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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N学院逐步扩大招生范围，在艺术、物联

网等专业招收了西藏地区的学生。作为一线教师，为

了促进 N 学院精神文化建设，力求培养有“健全”人

格的全面发展的学生，[1] 笔者以 Z中学高一两个班级

为研究对象，探讨合作学习对内地西藏班的精神文化

建设的影响，以期进一步推行学院的教学改革，并为

N学院给藏族学生授课的老师提供一些指导性的教

学建议。

Z中学是针对藏族学生开办的一所特殊教育学

校，生源为藏族学生。该校进行部分班级教学改革试

点，实验班课堂教学方式采用合作学习、小组讨论,对

照班继续采用传统的教学方式。改革实施期间，笔者

以 Z中学两个班级的学生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实验班

和对照班的问卷调查，调查合作学习与内地西藏班精

神文化建设之间的相关性。班级精神文化建设是班级

的灵魂，在班级精神文化建设方面，该校特别注重培

养班级的学习氛围、班级的凝聚力和学生的交往能

力，所以在本次调查中，笔者主要针对该校学生的学

习态度、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以及班级凝聚力进行研

究分析。

1 研究目的与意义
藏区的部分学校所采用的教学方式依然是传统

的教学方式，而针对藏族学生开展合作学习的课堂教

学在内地西藏班较少。Z中学通过缜密的理论研究，

大胆的课堂实施，结合藏族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特

点，试点探究合作学习对班级建设发展的影响。

2 研究内容与方法
针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学生，采用问卷调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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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问卷内容包括三个方面：合作学习对学生学习态

度的影响、合作学习对班级凝聚力的影响、合作学习

对学生社交能力的影响。

选取 Z中学高一年级两个班为研究对象, 高一

（1）班为实验班，高一（2）班为对照班。实验班采用合

作学习的教学模式，对照班采用传统的教学模式。实

验前测和后测数据均采用 SPSS16.0 进行分析处理，

通过对各项指标前测与后测的结果比较，从而论证合

作学习对班级建设产生的影响。两个班使用的教材、

周课时、课程进度、课后作业、授课教师均相同。

3 调查结果与结论
实验研究的前测，测试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的学

习态度、班级凝聚力、社交能力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实

验研究的后测，将采用相同的调查问卷对实验班和对

照班进行重测，检验实验结果是否存在显著性差异。

3.1 调查结果

3.1.1 合作学习对学生学习态度的影响

学生的学习态度是否端正会直接影响教学效果。

笔者对实验班和对照班学生的学习态度作为实验的

一个测试指标进行了前测与后测。在正式形成问卷

前，先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信度值 r=0.81,证明问卷

有效。对于前测和后测相关数据利用 SPSS16.0分析，

其结果如下所示：

表 1 实验班和对照班学习态度前测独立样本 T检验表

由表 1可知，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样本平均数分别

为 19.19、19.39，p=0.314>0.05，说明两个班级学生的

学习态度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两个班级学生的学

习态度在研究前处于同质水平。
表 2 实验班和对照班学习态度前测和后测

配对样本 T检验表

由表 2可知，实验班后测均值比前测均值高出了

4.89，p=0.000<0.01，实验班学生学习态度的前测和后

测存在着显著差异，也就是说经过了这一阶段的合作

学习，实验班学生在学习态度方面比实验前有着较大

的进步；另外，对照班前后测 p=0.055>0.05，未达到显

著性水平，对照班学生学习态度的前测和后测之间的

差异不显著，也就是说对照班经过两学期的传统教学

虽然也取得了发展和进步，但是程度比较微弱。

3.1.2 合作学习对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影响

笔者对实验班学生的社交行为作为实验的一个

测试指标进行了前测与后测，在正式形成问卷前，先

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信度值 r=0.82，证明问卷有效。

对于前测和后测相关数据利用 SPSS16.0分析，其结

果如下所示：
表 3 实验班和对照班社会交往能力前测

独立样本 T检验表

由表 3可知，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样本平均数分别

为 41.77、41.83，p=0.061>0.05，未达到显著性水平，说

明两个班级学生在社会交往方面的差异未达到显著

性水平，处于同质水平，保证了研究的前提。
表 4 实验班和对照班社会交往能力前测和后测

配对样本 T检验表

由表 4可知，实验班后测均值比前测均值提高了

2.47，p=0.000<0.01，说明实验班学生社会交往能力的

前测和后测存在着显著差异。另外，对照班后测均值

比前测均值提高了 0.28，p=0.521>0.05，说明对照班学

生社会交往能力的前测和后测之间的差异不显著。

3.1.3 合作学习对班级凝聚力的影响

班级凝聚力是指班集体对学生的吸引力和学生

之间的相互吸引力，班级凝聚力是表现在班级学生身

上的向心力。笔者对实验班和对照班的班级凝聚力作

为实验的一个测试指标进行了前测与后测。在正式形

成问卷前，先对问卷进行信度分析，信度值 r=0.84，证

明问卷有效。对于前测和后测相关数据利用 SPSS16.0

分析，由表 5可知，实验班和对照班的样本平均数分

别为 40.09、40.02，p=0.770>0.05，说明两个班级学生

在凝聚力方面的差异未达到显著性水平，两个班级学

生的凝聚力在研究前处于同质水平，保证了研究的前

提。

 班级 人 
数 
均值 标准 

差 
标准 
误 

F值 p值 t值 

学习 
态度 
前测 

实验班 47 19.19 1.135 0.166 
1.025 0.314 -0.818 

对照班 46 19.39 1.220 0.180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t值 自由度 p值 

实验班后测 
实验班前测 

-4.894 2.943 0.429 -11.399 46 0.000 

对照班后测 
对照班前测 

-0.500 1.722 0.254 -1.969 45 0.055 

 

 班级 人 
数 
均值 标准 

差 
标准 
误 

F值 p值 t值 

社交 
交往 
前测 

实验班 47 41.77 3.115 0.454 
3.595 0.061 -0.082 

对照班 46 41.83 3.934 0.580 

 

 均值 标准差 标准误 t值 自由度 p值 

实验班后测 
实验班前测 

-2.468 3.933 0.574 -4.302 46 0.000 

对照班后测 
对照班前测 

-0.283 2.964 0.437 -0.647 45 0.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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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实验班和对照班凝聚力前测独立样本 T检验表

表 6 实验班和对照班凝聚力前测和后测

配对样本 T检验表

由表 6可知，实验班后测均值比前测均值提高了

4.64，p=0.000<0.01，说明实验班学生凝聚力的前测和

后测存在着显著差异，实验班学生在凝聚力方面较实

验前有着较大的进展；另外，对照班后测均值比前测

均值提高了 2.57分，p=0.000<0.01，也达到了显著性

水平，对照班经过两学期的传统教学，该班学生在凝

聚力方面也有着较大的进展。所以，对实验班和对照

班学生凝聚力后测成绩进一步进行独立样本 T检验，

目的是来检测后测数据是否存在差异，并检测差异是

否显著，从而来验证合作学习在提升学生凝聚力方面

是否更具优势，如表 7所示。

表 7 实验班和对照班凝聚力后测独立样本 T检验表

由表 7可知，p=0.012<0.05，达到了显著性水平，

说明两个班级学生在凝聚力方面的差异达到显著性

水平。而两个班级学生在研究前处于同质水平，经过

了合作学习之后，实验班学生较对照班学生取得更大

的进步，由此证明合作学习较传统教学法在提升学生

凝聚力方面更具优势。

3.2 结论

3.2.1 合作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态度

合作学习依托于新型师生关系，即民主平等、合

作融洽、相互尊重、共同参与。[2]在合作小组学习过程

中，如果一个学生具有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也就意

味着他对学习的意义有着明确的认识，懂得学习的重

要性，在学习上遇到困难或各种其他分心的事情时能

够主动克服，坚持完成既定学习任务或目标，这样的

学生往往是合作小组的领头羊。每个学习小组也有部

分后进生，他们一般具有消极被动的学习态度，认识

不到学习的意义，在学习过程中遇到困难时会采取逃

避或抱怨的态度。但是，合作小组学习给他们提供了

解决问题的办法，小组成员间的互帮互助可以让每个

学生获得成功的体验，提高学生的自尊心和自信心。[3]

良好的学习态度可以通过课堂的小组讨论、交往，接

受别人的示范、指导、劝说而逐渐形成。

3.2.2 合作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社会交往能力

合作学习采用个人计算成绩、小组合计总分的评

分方法，一个人的成功不代表小组的成功，小组成员

必须通过共同努力才能完成目标任务。这意味着小组

成员之间的关系不再是孤立的、排他性的，而是整体

的、有联系的。所以，小组成员要不断接触交往，每个

学生也会充分展示自己的优点，发挥自己的特长，当

遇到挫折时，能做到心平气和、不乱发牢骚，这样不仅

自己快乐，小组其他成员也会心情愉悦。当小组成员

在进行互评时，能注意语言的魅力，安慰受创伤的人，

鼓励失败的人，帮助有困难的人，赞赏真正取得成就

的人。这样的教学氛围较容易激发学生之间的交往动

机，更加有利于学生拓展思路、开阔视野、相互启发。[4]

由此，学生的整体社会交往能力有了显著提高。

3.2.3 合作学习有助于提高班级凝聚力

在合作学习的过程中，每个小组要圆满完成任

务，必须要依赖小组其他成员献计献策，对问题共同

商讨，为了实现小组的共同目标，小组成员必须共同

努力，小组内部就自然而然地形成较好的凝聚力。

合作学习的教学评价是关键。合作学习的评价方

式使得小组成员有共同的利益追求，建立一种利益共

同体的关系，小组成员内部就容易形成较高的凝聚

力。获胜小组成为班级的聚焦点，成为其他小组的楷

模，藏族学生一般有不服输的精神个性，要想自己小

组也获胜，就要提高小组的竞争力，小组成员的配合

也将更加紧密。组间你追我赶的学习氛围也就逐渐形

成，从整个班级角度来看，班级的学习氛围浓厚了，班

级的凝聚力更强了。

4 总结
通过两学期的课堂实践研究，授课老师深刻感受

到教师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对藏族学生更多的是一种

人文关怀，教师是指导者、组织者、协调者；学生们也

认识到彼此相互合作过程能够帮助他们事半功倍地

学习和解决问题。[5]另外，实验班精神文化建设的学生

学习态度、班级凝聚力、学生社交能力三项指标明显

优于对照班，由此证明合作学习是有利于班级精神文

化建设的。期望本次研究结果能推进 N学院教学改

革的同时,更能进一步促进 N学院内地西藏班级学生

的团结协作，并且在班级中营造一种更为积极进取、

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当然，本次调查研究的内容还

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班级 人 
数 
均值 标准 

差 
标准 
误 

F值 p值 t值 

凝聚力 
前测 

实验班 47 40.09 1.530 0.223 
0.086 0.770 0.203 

对照班 46 40.02 1.483 0.219 

 

 均值 标准差 标注误 t值 自由度 p值 

实验班后测 
实验班前测 

-4.638 2.666 0.389 -11.929 46 0.000 

对照班后测 
对照班前测 

-2.565 1.822 0.269 -9.552 45 0.000 

 

 班级 人 
数 
均值 标准 

差 
标准 
误 

F值 p值 t值 

凝聚力 

后测 

实验班 47 44.72 3.181 0.464 
6.515 0.012 3.812 

对照班 46 42.59 2.104 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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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树立正确的能力观、择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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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问题[J].课程教育研究，2017（41）：125.

容发布到平台上，学生在自己觉得方便的时候进行学

习即可。相比传统教学，基于微信平台的教学是更便

捷的，可以有效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

6 结语
总之，在微信息平台上学生可以互相合作、相互

探讨、共同交流，老师也可以对学生学习情况进行观

察和了解，对学生学习过程中存在的不足进行纠正和

指导，还可以直接参与到学生的合作、交流中，进一步

激发学生潜能。[7]基于微信息平台的艺术设计类专业

教学模式相比传统课堂教学模式有着较大的教学理

念和教学技术方面的优势，在信息时代，这种先进的

教学模式需要教育者们持续关注和积极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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