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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学习与发展

幼儿合作学习的影响因素和指导策略

张红燕

（西华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四川南充　６３７０００）

摘　要：合作学习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学生之间有明确的责任分工，从而更好完成任务的互助性学习。在幼儿阶段，我们也需

要通过培养幼儿合作学习能力，促进幼儿的社会性发展。笔者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查阅和在实践中对幼儿的观察，进行整理和

总结，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影响幼儿合作学习的相关因素，针对幼儿合作学习的学习方式，寻求更好的指导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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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是人生发展阶段最基础、重要的时期，合作

学习对幼儿成长和发展有不可估量的意义。幼儿可

通过合作学习逐渐摆脱自我中心化，满足自身社会

交往的需求，获得社会支持和安全感。

一、幼儿合作学习的内涵

幼儿合作学习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幼儿在学习

活动中通过分工合作，克服困难，共同解决问题或完

成任务过程中所发生的学习。合作学习的过程也是

幼儿联合建构新知识、促进自我社会的过程［１］。在

此过程中，幼儿逐渐摆脱自我中心化，实现情感、认

知和社会性等方面的更好发展。幼儿的合作学习不

仅是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也是与同伴交往、共同

分享的过程，从而达到社会性、交往性的统一。

二、影响幼儿合作学习的因素

（一）合作学习的任务

合作学习的基础是学习任务。学习任务的性质

和难易程度都将对合作学习产生影响。故为幼儿分

配的任务本身要适合幼儿能以合作学习的方式来完

成，因为并非所有的活动内容都适合幼儿合作来完

成。若教师分配的任务过于简单，幼儿作为个体可

以完成，那么幼儿就会缺乏和其他幼儿合作完成任

务的内在动机；假如分配任务难度超过幼儿认知发

展水平和个人能力范围，幼儿可能会失去活动兴趣，

活动将以失败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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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伴间的人际关系

有的教师在组织合作学习时，会让幼儿自己寻

找合作伙伴，一般情况下，一些幼儿会找自己喜欢的

小朋友或以前合作过的伙伴，在活动中，与固定伙伴

合作的幼儿组合通常比随机搭配的幼儿组合参与度

强，完成任务也更出色。儿童间良好友谊的建立有

助增强彼此合作性，在朋友间发生合作学习活动的

频率远高于非朋友间，在朋友间也有更多的合作性

交换。据有关研究表明，由于同伴间有过合作的经

验，合作时配合相对默契，当出现意见不一致的时候

也能冷静协商，较少发生冲突，更利于合作学习的开

展和成功。［２］

（三）同伴间的个体能力水平差异

在幼儿合作学习活动中，同伴间的个体能力水

平差异会影响合作学习的开展效果。在多人的合作

小组中，强调组员间要平等协商、相互配合；如果幼

儿对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完成合作目标的

能力有较大差异，合作学习活动将难以进行。因为

在活动中，能力较强的幼儿为了凸显自己的领导能

力，对能力较弱的幼儿进行支配，有时会忽视其他幼

儿的意见和想法，甚至对同伴进行排挤，在完成任务

过程中，大家的思维比较活跃，能想到很多解决问题

的办法却不易协调；而能力较低的幼儿在一起合作

时，则会由于大家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交

流、合作能力较差，从而使合作学习活动处于无核

心、无组织、无计划的混乱中。

（四）幼儿的认知发展水平

幼儿在与同伴“合作学习”过程中有两种能力是

不可或缺的：一种是解决问题的能力；另一种是和他

人进行语言交流和观念、行动调节的能力。在合作

学习过程中，不管是反对还是接纳同伴的观点，幼儿

都需对其观点进行认知，即观点采择。若无法意识

到各自观点的区别，也不能理解他人观点并进行推

论，那就无所谓“观点接纳”，也无法进行沟通交流与

合作。同时，在合作学习活动过程中，也涉及到认

知、推理、提出策略和解决问题等一系列的认知过

程。在幼儿合作学习的交流过程中，若幼儿以自我

为中心，和同伴没有有效交流，也不采纳同伴的观

点，这样的交流并不算真正意义的交流，那么合作学

习活动也无法发挥相应作用。

（五）幼儿的社会交往技巧

影响幼儿社会性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社会交

往技巧的正确使用。面对相同情景，不同幼儿会选

择不同的交往技巧，一些幼儿不会使用或错误使用

交往技巧，就容易出现矛盾，使合作行为较少出现或

尴尬停止。国外一些研究者认为合作者之间通过正

确的交流方式交换各自的意见是同伴合作间有效、

积极的因素之一［３］。如果在合作学习中，同伴间没

有正确、积极的言语交流方式，那么它的学习效果不

一定好过独自学习。

三、幼儿合作学习的指导策略

（一）确定适宜的合作学习任务

合作学习的任务应该是开放性的，与幼儿的认

知发展和能力水平相适应，任务也应调动幼儿主动

学习的兴趣。有了开放性的学习任务，幼儿才能从

自身出发，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观察和思考，想

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教师向幼儿提出合作学习任务

时，要提前对合作学习的内容、本班幼儿所处的认知

能力进行分析［３］。如在音乐活动中，有２４名幼儿和

６种乐器，就可将幼儿分为４组，而不是２或３人一

组，而在建构游戏时，若建构材料较大、较重时，为减

少幼儿搬运困难，幼儿人数就可多一些。因此，教师

要学会分析不同学习任务的性质，尽量避免合作流

于形式，减少为合作而合作的现象。

（二）有效组织合作学习活动

１．引导幼儿对合作任务进行思考并合理分工

对多数幼儿来说，合作学习是新鲜且有困难的

任务，幼儿在整个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是不可能很顺

利的完成。当有的同伴合作学习小组建好后，幼儿

并未对学习任务进行讨论和思考，往往为了老师的

表扬，着急完成任务，导致结果很不理想。因此，在

任务正式分配以前，教师就要正确引导幼儿对合作

学习的任务进行不同角度的深入思考，通过提问帮

助幼儿理清合作的步骤和分工等，待幼儿进行充分

的讨论与协商后，对不同的合作小组进行观察，并继

续引导幼儿合理分工。在合作学习开始前和过程

中，教师要起一个观察作用，对能力较弱的幼儿进行

鼓励，让他们积极参与，完成力所能及的任务；让能

力较强的幼儿主动担起责任，在活动中发挥骨干作

用，但不能忽视其他幼儿。

２．适当介入合作学习，给予幼儿有效指导

在合作学习中，由于幼儿知识水平有限、社会经

验缺乏、能力水平不足，不能完全处理好合作中的一

些问题，因此，幼儿合作学习任务的完成离不开教师

的适时介入和有效指导。研究指出：“由于幼儿的性

格、认知、经验差异，在合作学习小组中会出现个别

幼儿游离活动外或被其他幼儿排斥的现象”［４］。如

在角色游戏“超市小老板”中，牛牛（超市的老板）说

甜甜什么都不会，拒绝她加入游戏。这时，教师充当

顾客走过去说：“这超市的东西也太少了吧，老板，你

们是不是缺个进货员呢？”以此提醒牛牛每个人都能

１８



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学前教育版） ２０１６年第１期

做事情，没有别人的帮忙是做不好事的。在合作学

习活动开展过程中，有的幼儿也许会因为一些原因

不积极参与，或破坏小组合作，甚至发生口角和肢体

冲突，这时教师就要以合作者或参与者的身份参与到

活动中，平复幼儿的情绪，帮助幼儿共同商量化解矛

盾，从而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合作学习的完成。

（三）建构合理化的合作小组

合作小组的组建不能完全随机分配，应有一套

小组组建的程序与方法，从而确保合作小组发挥其

功能。合作学习主要有四种分组形式：一是根据幼

儿兴趣分组，发挥其积极性和主动性；二是根据性格

差异分组，促进幼儿的个性发展；三是根据幼儿能力

强弱分组，充分发挥每个幼儿的潜能；四是混龄分

组，增强幼儿的人际交往能力。教师在不同的情况

下可选择不同方式。此外，在合作学习的分组中，应

遵循每个幼儿都有事做的原则。当合作任务较为困

难，需要更多人完成时，便可组建较大规模小组，提

高做事效率；当学习任务较简单时，小组人数可适当

减少，减少个别幼儿无事可做导致混乱局面的出现。

教师要观察每个小组中幼儿存在的问题，然后再进

行适当的调整，尽量实现每个小组的优化，出色的完

成合作任务。

（四）培养幼儿合作技能

１．提高幼儿的观点采择和表达、倾听能力

教师在培养幼儿观点采择能力时，可通过角色

游戏来进行。在角色游戏中，通过设置故事情景，让

幼儿互换角色来了解不同角色在相同的情景下的不

同认识和看法，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思考问题。也

可给幼儿讲故事，让幼儿在听完故事后对不同角色

进行分析。在合作学习活动中，每个成员不仅要很

好的理解别人的观点，更要学会如何清楚的表达自

己的观点，因此，提高幼儿的表达和倾听能力是十分

重要的。如在“小松鼠找松果”活动中，每个幼儿背

上一个小袋子用来装捡到的松果。但由于背着袋

子，幼儿难以顺利的将松果放到背后，幼儿跑来向老

师求助怎样把松果放进袋子里，教师让小松鼠自己

想办法，最终幼儿得出“可以２个小松鼠一组，互相

帮忙放松果”，有个小朋友叫红红，害羞的红红始终

没有开口找伙伴，老师鼓励她说“红红，你看亮亮现

在没有找到松鼠，你可以去问问他需要帮忙吗？老

师陪你去，好不好？”在学习活动中，教师要多关注和

鼓励一些胆小、缺少自信而不敢发言或口头表达能

力较弱的幼儿。

２．培养幼儿的社会交往技巧

幼儿态度友好、能与同伴主动交流是合作学习

活动顺利进行的一个重要保证。当教师发现幼儿之

间产生冲突并未造成严重的身体伤害时，可先不去

介入当中评价对错，而是和幼儿一起分析产生冲突

的原因，引导他们如何解决矛盾，以后发生类似的事

情，应该怎么做。如在科学活动“听听什么声音”中，

通过让幼儿分组做实验，把不同材料装进塑料瓶中，

在记录卡上画出发出声音的材料。阳阳想做２种材

料的实验，在争论过程中，芳芳说：“你不能做２种，

我们５个人都有自己的事情，你做了２种，悠悠就没

有了”，最后，这一小组在规定时间内，各自分工完成

了实验。事后教师也可在班级组织专门的教育活

动，通过专门的故事、谈话、儿歌等手段来培养幼儿

的交往技能，使幼儿在生活中慢慢掌握技巧，拥有积

极的交往态度，建立良好的社会交往情感和意识，为

以后良好的人际关系打下基础。

（五）正确评价活动，展示合作成果

作为教师，要仔细观察幼儿在不同时间、活动中

的变化，并对这些变化进行记录，以便对幼儿能力的

发展进行分析［５］。当幼儿合作学习完成后，教师有

必要对整个合作学习活动和幼儿表现进行正确的评

价。评价的方式一般为幼儿自评、幼儿互评、教师评

价，评价的对象也有所区别，如个体评价和群体评

价，一般情况是对幼儿合作群体进行评价。教师在

展示合作成果时要注意几个方面：一是展示要全面，

成果既要包括最后完成任务的情况，也有完成任务

过程中解决问题的过程，在合作活动中有什么样的

收获；二是通过多种方式呈现合作学习成果。一般

为每个小组派代表发言，其他进行补充。也可是组

间交流的形式———每个小组轮流展示成果。若是制

作类的合作活动，则可将成品安放在班级区域，既美

观又让幼儿有成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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