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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协作学习是根据教学目标设计不同的学习主题，通过学习、思考、角色扮演、辩论、答疑、总结等多种

形式完成协同学习任务，并通过多种评价方式全面综合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在《桥梁工程施工技术》

课程中进行协作学习应用探索，教学实践表明协作学习能够使学生自主进行知识建构与探究，锻炼学生

团队协作能力、深入剖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能力，有利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为其他课程开展协作学习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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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is a process in which students complete collaborative learning tasks 
through thinking, competition, debate, role-playing and other forms, and comprehensively eva-
luate students’ learning by using a variety of evaluation methods.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ollaborative learning of bridge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students can 
construct and explore knowledge, exercise students’ teamwork ability, analyze and solve pr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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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ms, and cultivate critical thinking. This study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other courses to carry out 
collaborative lear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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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协作学习(collaborative learning)是指由两名以上的学习者组成学习小组，为达到共同的学习目标而进

行学习的活动。协作学习以组为基本单位，组员间分享其收集的信息、学习材料、学习心得，组内或是

组与组之间可以通过争辩、讨论、倾听、表达等学习形式，让每个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学习过程中，并开

展诸如合作、角色扮演、问题解决等协作活动，从而达到学习目标[1]。小组成员间利用课程教学资源，

通过小组成员间的团队协作学习，就协作学习主题进行学习、讨论，对某些重点问题进行批判性探究，

并在翻转课堂汇报，讨论、答疑、展示成果[2] [3]。本文以道路桥梁与渡河工程专业课《桥梁工程施工技

术》为例，进行小组协作学习应用探索。 

2. 协作学习组成要素 

1) 协作小组：合理分组，教师根据学生的成绩、爱好、能力特长等方面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

将学生划分成若干个协作学习小组。 
2) 小组成员：学习活动中小组内的每一名学习者，且组内成员分工明确。 
3) 教师：教师组织协作学习小组围绕教师提前设计的主题进行学习、讨论，在教师的组织下，通过

学习、汇报、讨论、解决争议等环节完成协作学习过程。当协作学习小组或学习者遇到困难时，给予及

时有效的引导、帮助，最后，对协作学习小组的成果进行客观的评论。 
4) 协作学习环境：教师在组织开展协作学习教学活动中，为学生提供真实的情境，为学生提供组织

环境、空间环境、活动环境等可以保证协作学习活动持续的环境。 

3. 协作学习存在的问题 

小组协作学习将原有的传统教学模式改变为以学生为主的教学模式，但是目前很多协作学习缺乏精

心组织与设计、仅仅流于形式[4]。 
1) 小组人数结构、组成不合理，内部分工不明确。如果工作小组人员过多，每个人参与度受限，协

作效率低下；但如果人数过少，会因人手不足导致部分讨论、角色扮演等无法展开。小组内分工与协作

内容不明确，协作学习仅仅依靠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独自完成所有工作，而部分学习积极性不高的学生

会搭顺风车、无参与感，没有真正做到全员参与。 
2) 协作学习模式较少，较少体现批判性思维培养。大多数小组成果展示仅仅是一堆概念的拼贴，或

者简单地将个体学习投入进行叠加，而没有自主建构知识的过程，真正开展“竞争”、“辩论”、“角

色扮演”等协作学习模式的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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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缺乏教师有效的引导。协作学习过程中教师没有及时了解小组协作学习情况，没有在合适的时机

进行有效的干预和引导。 
4) 评价机制不合理。协作学习不能以教师评价为主，而要开展学生组间互评、组内互评与教师评价

相结合的多元评价体系。 

4. 协作学习的应用探索 

在《桥梁工程施工技术》课程中探索小组协作学习，学习者利用线上教学资源根据协作学习主题自

主学习，组内成员间进行角色扮演，共同探讨完成某个知识点学习。 

4.1. 成员分组 

根据“组间同质，组内异质”为原则将学生 4~5 人分为一组。每一个合作学习活动的开始，组员都

以共同的学习目标为基础，完成不同的分工任务，在共同的学习中各司其职，各尽所能，通过密切合作、

互相帮助完成学习目标。 

4.2. 协作学习模式 

在协作学习中需要每位成员进行明确分工，担任不同岗位和任务，通过团队合作完成学习目标。每

位成员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在《桥梁工程施工技术》课程的协作学习中，要求组内成员在不同学习目

标中扮演不同的角色，即施工单位不同岗位的角色，比如有测量员、技术员、质检员、安全员、实验员

等，对于每一个练习，学生们预先准备好一个问题或定性一个问题，并在规定时间内展示，其余同学进

行反思性提问，大家讨论解决问题。通常小组成员都会积极准备自己扮演角色的问题并解答问题，其余

倾听者会认真思考发现问题，并提出质疑。同学们在课堂上进行思考、辩论，通过小组协作，回答质疑，

解决问题。辩论过程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提升学生们思考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4.3. 协作学习主题设计 

教学设计是在分析学习者特点、教学大纲的基础上，通过研究制作教学资源，形成学习策略制定、

实施、评价和持续改进的过程[5]。协作学习主题设计是根据教学大纲要求，结合桥梁工程施工实践，考

虑学生已掌握的知识和技能的基础上，确定协作学习主题，使学习者经过协作活动之后在知识掌握和能

力提升方面有所收获。比如绪论中结合桥梁施工技术发展，学生在协作学习中寻找身边家乡的桥，完成

家乡桥工程概况、采取施工方法等工程资料收集，使得学生对于家乡桥的认识不仅仅是外观，要探究它

采用哪种施工方法，为后续学习施工方法埋下伏笔。在基础施工方法学习中，以实际工程案例资料为背

景，学生以协助学习小组为单位，自主选择施工方法，并根据选择的施工方法制定施工方案。在模板工

程、钢筋工程及混凝土工程学习单元中，提供典型工程事故案例背景资料，学生分析事故原因。协作学

习主题是以教学大纲为依据、“以学生为中心”、以任务为驱动并结合工程实践进行设计。 

4.4. 小组协作学习过程 

1) 预习、课前自测 
教师在教学平台共享桥梁工程施工技术相关的学习资源：电子教材、微课、授课视频、工程图片、

桥梁工程施工视频、课外阅读专业书籍、课程思政小视频及名家传记等大量电子资源，供学生学习。 
教师发布学习主题，学生利用手机查看线上教学平台资源，根据自己的时间合理安排学习并通过课

前自测，教师可以利用网站汇总的学生预习信息，及时掌握学员预习状态，并掌握其对所学习知识点的

熟悉程度，根据学生的学习效果，及时调整线下课堂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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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讨论、角色扮演练习 
协作学习小组根据学习任务主题，明确各自分工，根据协作学习小组角色扮演练习的程序，学生在

每个小组中扮演选定角色，学生在所有练习中保持在同一组。第一次任务开始时学生推选出组长作为管

理者，并记录分组情况、任务分工、小组内测量员、技术员、质检员、安全员、实验员等角色扮演者情

况。第二次任务开始时，需要重新选择组长，第一次当组长的同学这次当组员，组内成员重新选择扮演

的角色。对于每一个练习，学生们都需要提前学习，材料准备、讨论，所有小组成员都要积极参与，通

过小组协作学习，完成主题任务，最终形成小组成果。例如在桥梁基础施工方案制定环节，学生根据分

配的角色，完成相应角色完成的方案内容，并对其他人的角色内容提出质疑，并展开组内讨论，最终形

成一致意见，形成最终学习成果。 
3) 答疑、互动 
线上平台可以进行网上交流，答疑与互动。学生在协作学习中，如果出现了困难，可利用此平台向

小组同学及教师提交问题，师生线上交流。组内或组间同学利用学习平台交流学习心得与想法，共同进

步。教师及时了解学生学习中的困扰与进度，适时引导。将平台数据汇总可以作为过程考核的数据资料。 
4) 汇报、质疑、讨论 
协作学习进入到汇报阶段，汇报阶段中概念冲突会激发汇报者新的能量，组间产生激烈的讨论。报

告阶段借助翻转形式，将学生变被动为主动，汇报过程中锻炼学生语言表达能力，组间激烈讨论、质疑，

则锻炼学生发现问题能力，汇报者运用已学知识借助协作团队的力量解决问题，教师要进行适度的引导，

最终由学生阐述解释各种冲突的概念，并形成最后的结论。整个过程不是教师向学生灌输知识、学生被

动接受信息的过程，而是“以学生为主”、学生不断重新建立自身对知识点的了解与认识的教学过程，

是培养批判性思维的过程。 
例如：在协作学习主题“典型桥梁事故分析”中，由一组假定为“专家”小组对事故进行分析，然

后，每组的发言人彼此讨论这个问题，然后邀请其他学生发言，并对这个“专家”小组提出质疑，发起现

场讨论，如果现场不能回答学生们的质疑，那么专家小组要课下继续探究问题答案，后续课上进行回答，

任课教师进行总结，学生们被引导重新评估他们的整个概念框架并形成科学合理的概念。我们需要在协

作学习中加强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以便他们仔细检查不同概念冲突练习中呈现给他们的备选

方案，从中选择科学合理的方案及概念，通过交流分享、质疑、讨论、问题探究协作完成知识的内化过

程。 
5) 评价 
传统课堂中的评价主要是通过卷面考试进行，而协作学习的过程是协作学习的主要组成，因此协作

学习注重过程考核，如学习平台上学生们学习的数据，学习的时间、次数，讨论的次数、作业成绩、汇

报表现、辩论过程表现等组成。学生协作学习中的表现通过小组内成员互评、组间互相评定、教师评定，

三种评定均作为协作学习过程成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6) 巩固提升、课外拓展 
根据学生协作学习过程表现，及时调整教学设计，并根据学生掌握知识情况布置课后测试及作业，

并推送课外拓展阅读文章，引导学生进一步思考，凝练观点，参加学生课外科技竞赛或撰写专业论文，

进一步巩固学习成果、提升能力。 

4.5. 小组协作学习效果 

小组协作学习过程中小组各成员均有明确的任务分工，每位成员都可以更积极主动参与到学习中，

每位成员不可或缺，大家认识到了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每次不同主题中，各位成员不断轮换角色，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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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不同分工后的学习成果，同时角色扮演类似于真实工程项目中的不同岗位，使同学们提前熟悉岗位

职责。在汇报讨论质疑环节，提升批判性思维能力，总结阶段进行反思性学习。教学实践表明，协作学

习活动中，学生们更加专注于探索学习的过程，学生们参与度高，提升团队协作能力。 

5. 结论 

小组协作学习是学生充分借助教师提供的学习平台资源如视频资源、微课、学习辅导资料等进行自

主探究学习，通过相互讨论、总结、归纳问题完成教师设计的协作主题学习，并在课堂上角色扮演、展

示汇报、交流分享，其他小组质疑，汇报小组成员运用知识合作解决问题，教师及时进行引导并解惑答

疑。在《桥梁工程施工技术》教学上的实践中，协作学习提高了学生们的学习积极性、参与度，锻炼了

语言表达能力，培养了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其他课程的应用提

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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