计划、分工、合作、积极性、交流沟通、矛盾冲突、组长、评价、监督

等都会影响到合作学习的效果[9]。合作学习的方式也很多，小组项目(Group investigation)是其中之一，

在这种方式下，教师将学生分配到小组当中，布置较有挑战性或者复杂的小组任务，小组经过调研分析

形成报告或者进行课堂演示，最后由教师和同学对小组的任务成果进行评价[10]。小组项目的合作学习方

式较其他方式而言，学生的自主性更强，更能对学习过程进行控制，进而更能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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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组项目的合作学习方式实质是团队学习，本文尝试用团队理论来分析大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

性。“输入–过程–输出”(input-process-output，简称 IPO)模型是团队理论的重要模型，其中输入包括

工作、团队以及个人特征；过程就是团队过程，即团队成员之间或成员与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输出则

是团队绩效。IPO 模型解释了团队输入如何影响团队过程，最终团队过程影响团队输出的整个过程[12]。
针对小组合作学习，团队输入包括课程目标和内容，小组任务设置，小组规模和组成，教师支持与引导，

评价方式，以及小组成员的性别、学习成绩和人格等；过程指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的互动过程；而输出就

是合作小组的学习效果。本文的研究重点是大学生合作学习小组的团队过程对其团队绩效的影响。Marks
等将团队过程定义为：“团队成员之间相互依赖的行动，这些行动通过认知的、语言的、以及动作的方

式将输入转化为结果，力图达到团队整体目标”[13]。关于团队过程的构成维度，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

Gladstein 认为团队过程因素包括沟通、支持、冲突、计划讨论、个人分工，边界管理等[14]。刘雪峰和

张志学通过情境模拟的方法发现团队过程包括任务结构互动和人际互动两个维度，并且绩效好的团队在

这两个方面都比绩效差的团队表现得更好[15]。Marks 等人建立了基于时间阶段的团队过程模型，将团队

过程划分为转化过程(transition process)、行动过程(action process)和人际过程(interpersonal process)。转化

过程包括制定团队计划和达成团队目标共识，行动过程指根据团队目标对任务及团队成员行为进行监控、

团队成员之间合作行为等，转换过程在前，行为过程在后，它们都关注团队任务的完成，属于团队过程

中的任务互动。而人际过程则贯穿在整个小组项目过程中，表现为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和支持、冲突管

理以及人际沟通等，属于团队过程中的人际互动[13]。 
本文研究团队过程对大学生合作学习效果的影响，以 Marks 等的研究为基础，讨论转化过程、行动

过程和人际过程中团队成员互动对大学生合作学习的影响。结合大学生小组合作学习的实际情况，文章

分别选取“任务分工”和“任务监控”代表转化过程和行动过程中的团队互动，选取“团队信任”和“团

队沟通”作为人际过程中的团队互动。通过问卷收集和统计分析的方法，分析团队过程中这四个变量对

于大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效果的影响，并对如何通过有效团队互动提高小组合作学习效果提出具体建议。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和课程背景 

本研究对象是广东某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在《商务与人际沟通》课程学习中，4~5 人的学生小组将

完成一个说服型演讲的小组合作学习项目。该学习小组具体的设计包括：1) 项目的小组成员由教师确定，

教师会根据学生的性别以及上一学期成绩来组成异质化的小组。2) 学生自定题目，尝试就某一个具体问

题进行说服型演讲，要求内容能结合课程中说服及演讲相关的理论和方法。3) 学生小组需要进行二手资

料收集以及对说服对象进行调研，全体成员都必须参与演讲。4) 每个学生的成绩由两部分组成，小组统

一的成绩和小组成员互评而产生的个人成绩。总体而言，在研究设计中满足项目小组类的合作学习中任

务明确、小组成员数量适中、小组成员异质化等要求。 

2.2. 问卷设计及数据收集 

本文使用两个变量来测量小组合作的学习效果，一个是主观效果：即学生对小组合作学习的满意度，

举例条目是“总的来说，我认为本次小组合作学习是一次愉快的经历”。另一个是客观效果，就是合作

学习小组的真实成绩。 
本文选择任务分工、任务监控、团队信任和团队沟通四个变量来测量团队过程要素。任务分工这个

变量采用张志学等研究中的量表，举例条目是“我们小组制定了完成任务的工作计划”[16]。任务监控是

根据 Marks 等研究中的行动过程自行设计的一个构念，主要测量团队过程中对团队任务的执行、监督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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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馈，举例条目是“总体而言，我所在的小组每个阶段的任务都能够比较按时、按质完成”[13]。团队支

持、团队沟通这个两个变量是根据王海霞研究中的量表编制而成，团队支持的举例条目是“当我完成自

己的任务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是能得到其他小组成员的支持”，团队沟通的举例条目是“遇到意见分歧

时，我们小组总是能通过讨论来解决问题”[17]。每个构念用 3 个题目来测量，每个题目都采用 Likert 5
点计分法测量。本研究共发放问卷 215 份，回收问卷 215 份，其中完整和有效问卷 212 份。通过 SPSS18.0 
统计分析软件检验，问卷的信度分析结果见表 1，显示量表各个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7 到 0.9 之间，

表明量表信度较好。 
 
Table 1.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questionnaire (N = 212) 
表 1. 问卷的信度(N = 212) 

构念 团队满意度 任务分工 任务监控 团队支持 团队沟通 

Cronbach’s Alpha 0.764 0.819 0.834 0.709 0.802 

3. 研究结果 

3.1. 相关性分析 

为了初步分析不同的团队过程要素是否对大学生合作学习效果产生影响，本文首先对团队支持、任

务分工、团队沟通和任务监控这四个团队过程要素以及团队满意度和小组成绩这两个学习效果进行了两

两相关分析，具体结果如表 2 所示。 
 

Table 2. The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variables (N = 212) 
表 2. 研究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分析结果(N = 212) 

序号 变量 1 2 4 5 6 

1 任务分工 -     

2 任务监控 0.518** -    

3 团队支持 0.481** 0.430**    

4 团队沟通 0.499** 0.592** -   

5 团队满意度 0.627** 0.622** 0.648** -  

6 小组成绩 0.405** 0.416** 0.477** 0.408** - 

注：*p < 0.05，**p < 0.01。 

 

研究结果显示任务分工、任务监控、团队支持和团队沟等团队过程要素分别与团队满意度以及小组

成绩都显著相关。其中与团队满意度相关性最高的是团队沟通，与小组成绩相关性最高的是团队支持。 

3.2. 多元线性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团队过程要素对大学生合作学习效果影响的大小及其显著性，本文分别建立了两

个模型进行多元线性回归，自变量都是团队过程的四个因素，因变量分别是团队满意度和小组成绩，所

得结果如表 3 所示。 
以上的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任务分工、任务监控、团队支持和团队沟通这四种团队过程要素都对团队

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而其中影响较大的两个因素是任务分工和团队沟通。对于小组成绩产生显著影响

的因素是团队支持和团队沟通，而其中影响最大的因素是团队支持，任务分工和任务监控则不对小组成

绩产生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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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The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 (N = 212) 
表 3. 回归分析结果(N = 212) 

自变量 团队满意度 小组成绩 

任务分工 0.293*** 0.085 

任务监控 0.241*** 0.106 

团队支持 0.133* 0.346*** 

团队沟通 0.292*** 0.198** 

R 0.769 0.597 

R 平方 0.592 0.357 

调整过的 R 平方 0.584 0.344 

估计的标准误差 0.31773 1.57096 

注：* p < 0.05，**p < 0.01，***p < 0.001。 

4. 实证结果讨论分析 

4.1. 团队过程中的任务互动和人际互动都对团队满意度产生显著影响 

从回归分析可以看出，任务分工、任务监控、团队支持和团队沟通这四种团队过程要素都对团队满

意度产生显著影响，从实证角度支持了无论是团队成员间的任务互动还是人际互动都能提升大学生合作

学习的主观学习效果。高团队满意度一方面可以提升本次团队任务的工作绩效，更重要的是让学生更有

意愿参与下一个团队任务，更愿意在下一个团队任务中投入更多地时间和努力，并积极与同学进行分享

和协作，对培养学生的团队合作以及领导能力很有帮助。大学生合作小组可以通过明确活动目标、制定

工作计划、确定角色分工、控制活动进程这些团队任务互动来提到成员的满意度。同样合作小组中的充

分沟通、相互信任 、协调合作等人际互动也是提高成员满意度的重要手段。 
另外研究表明，在四个团队互动行为中，任务分工和团队沟通对团队满意度的影响较大。在大学生

小组合作学习中，当学生感到团队有明确分工，每个成员都会对其任务和小组目标负责，而不是只有个

别同学努力时，他们对团队的满意度更高。研究结果表明任务分工比任务监控对团队满意度的影响更大，

任务分工属于团队过程中前期的转化过程，任务监管属于后期的行动过程，因此对于小组合作学习而言，

前期的任务界定、计划和分工更重要。另外，拥有高效的团队沟通，即团队成员能够有效分享信息，进

行冲突管理，有效组织团队会议时，小组成员满意度也较高。 

4.2. 团队过程中的人际互动对小组成绩产生显著影响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团队支持和团队沟通这两个变量对小组成绩有显著影响。前面的理论综述提到团

队支持和团队沟通都是人际过程的互动要素，因此本研究结果证实在团队过程中，人际过程对学生成绩

的影响更大。这是因为小组合作学习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成员间的支持和沟通可以増强彼此的熟知程度，

使得每个人都发挥他们的特长；另一方面这种支持和沟通可以增加情感互赖，帮助小组成员增加荣誉感，

能更有效地激励小组成员地完成任务。 

4.3. 团队过程中的任务互动对小组成绩不产生显著影响 

本研究讨论的任务互动要素主要包括任务分工和任务监控，其中任务分工体现的是团队中工作任务

的分工明确，成员各尽其责，而任务监控则是任务的落实、监督和执行。如果团队中过于任务导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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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分工和监控可能使小组出现团队主导思维，小组成员因为不愿意与他人产生冲突，即使有好的想法

也不愿意提出，可能导致小组的解决方案缺乏创意，从而负面影响最终的小组成绩。 

5. 对策建议 

基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就教师如何通过有效指导学生进行团队互动提高大学生小组合作学习效果

提出了如下具体建议。 

5.1. 鼓励小组成员之间相互支持和信任 

数据表明团队支持对团队满意度和小组成绩都有显著影响，可以说合作小组中成员之间的支持和信

任对于学习效果的影响很大。教师一方面可以在教学中鼓励小组成员之间的支持和信任，另外一方面，

教师需要对学生在团队中的互助和支持行为进行评估，并纳入最终的成绩。评估可以采用小组成员互评

的方式完成，还可以让每个学生撰写团队反思报告，通过该报告教师也可以一定程度对学生的互助和支

持行为进行评估。 

5.2. 注重教授学生团队沟通技能 

实证研究发现，无论是团队满意度还是小组成绩，团队沟通都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在高中阶段仅

仅关注个人成绩的大学生，刚刚进入大学时人际沟通技能十分缺乏。因此在小组合作的项目的过程中，

教师需要讲授提升人际沟通技能的方法，特别需要重点讲解与团队相关的专题，例如团队沟通与决策、

小组会议组织、冲突管理和倾听等。如果课堂时间有限，可以为学生提供相关阅读资料。 

5.3. 适当介入和监督团队过程 

小组项目类型的合作学习给了学生很大的学习自主性，但在整个过程中教师也不应该不管不问，教

师适当的介入和监管，能帮助团队有效把握和控制任务进程，也能加强小组高效沟通，更有效地帮助学

生展开合作学习。比如，教师可以要求小组指定组长，并让学生汇报项目中的工作分工以及不同阶段任

务的完成情况，并且在项目中期参与学生的讨论会，了解学生在团队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困难并给予指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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