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引言

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的讲解为主，学生是

被动的知识接受者，现代的教学方法强调以学生

为中心，学生由被动接受变为主动学习，教师也由

知识的传递者转变为学生学习的促进者、引导者

和组织者。合作学习（cooperative learning）也是基

于以学生为中心这一理念的学习方式，合作学习

模式有多种合作方式可供选择，在以学生合作学

习模式为主的课堂教学实践中，教师应怎样在多

种合作方式中做出合理选择？学生应如何完成学

习任务？教师应怎样实施课堂管理?这些问题是该

文的研究主题，笔者结合美国纽约市立大学斯坦

顿岛学院英语系《英语阅读》课（以下文中的《英语

阅读》都是指该门课程）的课堂教学模式探讨如何

构建教师主导下的以小组讨论为主的学生合作学

习模式。

2. 以小组讨论为主的合作学习和以教师为主

导的课堂管理

合作学习指的是学生通过共同努力而实现特

定目标或解决具体问题的学习方式，其在课堂教

学中的应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在合作学习的

过程中，学生们可以讨论、争辩，对不同的观点进

行 探 究，从 而 使 每 个 成 员 都 能 相 互 学 习（Slavin，
1991）。 Gabbert， Johnson & Johnson（1986）和 Nas-
tasi & Clements（1991）在研究中都指出，就学生的

学习效果和课堂表现而言，合作学习方式要优于

传统的教学方法。 学生通过合作学习能够促使他

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独立思考、表达个人观点，还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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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他们有机会分享同伴的经验和观点、向他人提

出问题并获得反馈，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使得

他们对自己的学习负有更多的责任。 虽然合作学

习的方式有多种，但不论是哪种形式都离不开把

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对某种观点进行探讨、就某种

技巧或技能进行训练并最终实现教师预期的教学

目标（Slavin， 1991），因此小组讨论是合作学习的

主要部分。 小组讨论的过程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步

骤：（1）教师给出具体的任务；（2）小组成员就任务

提前进行准备；（3）小组成员分别表达个人观点、

做法，相互提出问题并给与解答，就不同之处进行

讨论；（4）呈现小组讨论的结果。在以小组讨论为

主的合作学习模式中，教师应发挥主导作用。在小

组讨论之前，教师要给出具体的小组讨论的目标

或任务。Vedder & Veendrick（2003）指出教师给出

的学习任务是影响合作学习效果的因素之一。在

小组讨论结束之后， 教师要给出有效的总结和反

馈。需要强调的是，在小组讨论进行中，教师也应

进行有效的课堂管理，并随时解决在学生合作学

习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如：（1）小组成员中

有人没有提前进行准备；（2）小组讨论中出现个别

成员控制了讨论的话语权；（3）小组讨论中出现了

一直沉默的学生；（4）小组成员的讨论偏离主题。

Rosas & West（2009）指出课堂管理非常重要，不能

进 行 有 效 的 课 堂 管 理 会 影 响 教 学 活 动 的 顺 利 进

行。因此，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的合作学习模

式离不开以教师为主导的课堂管理，在以小组讨

论 为 主 的 学 生 合 作 学 习 的 模 式 应 是 以 教 师 为 主

导、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

3. 教师主导下的以小组讨论为主的学生合作

学习模式在《英语阅读》课的应用

3.1 背景介绍
“英语阅读”是纽约市立大学斯坦顿岛学院英

语系开设的针对全校的大一学生中没有通过美国

大学考试阅读测试（ACT：Assessment Reading Test）
的一门课，不能通过该项考试的学生不能修专业

课学分。选课学生共有 24 名，全部为第一代或 1.5
代移民，英语不是他们的母语，而是第二语言，共

同特点是英语的听说能力要强于读写能力，在词

汇量、语法和原文理解方面有很多困难。因此，该

课 程 的 长 期 目 标 是 在 阅 读 的 过 程 中 让 学 生 学 习

英语语法、扩大词汇量、熟悉阅读技巧、提高阅读

能力，为大学专 业 课 的 学 习 打 下 基 础，近 期 目 标

则 是 通 过 一 个 学 期 的 学 习 帮 助 学 生 们 通 过 学 期

末举行的 ACT 阅读测试，从而能够进入专业课的

学习阶段。

3.2 教师主导下的以小组讨论为主的学生合
作学习模式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实施

该课程共 64 学时，教学内容包括 9 篇从教材

（Bruce Rubin 编的 Inside Reading 第三册）中选出

的课文、3 篇教师自选的小小说和 12 学时的模拟

试题训练，在授课过程中采取的是以小组讨论为

主的学生合作学习模式，教师把每课内容的学习

分成课前准备、课 堂 讨 论、教 师 点 评 和 总 结 等 步

骤，把知识学习、阅读技巧的训练和阅读能力的提

高融入其中。下面以教材中的第 8 单元课文 Child
Prodigies 的授课为例进行说明。

课前准备：教师要求每个学生课前要做好预

习，包括通读课文并写读书报告。读书报告有两部

分内容：就课 文 内 容 提 出 一 个 问 题，用 于 课 堂 讨

论；用几句话 就 课 文 内 容 写 出 总 结，用 于 课 堂 讨

论。不能按时完成读书报告的学生，按迟一天扣一

分的标准计入作业成绩。

课堂教学：主要由课堂讨论和教师点评两部

分构成，每次 2 学时的课堂时间一般要进行 3 或 4
轮的小组讨论，每轮讨论结束之后教师会及时总

结、点评，把学生需要掌握的内容在总结和点评中

进行强化。

第一轮小组讨论的主题是读书报告。首先，教

师把学生分成 6 个小组，每组 4 名学生。然后进入

小组讨论，时间 20 分钟。小组成员依次读自己提

前写好的读书报告，然后小组内就 4 份读书报告

的内容进行讨论，提出问题并共同修改，然后选出

一份能代表本组最好水平的读书报告抄写到黑板

上。 下面选取的是其中 1 个小组讨论后的读书报

告（所有黑体和数字都是笔者所加）：

总结：This article spotlights ?the unusual abili-
ties of some very special children. It defines prodigy
as ?a young child who displays mastery of a field
that is usually undertaken by adults. It ?discusses
also④ what researchers look at nature to explain
child prodigies and what they look at nuture to ex-
plain it. However， the attention that⑤could prodi-
gies ⑥recive i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教师对小组总结进行了讲解，带领同学们找出

其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了修改建议，修改后如下：

This article spotlights ?“the unusual abilities of some
very special children”. It defines prodigy as ?“a young
child who displays mastery of a field that is usually
undertaken by adults”. It ?also discusses ④nature
and nuture. However， the attention that ⑤prodigies
could ⑥receive is both positive and negative.

对每一处的修改，教师都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和“?”处添加了引号，因为“?”是从 google 上搜

索到的对 child prodigy 的解释，“?”是课文中的原

话，教师强调不论是从网上搜到的信息还是引用

课文中的语言都要加引号并注明出处，否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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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剽窃；“?”处把副词和动词的位置进行了对调，

属于语法错误；④处表达过于繁琐，进行了简化；

⑤处把主语和情态动词进行了对调，属于句法错

误；⑥处是拼写错误。

教师对 6 个小组的读书报告的讲解环节一般

控制在 30 分钟以内，最后每一个小组的读书报告

在黑板上都由教师和学生们讨论后进行了相应的

修改，这种修改并没有标准答案进行对照，而是保

留了每个小组讨论后的框架和基本语句，修改的

主要是语法、拼写、表达和理解的错误，一方面使

得每个小组都获得成就感，另一方面又让学生们

认识到原来的错误从而得以提高。

第二轮的小组讨论是找出课文中每段的主题

句，从而锻炼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分辨主题和细节

的能力，在讨论中每个小组成员都提出自己的看

法并进行比较，小组讨论控制在 15 分钟左右，然

后 教 师 让 每 个 小 组 报 告 得 出 的 讨 论 结 果 并 进 行

讲解，讲解时间一般 15 分钟左右。

第三轮的小组讨论是关于课后习题，教师从

课后习题中选出需要同学们掌握的部分，然后让

每个小组对该部分进行讨论并得出答案，然后讲

师进行简单讲解。

第四轮小组讨论在单词测试之后进行，每次

新课学习完之后，教师会对前一单元的单词进行

测试，选出一定数量的单词，先听写，然后要求每

个同学对听写的单词给出词性和英文解释，并造

一 个 句 子。 同 学 们 完 成 之 后 就 进 入 小 组 讨 论 时

间，每个小组成员把单词的拼写、词性、解释和句

子读出来，进行 比 较 并 相 互 修 改。然 后 教 师 会 让

每 个 小 组 把 小 组 讨 论 后 的 听 写 单 词 的 所 有 内 容

写到黑板上，然后教师进行讲解。

3.3 课堂教学中体现的教学理念
在《英语阅读》的教学中，教师运用了大量的

学生小组讨论的方式完成教学内容。 在每一轮的

小组讨论开始前，教师都会给出具体的任务用来

引导小组讨论。 在小组讨论过程中教师观察每个

小组的讨论情况并及时解决出现的问题， 如在进

行读书报告的讨论中，若发现个别学生没有提前

进行准备时会让他退出小组；有的小组讨论中会

出现个别成员一直主导讨论而其他同学参与的机

会受到限制时，教师会进行提醒；小组讨论中出现

沉默的学生时，教师会去了解原因并给与指导；小

组成员的讨论偏离主题或闲聊时，教师会立即予

以制止。 在讨论结束后教师对小组讨论的结果进

行讲解时，所做的修改会在小组讨论的基础上进

行，从而使每个小组都能通过对讨论结果的修改

认识到错误从而学习语言的同时又能能体会到成

功的喜悦，对于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机有着

有益的影响。可见，教师在以学生小组讨论为主的

合作学习过程中起到了主动作用，这对教学任务

的顺利有效地完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4. 结语

在学期末教师对“英语阅读”的教学与学生进

行座谈以收集学生的反馈信息时时，笔者进行了

记录，其中一个问题是：本学期你学习该课程的收

获是什么？学生的回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通过写读书报告提高了边阅读边思考并进行总

结的能力；②学会了阅读时如何辨别中心内容和

具体细节；③扩大了词汇量并知道如何在句子中

确定单词的词性；④学习到了具体的阅读技巧；⑤
提高了对阅读能力的自信等。 这些实际上都和教

师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密切相关。 教师对课堂教学

方法的选择取决于教师的教学理念以及所教授的

具体课程的性质。 合作学习的核心理念是学生共

同学习，为自己的也为合作伙伴的学习负责。小组

讨论的方式把合作学习的范围进行了具体化，在

以小组讨论为主的教学过程中，与传统教学法相

比，教师的角色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一直起着主导

作用，并且决定了整个教学过程的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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