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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下学生协作学习能力培养的策略探究

杨燕华 沙莎

（沧州师范学院，河北沧州 061000）

摘要：伴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教学方式逐渐发生转变，各种网络资源和多媒体进入课堂，使得教学方式变得丰富多彩。本文以信

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为时代背景，指出了提高学生协作学习能力的重要性，并提出提高学生协作学习能力的策略，以期提高学生在学习中的

协作学习能力，实现教学效果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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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教育改革浪潮中，信息技术与课

程整合已经成为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其方式

要求“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尊重他人，学会

交流与合作，具有团队精神”，主张在教学

中遵循“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新型教学

理念。为此，本文以学生的协作学习能力为

出发点，力求提出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协作

学习能力策略，以便学生能够很好地适应新

式课堂教学方式，同时使信息技术与课程整

合下的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

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和协作学习

（一）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的具体内涵

课程整合是一个包含着多种思想、多样

实践的概念，不同的研究者和实践者从不同

的视角对课程整合作出了不同的界定。纵观

这些观点，我们发现主要是基于对课程概念

的不同理解而产生的矛盾。实质上，整合就

是指一个系统内各要素的整体协调，相互渗

透 , 使系统各要素发挥最大效益“相应地 ,

我们可以把教育教学中的整合理解为“教育

教学系统中各要素的整体协调 , 相互渗透 ,

以发挥教育系统的最大效益”。结合专家学

者的理论，我们认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整

合”就是在认知主义和建构主义理论指导下，

在熟悉信息环境和把握学科课程内容内在元

素的基础上，充分利用和发掘信息技术的优

势，并以此作为切入点进行教学设计。

（二）协作学习概述

1. 协作学习的定义

协作学习是指学习者通过小组或团队的

形式。小组协作活动中的个体（学生）可以

与小组中的其他成员甚至是其他组或全班同

学进行信息资源共享。这种形式能够培养学

生的合作精神和良好的人际关系、促进学生

的高级认知能力的发展，同时也有助于学生

对问题的深化理解以及对知识的掌握运用。

协作学习目前已成为网络学习的一种重要模

式，它促进了教学方式的转变。

2. 协作学习能力的含义

对于协作学习来说，协作技能既是一种

教学手段，又是一种教学目标。在当今社会，

协作技能已成为个体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生

活的核心因素，是个体发展与事业成功所必

备的个人素质。而协作技能的训练关键就在

于协作学习能力的培养。

二、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下提高学生协

作学习能力的重要性

（一）学生的学习过程离不开协作学习

能力的提高

学生的学习过程是他们的认知运动发展

的过程。众所周知，认识必须要经历从形象

的具体到思维的抽象，再从思维的抽象到思

维的具体的两次飞跃。而这一过程绝不是事

物性质和规律的简单复制，而是在此基础上

产生新的认知客体、认知主体和全新知识。

作为教师的我们需要在教学过程中来激发和

推动认识的辩证发展过程，使学习者能够也

在不断地否定的过程中实现思维的具体。而

学习者通过协作交流，能够第一时间接触到

不同的观点和思维方式，进而对比自己的认

知，并根据结合实际情况调整和推进自身的

认知运动，构建独特的认知体系。

（二）有助于学生实现自我，个性的积

极发展

协作学习要求学习者对学习任务有一定

的贡献，鼓励他们勇敢的提出不同的见解，

并且客观地看待与接受别人的意见，以便于

他们能够辩证地客观地认识世界。开展不同

的协作学习活动不仅能够使学习者深刻地理

解和深入地拓展学习任务，同时也有助于培

养他们的深层次获取信息的能力和团队协作

精神。

（三）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

协作学习的策略和模式已经普遍被教师

和学生所接受，跨越了年级和课程成为主要

的学习方式。在这种方式的统领下，学生和

学生之间的角色开始发生了变化，他们之间

不再是对立的关系，而是互相帮助和促进，

这使得学习变得不那么枯燥而是变得更加生

动活泼和丰富多彩。皮亚杰的理论和其他的

学习理论一样都指出了协作学习的重要性，

他们都指出了协作学习是儿童认知发展建构

的一种主要方式。

三、信息技术与课程整合下提高学生协

作学习能力的策略

（一）创造科学人性的环境，最大化的

丰富信息资源的支持

任何学习活动都离不开资源环境的支

持，协作学习同样也要依靠信息资源的支

持，同时也是在一定的情境下进行的。科学

人性化的协作学习环境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热情，也有助于学生协作学习能力的

培养。教师在创建环境时应该要从人文的角

度出发，要创造和谐、轻松的协作学习环境，

要建立便于感情交流的空间环境，协作既可

以同步也可以异步。在信息资源方面，目前

有一些协作化资源库的出现就是协作学习要

依靠信息资源支持的产物，通过共同创造、

共同建设逐渐形成的一种数据化资源。

我们可以直接利用这些协作化资源库来

培养学生的协作学习能力，这是一条可以走

的捷径，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最重要的还

是教师利用网络建立自己的网上教学系统，

创建科学合理的信息化资源环境，同时要为

学生提供便捷的查询途径。

（二）根据学生的特点和风格，组织协

作学习小组

在协作学习中，协作学习小组的分配和

组织是否合理，将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到学

习效果，同时也影响学生协作学习能力的高

低。一般的小组为 2-4 人为宜，在进行人员

搭配时要考虑多种因素，如知识结构、学习

风格、学生特点等。由于学生的学习风格迥

然不同。因此教师在协作学习中应该细心观

察，在人员搭配方面应该遵循互补原则，这

可以使学生在协作的过程中积极探索，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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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增加速度较快。

二、膳食纤维的摄入量研究

通过对膳食纤维的实际生理性能进行研

究发现，该类物质的摄入既不能过多，也不

能太少。一方面是因为需要考虑人体肠道具

体承受能力，另一方面需要保证膳食纤维足

以发挥作用。科学合理的饮食才能达到维护

身体健康的目的。对于膳食纤维摄入量的研

究，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国家的规定，这主要

是因为各个国家居民身体素质并不相同，所

以摄入量规定也不相同。其中世界卫生组织

对于人体膳食纤维摄入量的规定具有一定的

代表性，规定内容为每人每天需要摄入的膳

食纤维数量应该保证在 28 ～ 40g 之间，并

且摄入的不溶性、可溶性膳食纤维的比例应

该为 3:1[3]。美国的 FDA 机构对于膳食纤维

摄入量的规定为每人每天保持在 20 ～ 35g

之间，其中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比例应该保

证在 70 ～ 75％之间。英国规定每人每天

的膳食纤维摄入量应该保证在 25 ～ 30g 之

间。德国规定每天摄入量不能低于 30g。通

过对我国居民整体素质以及健康情况进行

分析，综合世界卫生组织给出的参考内容认

为，膳食纤维每人每天的摄入量应该保持在

25 ～ 35g 之间。

三、结论

综上所述，膳食纤维是一种健康物质，

人体在摄入之后可以不断调节身体机能，提

升人体免疫能力。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

膳食纤维的摄入可以缓解便溺、高血压以及

高血脂等病症，这些病人日常生活中应该适

当摄入。

同时，国家对于该类物质的研发已经提

上日程，不久之后膳食纤维将会在人们生活

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简介】江蕾（1992-），女，本科，

讲师，研究方向为健康管理。

【参考文献】

[1] 曹艳 , 范铭 , 童创 , 陆胜民 , 杨

颖 , 邢建荣 , 郑美瑜 , 唐伟敏 , 刘哲 . 混

菌发酵联合分段控温工艺提高柑橘皮渣

可溶性膳食纤维含量 [J]. 浙江农业学

报 ,2019(03):474-479.

[2] 张爱琴 , 孙乾 , 李芳 , 孔令明 , 邹

积赟 . 复合酶法同步提取葡萄籽粕蛋白质和

可溶性膳食纤维的响应面优化 [J]. 食品工

业科技 ,2019,40(03):134-140.

[3] 伍剑 , 刘棋 , 钟铭 , 万海峰 , 吴

德 . 妊娠母猪日粮添加复合膳食纤维对后代

仔猪免疫应激下生长性能的影响 [J]. 饲料

工业 ,2019,40(02):31-34.

（上接第 255 页）

提高学生和他人分享信息共同解决问题的能

力，在这个过程中养成积极互助的优秀品

德。另外在学生的语言沟通能力和网络操作

技术方面的培养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三）在学习活动形式的设计上要突破

传统、有所创新

协作学习活动是协作学习过程中的重要

组成部分，往往对协作学习效果起着关键性

作用。

因此我们在设计协作学习活动时一定要

突破传统、有所创新，多设计一些灵活新颖

的协作学习活动形式，这能在很大程度上激

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同时也能保持活动的新颖

性和学生的学习兴趣。传统的协作学习活动

有小组游戏竞赛和切块拼接，小组游戏竞赛

很常见，通常情况下把学生分成小组并以游

戏的形式来比赛。切块拼接指的是将学生分

为 5-6 人为一组，把学习任务分割成片段或

几个部分，每个小组成员负责一个片段或一

个部分并阅读他们所分到的材料。

（四）建立更加完善的评价激励机制

学习评价是课程教学中的重要环节，同

样在协作学习过程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通

过评价得到的关于学生的各种反馈信息，既

可以根据反馈改进和调节学生的学习方法，

也可以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评价分

为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它们分别适用

于教学过程的不同阶段，在教学过程进行中

往往采用的是形成性评价，而在教学过程结

束一段时间后，为了了解最终的学习效果往

往采用总结性评价。我们通常不会孤立这两

种评价方法而是通过综合应用这两种评价来

达到激励学生学习动机的目的。

综上所述，在现如今的信息技术与课程

整合环境下，学生的协作学习能力的培养与

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已经成为学校和教师

备受关注的焦点。

因此学校在进行学科建设及教师在教学

过程中应该更加注重学生沟通能力和协作学

习能力的培养。教师在实际的教学实践中应

该注意创建科学人性的环境，最大化和最优

的使用信息资源；根据学生的风格合理分组

和新颖的学习活动形式以及合理的评价机制

来营造和谐良好的学习氛围，促进学生之间

的交流与协作，在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的同

时，能够很好地培养学生的协作学习能力和

社会交际能力，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良好

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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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还要重视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的作

用，实现与人民群众的即时互动与交流。

四、建立健全党的群众工作机制

“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保持先进性的

集中表现和基本保障。密切联系群众，功夫

在平时，干部平时不进群众的家门，群众有

事就会堵政府的大门”。因此，要探索建立

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机制，使深入基层、

与民交心成为一种常态。

群众工作是一项涉及面广泛的综合性工

作。它不仅是某一领导或某一部门的任务，

而是一种全局性的工作与任务，党委政府部

门加强领导，做好带头作用，各党政部门要

相互配合，形成一种各部门广泛参与的工作

机制。群众工作在执行过程中需要监督，为

此要建立健全群众工作监督机制，搭建多层

次的监督平台，创设形式多样的监督机制，

把法律监督与群众监督相结合，把党内监督

与党外监督相结合，营造严谨认真的监督氛

围，明确监督机构的权利与义务，保障群众

工作监督的实效性。

总之，做群众工作，坚持走群众路线，

是党的政治优势。“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

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

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

做到坚如磐石”。在新形势下，要坚守马克

思主义群众观，扎实做好群众工作，不断努

力提高群众工作科学化水平，实现新时代的

群众工作常态化、规范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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