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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指出，教師須要在小班的課堂上調適他的

教學，才能夠提升學生的學習成果。本地有些教師

對這項發現有不正確的理解，他們以為在小班所採

用的教學方法與大班的方法有所不同。其實選用哪

種教學方法主要取決於學習目標與學習內容，至於

和班額的大小，關係不大。一般來說，教學方法例

如講述教學法、概念教學法和探究教學法，都可以

在不同班額的課堂上採用，合作學習也不例外。

筆者曾經出席過不少合作學習的分享會，感受

良多。有時聽到有些教師說：「在大班採用合作學習

會吃力不討好，因為班上有『三多』：學生多、組別

多、爭執多。」以我在一些合作學習課堂的觀察來

說，的確發現不論是小班還是大班，學生普遍都有

爭執。不過，這些爭執絕大部分都是發生在個別小

組之內，甚少是在各小組之間的。對爭執的產生是

與大班裏學生多和組別多有關的言論，我們不禁要

重新思考。另一方面，我也發現有些合作學習的小

組，成員不但沒有爭執，反而大家處處都顯示出互

信與關懷。從這些有效實踐合作學習的經驗中，筆

者總結了下列五點心得，供大家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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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學習 
只適用於小班

1. 分組方面：以四人一組為佳，但可於初期嘗試採
用二人一組，使學生較容易適應。小組的成分應該
是異質的，不過也可先讓學生自行選擇合作夥伴，
建立與人合作的習慣，才由教師安排異質的成員。

2. 小組身份的確認方面：小組進行合作學習之前，
教師宜先安排時間讓小組成員互相認識，瞭解彼此
的長處、愛好和性格等。接着讓各小組建立小組名
稱、設計小組徽號及口號等，以增強組員的歸屬感。

3. 組員角色方面：教師應為組員設計不同角色，例
如：鼓勵員、檢查員、總結員、讚賞員、觀察員或
紀錄員。組員所擔任的角色應該經常更換，才能讓
每個組員都有機會學習負責不同的工作。

4. 社交技能方面：教師應訓練學生掌握有關的社交
技能，並且經常提醒學生運用社交技能的好處。此
外還要獎勵運用社交技能良好的小組。

5. 學生方面：能力較高的學生幫助能力較低的同學
之後，要獲得教師的表揚。能力較低的學生獲得幫
助之後，願意向能力較高的同學表示感激。

總的來說，合作學習除了適用於小班外，也適

用於大班上。小班無疑提供了良好的課堂環境，讓

教師進一步把合作學習的優點發揮。然而，要取得

合作學習的成效，建立小組成員的互信與關懷是不

可忽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