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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教育带来了深刻的变革
,

网络环境给协作学习的开展提
供了更有利的支持

,

本文探讨了网络课堂中协作学习的特点
,

指出了网络课堂中协作学习

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

并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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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课堂 中的协作学习是指利用

计算机网络以及多媒体等相关技术
,

由

多个学习者针对同一学习内容彼此交互

合作
,

以达到对教学内容比较深刻理解

与掌握的过程
。

一
、

网络课堂中协作学习的特点

网络课堂 中的协作学习具有以下

几点优势
:

1
、

突破时空的限制
。

网络所提供

的学习环境不受时间
、

空间的限制
。

2
、

协作形式多样化
。

协作形式多

种多样
,

协作内容可多可少
,

协作时间

可长可短
。

从网络技术发展来看
,

网络

教学可以给学生提供多种媒体的学习资

源
,

满足各种学习需要
。

3
、

知识结构非线性
。

网络中的知

识点连接都是超文本方式
,

符合人类的

思维特点
,

使学生能够按照 自己的需求

进行选择性的学习
。

4
、

资源丰富与共享性
。

网络资源

浩如烟海
,

包罗万象
,

而且大部分信息

都是共享的
,

非常丰富
。

5
、

协作性
。

一方面是教师与学生

能方便地共同充实教学内容
;

另一方面

是教师与学生
、

学生与学生之间一旦结

成学习伙伴
,

便可按合作意愿 自发地为

共同的学习主题制定合作计划
,

开展讨

论
,

互相启发
,

共享合作成果
。

二
、

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1
、

课上和课下不能有机的结合
。

协作学习 的开展大部分都是在课

上进行的
,

然而由于课堂上的时间有限
,

有些比较复杂的问题往往在课堂上无法

解决
,

这就要求学生在课后继续开展协

作学习
。

就实际运行的效果来看
,

学生

在课后开展协作学习的很少
,

或者几乎

不开展
。

这样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

一是

懒惰
,

不愿意在课后主动进行学习
;

二

是时间紧
,

有时候学生的课业比较多
,

确实也没时间开展协作学习
;

三是学生

存在侥幸心理
,

认为法不责众
,

大家都

没有完成任务
,

老师 自然也不好单独批

评谁
。

这个 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困难
,

不能
和学生硬碰硬

,

最重要的还是要让学生

喜欢上协作学习
,

让他们真正体会到协

作学习给 自己带来的进步与收获
。

首先

要和学生建立起 良好的感情基础
,

对于

即将布置给学生的学习任务教师要有独

画

到的见解
,

让学生从心底里对老师产生

敬佩之情
,

从而充分的信任老师
。

其次
,

在课后要多和学生沟通
,

必要时老师要

牺牲 自己的体息时间参与到学生的协作

学习中
,

这样既可以监督学生的学习
,

还可以用 自己的实际行动鼓励和感化学

生
,

带动起学生协作学习的积极性
。

2
、

参与协作学习的程度不均
。

网络系统的开放性 以及协作学习

的特点
,

使之并非适合所有的学生
。

在

进行协作学习时
,

有些学生参与协作学

习 的意愿不强烈
,

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沉

默寡言
,

甚至游离于学习过程之外
;

有

些学生因为能力的差异而不能平等地参

与协作
;

有些学生缺乏协作精神
,

不喜

交流
,

固守自己的观点而不愿意倾听别

人观点
;

有些学生缺乏独立思考能力
,

容易受其他小组成员的左右
,

随波逐流

小组成员知识结构差异太大等
,

这些都

可能影响小组协作学习 的效果
。

解决这一问题
,

最重要的是对每个

学生的尊重
,

不仅是教师要尊重每位学

生
,

协作小组成员之间也要互相尊重
,

认真倾听每位学生的想法
。

还可以通过

小组成员的分组等教学活动设计的环节

来进行适当的调整
,

例如在分组时考虑

到学习者的学习进度和需要不尽相同
,

尽量将学习进度一致和学习需要相同或

相近的学习者组织在一起
;

还可利用奖

励和即时反馈表扬等激励机制激发和强

化学习者的参与积极性
,

鼓励学生大胆

的说出自己的观点与想法
,

在尊重每个

人的观点的基础上
,

总结出最好的解决

问题的办法
,

让学生在协作的过程中不

断的总结 自己的不足之处
,

扬长避短
,

共同进步
。

3
、

协作学习 的效果不尽人意
。

由于学生己经习惯 了应试教育
,

大部分同学都不喜欢自己动脑去解决问

题
,

而是喜欢依赖教师给出现成的答案
。

还有一部分同学对协作学习形式存在一

定的抵触心理
,

认为墨守陈规挺好
,

协

作学习华而不实
。

这些想法都会大大的

影响协作学习 的效果
,

使协作学习只是

走过场而 己
,

没有达到真正的目的
。

因此
,

教师在选择网络协作学习时

应该进行精心的设计
,

要让学生真正体

会到协作创新的乐趣与成就感
,

比如可

以让学生通过小组协作创作作品参加各

种 比赛
,

或找到合作单位
,

给协作小组

布置任务
,

让学生知道他们要做的事情
、

要完成的任务是有实际意义的
。

另外
,

要在合适的时间
、

合适的教学内容
、

合

适的教学设计的基础上开展协作学习
,

而不是泛泛的开展
,

不要让学生认为这

只是一种形式
。

4
、

教师的指导监控不到位
。

与传统教学相比
,

网络协作学习是

一个教师和学生以及学生之间的多边互

动过程
,

在这个过程中
,

教师不再是学

习的主体
,

教师对整个学习过程起着主

导作用
,

教师要充分发挥 自己的指导与

监控作用
,

才能使协作学习取得实效
。

但在实践中
,

教师的这个尺度很难把握
,

干涉过少
,

学生会迷失方向
,

干涉过多
,

学生就失去了自主性
。

这就要求教师在学生进行网络协

作学习时要进行现场观察和介入
,

审时

度势地为学生提供有效指导
,

既要对学

生取得的成绩给予及时的表扬和鼓励
,

又要及时避免学生偏离主题
。

当网络协

作学习小组任务不清楚时
,

要给予耐心

的解释和说明
;
当小组成员之间发生争

执时要及时劝阻和调停解决
;
网络协作

学习小组完成任务后
,

要进行公平
、

合

理
、

恰当的评价
,

促进网络协作学习的

进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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