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合和复合的差别 小组合作学习总
结(优秀5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范文书写有哪些要求
呢？我们怎样才能写好一篇范文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
的优质范文，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组合和复合的差别篇一

新课程改革倡导学生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小组合作学习，
这种教学方式，学生乐于接受。下面我就这种学习方式简单
谈一些我的感想。

我班根据学生的实际能力、性别、学习强项等进行混合编组。
可以随机地分派学生进组，在低年级阶段，由于学生之间的
差异性不大，学生积极性一般较高，过分强调差异性反倒会
打击学生的自信。因此，在实践中我班采取按座位分配的方
法把全班学生编成多个四人小组，每个组按优中差1：2：1的
比例搭配。这样学生之间的距离较近，有利于进行充分的交
流。在划分职责时，要求小组成员自己推选出本组的组长、
汇报员。角色一旦确定，一段时间内每个学生在各自的小组
中就承担自己相应的任务。这样做可以保证每个小组成员都
有完成整个学习任务的一个具体职责，对所要完成的任务能
积极参与；还可以让每个学生体验不同的职责特点，从而更
加理解别人的工作，使合作更易进行，也更利于发现并发挥
学生的特长。

在选择合作学习时，我觉得应该注意以下几点：

1、创设良好的教学情境。鼓励学生主动参与，合作学习，还
学生以学习的主动权，拓展学生的发展空间，引导学生挖掘
自己的创造潜能，开发自己的创造力，建立一种相互接纳、



相互理解的友好的人际关系。

2、选择和组织能引起学生思考和探究的知识内容，培养学生
的问题意识，组织思维加工的活动，使学生掌握分析、研究
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培养敢于创新的、有个性倾向的意志品
质。

对每个小组的学习习惯、学习态度、朗读水平等方面进行具
体的评价。评价分为教师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学生间的
互相评价，使学生在评价中互补，在评价中不断提高。最佳
组员，最佳合作奖，最佳新人奖等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竞争
意识，加强了学生的合作意识和团队精神。

通过合作，有利于学生用不同的方式探索和思考问题，培养
其参与意识和探索能力。因此，合作学习被引入课堂，成为
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也成为现代课堂教学的一道亮丽的风
景线。

组合和复合的差别篇二

1.本合同自______年___月___日起生效。

2.合同有效期限为___年，至______年___月___日止。

3.无固定期限。本合同除可因甲方生产经营发生变化或在定
期考核中发现乙方未能认真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劳动义务而依
法予以终止外.

4.本合同由甲乙双方各存一份。均具有同等效力。

组合和复合的差别篇三

小组合作学习心得感想小组合作学习是新课程倡导的一种学
习方式，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好合作小组学习是我们面临的新



课题。课堂教学中教师一定要把握时机，当好"导演"，让学
生当好"演员"。同时教师要注意整合各种资源，组织好小组
合作学习。19世纪早期，美国的一些学者开始研究合作学习
并运用于实践，杜威创办的芝加哥实验学校就运用了小组合
作学习。《新课程标准》指出：动手实践、自主探索与合作
交流是学生学习的重要方式。所谓小组合作学习是指在小组
或团队中为了完成共同的任务，经历动手实践、自主探索和
合作交流的过程，是有明确责任分工的互助性学习。小组合
作学习的主要特征是：以讨论的形式研讨某个问题的解决方
案，学生在讨论中要倾听（认真听取别人的意见）、交流
（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对别人的意见进行评价和补充）、协作
（用不同形式展示问题的解决过程）、分享（让每个人获得
成功的体验，并从中反思自己的学习行为）。小组合作学习
一般以4-6人为一组，将同一班级的学生按成绩、能力、性格
诸方面的差异组建成若干个最优化的"同组异质、组间同质"
的合作学习小组。它强调学生学习的亲历性、参与性、合作
性，是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学习方式。在《新课程标准》的
基本理念和课程实施建议中，小组合作学习已经成为一个重
要的概念。因而，在数学课堂教学过程中，我们倡导将学习
的主动权还给学生，尽可能地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究、合作学
习、独立获取新知的机会，尽可能多地让学生体验尝试成功、
探索与发现的快乐。现在广大的教师都在尝试运用这种新的
教学理念，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小组合作学习，现就结合平时
的听课情况和自己的教学经验来谈谈我的一些做法。

在数学学习中，小组成员的组合要怎样才能达到有凝聚力、
才能共同促进呢？前苏联著名的心理学家维果斯基将儿童的
最近发展区界定为：由独立解决问题所决定的实际发展水平
与通过成人指导或能力更强的同伴合作解决问题所确定的潜
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在他看来，儿童间的合作活动之所
以能够促进成长是因为年龄相近的儿童间的最近发展区内操
作，表现出较单独活动时更高级的行为。长期以来关于同伴
互教活动的研究发现，在学业成绩方面，教者与被教者都能
从中受益。可见小组合作通常采用异质分组是有着它的科学



性的。在实践教学中，我在尊重学生自愿的原则下，尽量使
各组的成员在性别、性格、个性特征、学习成绩等诸方面保
持合理的差异，突出它的异质性。每小组由一般由6人组成，
每个小组中都有优等生2名、中等生2名、和学困生2名组成，
让他们主动参与、互教互学、合作探讨。学习小组经过合理、
优化地重新组合，由学习小组民主推荐一名组织能力强、学
习基础好的学生担任小组长。另外，各组内还设有不同的角
色，如记录员、资料员、审核员、汇报员等。不定期的互换
角色，保证每个学生的积极参与性。组间搭配力求做到均衡，
无明显差异，便于公平竞争。并要求各小组的成员相互友爱，
坦诚相待，民主平等。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在教师的指导下，
通过组内学生的探究和互助活动，共同完成学习任务。

小组合作学习前，教师要引导学生提出问题，因为"呈现问
题"是合作学习的第一步。然后师生共同梳理、整合问题。如
在教学《圆锥的体积》一课时，我与学生共整合出了三个问
题："圆锥的体积如何求？""它和圆柱体积可能有什么关
系？""如何得出它的体积公式？"然后，请同学们自由选择自
己最想解决的一个问题，然后请选择相同问题的同学组成一
个学习小组，到指定地点，选出一位临时组长。这样，既给
了学生明确的学习任务，又给了他们自由的内容选择和活动
的空间，使学生明白怎样学习，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评价激励，延伸“合作”

积极的评价，将不断增强学生参与合作的意识，也使学生不
断获得成功的喜悦。因此，合理运用小组成员互评与自评，
对于保护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增强其学习的自信心尤为有效。
同时，正确的评价与被评也正是学生将来走上社会所必须具
有的基本素质之一评价可以是个人评价、小组互评、教师评
价。评价的内容包括小组合作中行为表现、积极性、参与度
以及学生在活动中情感、态度、能力的变化。奖励，有利于
激励学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奖励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
可采用口头表扬、鼓掌祝贺、授予小组荣誉称号等。通过奖



励使学生知道什么行为是有价值的，是能得到认可的，激发
学生尽可能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开发他们的潜能，乐意为共
同的学习目标而努力，从而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提高合作
技能。

但是，小组合作学习不是万能的钥匙，需要我们不断地进行
研究，不断探索有效合作学习的途径和方法，以实现学习方
式的转变，促进学生不断发展。

组合和复合的差别篇四

蒙族舞蹈组合教学内容：

1、学习蒙族舞蹈的基本体态、基本手型、基本动作

2、组合的学习教学任务：

2、培养学生的舞蹈表现力及观察模仿能力；培养学生的爱国
情感。重点及难点：

1、动作的风格及协调性

2、动律要求教学内容提要：

组织教学：

1、师生问好

2、导入

用《敕勒川》这首古诗导入，让学生感受草原上美丽的风光。
并简单介绍蒙古族这个民族的特点，引出蒙族舞蹈。

二、新授：



介绍蒙古族民间舞的风格特点、动作韵律：

1、蒙古族民间舞的风格特点：

热情奔放、稳健有力、节奏欢快，具有粗犷、剽悍、质朴、
庄重的特点。

2、动作韵律特点：

肩部动作丰富、灵活、富有弹性；腕部动作主要是在掌与腕
平直的姿态上，以脆韧相间地上提、下压手腕来带动整个手
臂的舞动。头要稳，上身端庄，身体多为摆身、推身和靠身
的动律。做各种步伐时双膝的屈伸要沉而柔韧，双脚落地扎
实，脚下稳重，强调下沉的力量。

3、基本体态：

挺胸立腰，上身略后倾，后背略后靠。仰头，颈部稍后枕。

4、手型：

四指伸直、并拢、拇指稍翘自然旁开，五个手指在一个平面
内，形成“板手”。叉腰为一字叉腰。

三、基本动作练习

硬腕：（1）双手同时提压腕（2）双手交替提压腕

揉臂：以肩背肌肉推动锁骨，肩胛骨、肋骨做前后圆形揉动，
同时向肘、腕、手指做大波浪形传导。肩背揉起，肘、腕、
手指连续相跟揉起。

揉肩：左肩向前拱，左肘向后摆，同时右肩向后摆，右肘向
前拱，左右交替前后扭动，同时肩略耸。硬肩：动作基本与
柔肩相同，动作要硬，干脆，节奏分明有棱角。



四、组合的学习

四个八拍：前两个八拍双手划一个圈，右脚往右迈一小步到
点步位，身子往后仰，眼看右上方的手，反方向来一遍。后
两个八拍，双手在胸前交叉再向上划半圈到三位手，接着右
脚向右迈一步做一个冲还原。反方向来一遍。四个八拍：进
入慢板，前两个八拍蹚拖步加揉肩，后两个八拍加上揉臂，
要注意身体的重心要向下，往下沉的感觉。两个八拍往前走，
动作同前，后两个八拍转身往后，手在四位上做揉臂，身体
要找到仰豪放的感觉。

四个八拍：步伐和手上的动作基本同前，只是是往旁走，先
往右走，加上腰的力量带动身体转一圈点地仰。反方向再来
一遍。

最后四个八拍：前两个八拍，往后转重心前后交替一次点地
仰，再转身做左右手交替硬腕，反方向来一遍。后两个八拍，
右脚吸腿立后往前形成弓步，胸腰出来，双手经上往旁打开。
反方向来一个。结束四拍：重心移到左脚，做软手，摆造型。

五、合乐表演

注意节奏的把握，不能抢拍或拖拍，六、课后小结：总结课
堂学习情况。

布置作业：复习：蒙族民间舞组合体会音乐情绪，有表情的
表演。

组合和复合的差别篇五

我校全面推开了自主、合作学习模式，本年级各班也建立了
自己的班级小组管理方式。这一管理方式是自主、合作学习
模式有序开展的重要保障，小组长在这一学习模式中起着相
当重要的作用。班级自主、合作学习模式和小组管理方式确



定下来后，要让这个模式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不流于形式，如
何选择一个好的小组长在其中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正所
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如何才能选好小组长呢？从这一学年的实践中，我找出了一
些步骤。首先，知己知彼，有的放矢。

班主任在选用小组长之前先要“知己”，自己想怎样管理小
组长？需要什么样的小组长？自己的性格是否会影响到小组
长的发挥？这些问题都要首先考虑。然后才是“知彼”即了
解全班学生的情况，对每一个学生进行分析，分别从家庭背
景、过去任职经历、学习思想情况、在班上与同学相处情况
以及个人性格等方面入手，尽量做到有的放矢。

同时也照顾到同学的情感，让我班在本学年的考核中每一个
学生都心服口服。这样的学生在小组中就是鞭策小组成员共
同进步的动力。事实证明，像这样的小组整体发展都比较好，
不但成绩上来了，连平时的一些小错误也得到了纠正。可见，
成绩并不是小组长选择的唯一标准，小组长的选择是一个需
要综合考虑的过程。

其次，有进有退，竞争上岗。

小组长是小组管理模式中的核心，也为这一模式的成功立下
了汗马功劳。因此，一个成功的小组长在班上是可以享受一
些特权的，除了在德育目标考核中加分外，还可以享受比如
优先评优评干等资格，甚至可以“将功赎罪”抵消一些错误。

当然，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当上小组长，只要班委讨论通过的
都可以试用小组长，然后一展自己的才华。在每一个学月的
考核中，小组的考核也就是小组长“政绩”的表现，只有小
组内一半以上同学同意的小组长才能连任并且加分，如果有
一半同学不同意或是小组考核不合格，这一小组的组长就应该
“退位让贤”，但他们可以帮助新的小组长一起管理小组，



作为下次小组长的后备人选。这样的目的，一是避免有的学
生因为被撤换下来而失去信心，产生自暴自弃心理；二是有
了这些后备组长的监督，可给新的小组长一些危机感，促使
他们做好工作，带领全组共同进步。

竞争是一个团队进步的源泉，有竞争才有动力，有动力才有
进步。在班级小组管理模式中不但小组之间要竞争，小组之
中小组长也在竞争，如果一个小组中没有合适的人选作为小
组长，其他组还可以派人担当这一组的小组长。只有竞争才
能促使相互鼓励，共同进步。

第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

的集体、小组产生归属感和认同感；还能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从而加强主动性和创造性；让他们产生期待感，激发他们的
进取心，增强其克服困难的力量。自然而然就会对班主任产
生向心力，成为班主任小组管理模式中的得力助手。

班主任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小组长就能一展才华，
为小组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最后，鼓励和信任是最美丽的花朵。

班主任在小组管理模式中是小组长放开手脚大干的坚强后盾。
学生年龄尚小，班主任给予的评价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小组
长的信心。因此，班主任要在各种场合，通过多种方式帮助、
鼓励小组长。

小组长人选确定后，班主任应先与科任老师交流，请他们一
起做工作，支持小组长，以增强他们的信心。因此，一有机
会各科老师就可以向小组传递这样的信息“你比较具有领导
才能”，“这个问题你处理得非常好”，“你是我最得力的
助手”，“因为有你，你们小组的纪律和成绩都有进步了”
等等，让小组长在不知不觉逐步树立自信，为小组的进步尽



心尽力。

在这中间，老师的鼓励和信任就是小组长眼中最美丽的花朵，
因为他们看到了自己的价值和能力得到了认可，那么，他们
将不会让你失望。

总之，选择是一个需要充满智慧的决定，班主任对小组长的
选择决定了班级小组管理模式的成功与否。但我坚信，只要
你选择了，你一定会风雨兼程地去促使他成长，直到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