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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在对团队精神培养的意义、要素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当代大学生心理特点和在团队精神方

面存在的问题，设计了组队竞技的教学方式，将团队精神培养渗透于大学物理实验的学习中。通过对两

个平行教学班共计200名学生进行对比试验，比较不同教学方法在培养学生团队精神方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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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significance and elements of the cultivation of team spirit, 
combined with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prob-
lems existing in team spirit, this paper designs the teaching method of team competition, so as to 
infiltrate the cultivation of team spirit into the study of college physics experiment.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experiment of 200 students in two parallel teaching classes, this paper compares the 
effects of different teaching methods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team spi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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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团队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1]。团队精神，是指团队成员出于对团队的满意和认可，产生强烈的归属感与

一体感，并因此将团队的命运与自己的前途联系在一起，荣辱与共，自身利益服务服从于团队利益，明

确自己的角色定位，自愿并主动与团队其他成员积极协作、共同努力奋斗[2]。通过团队合作，可以促使

大学生建立相互信任、默契的合作机制，培养团结奉献、锐意创新的精神品质和良好的人际交往能力[3]。 

2. 面临的问题 

当代大学生中独生子女居多，在家庭中大多属于众星捧月的状态，父母和祖辈的溺爱和娇宠，使得

大学生容易以自我为中心，较少考虑别人的感受，且自我保护意识极强，过于计较个人得失，缺乏与人

合作的自主性，与人沟通的意愿和能力也深受影响[4]。此外，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

竞争与合作成为现代人际关系中一种很常见的现象。特别是在长期应试教育的竞争压力下，家长之间、

学生之间对成绩的攀比和追逐，使得若干素质教育的目标被忽视，精致利己主义使团队精神的教育面临

巨大挑战。 

3. 大学生团队精神培养的要素 

根据团队精神的意义和当代大学生存在的问题，确定了大学物理实验中团队精神培养主要针对 4 个

方面：通过团队精神培养，激发学生的团队归属感和集体荣誉感；通过团队精神培养，纠正学生对竞争

与合作认识的偏差；通过团队精神培养，解决学生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的问题；通过团队合作能力培养，

锻炼学生语言表达、沟通、协调和领导能力。 

4. 大学物理实验中团队精神培养的方案设计 

各个学科，各门课程都可以进行团队精神培养方面的思政教育，但是与理论类课程相比，实践类的

课程更容易设置互帮互助、指挥领导、分工协作等学生之间团队合作的互动环节，跟语言文字相比，在

处理具体事务过程中切身感受，更容易让学生身临其境地理解团队的意义，也更容易在短期内得到和评

价团队合作的效果。本文主要以大学物理实验这一门实践课程为依托，研究如何利用实验的各个环节，

运用各种教学互动手段，潜移默化中引导、激发、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 
当代大学生处于互联网时代，他们知识面宽，思维活跃，不满足于现成的结论，具有强烈的好奇心

和批判思维。因此，刻板的说教很难真正得到学生的认同[5]。需通过一种学生乐于接受的形式，使其在

不知不觉中，切实感受团队的魅力。 
大学物理实验中的团队精神培养主要是通过团队抢答、团队竞速等组队竞技游戏形式，使学生在“玩”

物理实验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合作用，培养团队合作的意识和能力，潜移默化中提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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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团队精神素养。在教学内容中，选择具有发散性和挑战性的研讨任务和实验内容，通过团队抢答、团

队竞速等形式，激发学生团队合作的意愿、团队参与感、荣誉感，培养学生的表达、沟通、解决争议矛

盾等团队合作能力，纠正学生对竞争与合作认识的偏差，锻炼学生语言表达和沟通能力[6]。 

5. 课堂组织实施 

本研究将 200 人分为两个平行班，进行了对比试验，检验组队竞技模式在团队精神培养方面的效果。

其中教学 1 班共 5 个组 100 名学生，采用组队竞技的教学组织形式。教学 2 班共 5 组 100 名学生，采用

传统教学模式。组队竞技是将同一实验组内的 20 人平分成 4 个小队，队与队之间进行比拼。采用团体分

的评分规则，同一小队内所有人的课堂表现分是相同的。 

5.1. 比赛内容与成绩评定 

比赛内容应难易结合，既要有门槛低、易参与的内容，同时也需要具有一定难度和挑战性的实操内

容，以便对为激发团队合作创造条件。成绩评定也是以激发团队合作为主要目的，分数高低并不是最终

目标。 

5.1.1. 入门门槛低 
保证所有学生都有能力参与，无论之前基础好坏，每名学生都能完成基本操作，每个人都能为团队

做出自己的贡献，感受到自己是团队的一员，体会到自己对团队的作用，产生团队归属感[7]。 

5.1.2. 实操内容应具有一定的挑战性、高阶性 
实操结果因具有一定的区分度，能反应出学生的个体差异。学习好、进度快的学生能体会到成就感、

优越感，主动承担团队领袖的职责；进度慢、困难多的学生，主动寻求帮助，认可团队领袖的能力。利

用个体差异，实现团队自然分工。 

5.1.3. 最终成绩以小组为单位进行评价 
以做的最慢或分数最低的学生成绩作为该组学生每个人的成绩，个人做的再好也不一定拿到高分，

促使学生必须进行团队合作。激发每名学生对团队的归属感与一体感，增加团队的凝聚力。 

5.2. 比赛类型 

比赛内容主要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问题分析类的团队抢答题；一类是实操类的团队竞速题。 
团队抢答题主要是对实验现象、实验原理、操作要领等的理论分析，学生 5 人为以小队，在规定时

间内完成队内讨论，通过抢答确定答题权，获得答题权的小队阐述观点后，由教员组织罗列出答案要素。

其他小队具有批判质疑权，可以补充自己的观点和理解，也可以反驳对方的观点，同样由教员罗列要素。

最后根据各组回答的要素数量，确定各组得分。通过这一系列活动，激发学生团队合作的意愿、团队参

与感、荣誉感，培养学生的表达、沟通、解决争议矛盾等团队合作能力。 
团队竞速题主要是选择难度适中的实操环节，组织小队之间的竞速赛，速度最慢的学生成绩决定小

队最终成绩，利用木桶短板原理，倒逼学生分析团队存在的问题，自发进行团队分工和团队合作，取长

补短查漏补缺，增加团队凝聚力，促进小队成员间的交流与协作，激发团队进取心，解决学生自我为中

心和利己主义的问题。 

6. 效果评价 

为了分析实践效果，我们分别在课前和课后做了两次问卷调查，分析比较学生在团队精神方面发生

的变化。针对问题 1“在大学物理实验课中，你是否愿意与他人分享交流经验？A 愿意、B 不愿意、C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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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自己学习进度的情况下可以考虑”，调查结果如表 1 所示。教学二班中未使用组队竞技的授课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选择“愿意”的学生人数由课前调查的 34%增加到 49%，增加了 13%；选择“不影响自

己学习进度的情况下可以考虑”的人数由 39%降低至 30%，降低了 9%，变化不明显。教学一班采用组

队竞技的形式，调查结果显示愿意分享的学员人数由课前调查的 36%增加至 78%，增加了 42%，远高于

教学二班的 13%。一定程度上说明，组队竞技的形式能极大提高了学生交流、合作的意愿。 
 
Table 1. Question 1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表 1. 问题 1 的问卷调查结果 

教学班 是否使用组队竞技 调查时间 A B C 

一班 是 
课前 36% 25% 39% 

课后 78% 3% 19% 

二班 否 
课前 34% 27% 39% 

课后 49% 21% 30% 

 

在面对问题 2“实验课中，如果遇到困难长时间解决不了，你会倾向与以下哪种选择？A 向教员寻

求帮助、B 向其他同学寻求帮助、C 仍然自己研究”时，问卷调查结果如表 2 所示。教学二班 B 选项选

择比例由课前的 16%提高到了课后的 23%；教学一班 B 选项选择比例由课前的 18%提高到了课后的 83%，

进一步反映了组队竞技在提高了学生团队合作意愿方面的效果。 
 
Table 2. Question 2 questionnaire survey results 
表 2. 问题 2 的问卷调查结果 

教学班 是否使用组队竞技 调查时间 A B C 

一班 是 
课前 38% 18% 44% 

课后 12% 83% 5% 

二班 否 
课前 44% 16% 40% 

课后 47% 23% 30% 

 

针对问题 3“个人利益与团队利益冲突时，你会怎么选择？A 个人利益最重要、B 兼顾个人利益但个

人利益更重要、C 团队利益最重要但要兼顾个人利益、D 团队利益最重要”教学二班课前课后变化不明

显，教学一班选择“团队利益最重要”和“团队利益重要，但要兼顾个人利益”的比例提升了 51%。针

对问题 4“对于一项任务或工作，你认为怎样完成更合理？A 召集一个团队分工合作完成、B 自己加班加

点独立完成”教学二班选择 A 的比例由课前的 23%提高到课后的 31%，有小幅提升。教学一班选择 A 的

比例由课前的 26%提高到课后的 85%，提升明显。说明组队竞技对于团队意识和团队合作能力培养的效

果显著。 
通过对两个平行班考试成绩的分析，比较分析组队竞技在学生的学习效果。期末考试中，教学一班

全部及格，其中 80 分以上占 43%；教学二班不及格 2 人，80 分以上占 21%。通过考试成绩可以看出，

组队竞技的组织形式，在培养学生团队精神的同时，不仅没有冲击既定教学内容的学习，反而在一定程

度上提高了学生的学习成绩。 

7. 总结 

本文通过研究如何通过团队抢答、团队竞速等组队竞技的形式，将团队精神培养融入到大学物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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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的教学中，使学生在学习物理实验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团队合作的意义和作用，培养团队合作的意识

和能力。通过平行班对比试验、问卷调查和成绩分析表明，大学物理实验中采用组队竞技的形式，不仅

能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的团队精神，而且对于学习效果和成绩的提高也有明显的促进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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