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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届全国有效教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于 2014年 12月 3日在上海市普
陀区新黄浦实验学校举行遥 本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尧上海
市教育委员会教学研究室尧普陀区教育局联合主办袁来自上海及全国 15个省市
的教育界同行共计 600多人参加了研讨活动遥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陆伯鸿副主任
主持了大会研讨遥

一尧开展合作学习的意义

华东师范大学钟启泉教授认为袁有效教学的研究使命就是如何实现课堂转
型袁课堂转型的关键课题就是实现合作学习遥 合作学习不是一般的教学组织方
式袁而是一种教育思想的转型袁即如何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教育袁要保障每一个
孩子都能够得到成长尧发展遥 有些人将传统的合作学习与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国
际上倡导的合作学习混淆了袁因此可以将现在的合作学习称为协同学习遥

野协同学习冶比之野竞争性学习冶袁无论在课题完成尧人际关系尧心智健康方
面袁更胜一筹遥 在野协同学习冶中多样思维方式的碰撞袁构成了多元的尧重整的野最
近发展区冶袁使得学习转变为从倾听他者的声音出发袁展开对话性实践的过程遥
野协同学习冶的关键在于袁通过野协同冶尧展开野探究冶袁保障野自主性尧探究性尧合

基于野合作学习冶的微视频研究
要要要记全国第九届有效教学理论与实践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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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第九届有效教学研讨会的主题为野基于耶合作学习爷的微视频研究冶袁与会者就开展合作
学习的意义尧微视频应用于合作学习的可能性尧基于合作学习的微视频研究实践展开深入
研讨与充分交流袁总结了微视频应用于合作学习的优势与面临的困难袁并展望了未来的发展
方向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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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性冶遥
推进基于野协同学习冶的课堂教学袁至少有三方面的原因院第一袁体现了人类

学习的本质遥 一个人思考袁他的思维不能交流袁多个人在一起袁可能会产生新的
思维遥第二袁保障每一个学生学习权利的最有效方法遥将低学历学生安排在各个
小组里面袁他们自然要参与讨论袁这就发挥了他们的野被主动性冶遥 第三袁保障每
一个学生挑战更高程度学习的机会遥 高学历学生要把自己懂的教会低学历学
生袁就需要对思路重新进行梳理尧修改袁这就可以深化了他们的理解遥
新黄浦实验学校王洪伟校长总结了合作学习的五个特点院第一袁小组的成

员积极地互相依赖曰第二袁面对面地进行相互的促进学习曰第三袁在小组学习中
的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学习体袁承担着个体的责任曰第四袁在今天的班级授课制
的环境中袁它必然会产生人际和小组的合作遥 最后袁在今天的合作学习中袁也充
分认识到小组自评的作用遥

二尧微视频应用于合作学习的可能性

上海市教委教研室徐睿老师分析了合作学习面临的三方面困难遥 首先是分
组问题院一是学生分组会受到各种限制曰二是不同类型分组切换不方便曰三是合
作学习局限于课堂内遥 其次是分工问题院一是分工往往不明确袁二是分工的成果
记录不全袁三是对分工任务的评价不够遥 再次是交流问题袁交流范围局限于组
内尧课内袁效率总体不高遥 最后是信息问题院信息比较封闭袁量也比较少曰信息的
汇总不方便袁很难收集尧存储和分发学生互动讨论过程中的很多很好的深层次
的资源遥 借助信息技术网络传递尧大数据尧高速运算尧便携性尧移动性尧多感官的
优势袁可以在促进合作学习方面发挥巨大作用遥
钟启泉教授认为袁基于合作学习的微视频研究袁其背后的潜台词是袁微视频

可能有助于学生在合作学习过程当中作为一种便利的工具袁特别是有助于每一
个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袁可以为合作学习提供技术支撑遥 而要使上面的可能性
转化为现实袁需要一定的前提条件院第一袁教学过程是师生的社会文化实践的复
杂过程袁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过程遥 特别是对我们国家袁需要考虑将微课作为知
识分享的载体袁而不是应该教育的工具遥 第二袁教学过程不是合理技术的应用过
程袁而是在复杂语境中展开的问题解决过程遥 如果是基于应试教育的经验所积
累起来的数据库袁只会起反作用袁不可能靠它去取得先进经验遥 第三袁野微课冶设
计不是单纯的技术应用袁需要系统的认知研究的支撑袁这一点恰恰是我们的
软肋遥
对于微课袁国际上有很多系统的研究袁微课或信息技术是怎样介入课堂教

学袁技术的进步展示了崭新的教育变革在理论上的一些可能性院第一袁每一个儿
童都能够建构其个人的思考空间袁微视频研究能够帮助学生从同步教育的背景
之下袁将被动性变为自主学习的主动性遥 第二袁连接课堂内外学习者间交流尧互
动袁有助于扩大学习场袁这种学习场本质上是意义建构的网络遥 简单地说袁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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