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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学习共同体建构初探

———个人课题融于学校课题的研究阐述

缪 健，高爱萍

( 江苏省江阴市临港实验学校，江苏 江阴 214443)

摘要:本文在“学习共同体”理念引领下，对信息资料进行搜集梳理，在学科学习活动中，对所发现问题开展多轮次实践研
究，短周期、多角度地探究了“小学生科学探究共同体”的建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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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题———来自资料梳理

对所搜集到的文献按年度以文章标题为依据，

根据研究视角进行简单分类和整理统计( 见表 1 ) ，

从数据可以明显看出，关于“学习共同体”的理论研

究、关注教师发展等方面的文献保持一定数量并逐

年增多; 同时从表 1 也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关于

“学习共同体”以学生发展为研究视角的文章非常

少，甚至多数年份为零篇。虽然这可能受检索的范

围所限，但还是可以传递出这样的信息: 专门研究学

生学习共同体的文章还不多，这就意味着学术界对

学生学 习 共 同 体 的 关 注 度 不 够 或 是 研 究 意 愿 不

强烈。
表: 1: 2003 至 2011 每年国内教育类期刊有关

“学习共同体”的研究视角分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理论研究 2 2 12 18 28 32 21 15 24

教师发展 1 1 2 8 25 28 22 34 29

学生发展 0 0 0 0 0 1 0 1 0

基于网络环

境的研究
0 0 5 7 11 12 13 22 23

国外研究

介绍
0 1 1 0 2 3 2 5 4

教育教学实

践研究( 高

等教育和

职业教育)

0 0 0 1 8 5 21 12 16

教育教学实

践研究( 基

础教育)

2 2 3 4 6 8 15 18 17

其它 0 0 0 1 3 0 2 2 3

学校申报的江苏省“十二五”教育科学规划立

项课题“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学习共同体建设的校

本研 究”( 课 题 编 号: D /2011 /02 /232 ) 是 在“十 一

五”课题“教师专业发展共同体的形成机制和建构

策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的，研究视角从关注教师

发展到注重学生发展，是在已有对教师学习共同体

建构的认知基础上对学生学习共同体建设的探索。
二、实施———基于学科活动

为更好地将学科教研融入学校主课题，成为其

中的一分子并实现有效对接，个人申报的“小学生

科学探究活动中学习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研究”作为

江阴市教师专项课题于 2011 年 12 月立项，2013 年

12 月结题。整整两年的时间里，结合日常科学学科

教育教学实际，主要在小学生科学探究活动中学习

共同体的组织、架构、调整、维持等方面有一些摸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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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了直接经验。其中比较成功的是“牙签高塔挑

战搭建活动”: 《搭支架》是苏教版小学科学五年级

下册《形状与结构》单元的第二课，为增强这一课活

动的趣味性并提升学习意义，2011、2012、2013 连续

3 年的 3 月份组织学生开展“牙签高塔挑战搭建活

动”，2011 年该 活 动 的 场 面 很 热 闹，效 果 却 一 般，

2012 年和 2013 年再次组织这项活动时分两课时开

展，第一课时主要是设计结构、熟悉材料、根据材料

再设计、少量材料尝试搭建、各成员明确分工等等，

同学们收获颇多; 第二课时则是按规定的人数、时

间、材料展开比赛，第一比的是哪组搭建的结构又高

又稳，第二比的是哪组搭建的结构最有创意，在 30
分钟时间内，成员集思广益、配合默契、有条不紊，塔

越搭越高。课上剩余的时间则是同学之间相互欣

赏、相互评论，在自由交流中开阔眼界，增长见识，拓

宽思路。
连续 3 年的“牙签高塔挑战搭建活动”成为学

生探究共同体建构研究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其经历

了初步成型、调整发展和有意识培育 3 个阶段，注重

在激励学习者主动参与、组织共同体活动、建立共同

体规则等方面进行有目的的探索，遵循科学探究活

动规律特征的同时强调引导学生以参加探究共同体

的方式参与活动，促进学生在群体中共同学习，建立

和培养其共同体意识。
三、发现———聚焦研究视点

课题“小学生科学探究活动中学习共同体建设

的实践研究”在研究中注重学生学习共同体的有效

组织和具体活动的开展，期间发现在活动过程中每

个个体的体验和感受都非常重要，其经常影响着共

同体的学习氛围和活动效果。于是，学校又申报了

“小学生科学探究共同体建设的实践研究”在 2012
年 8 月作为无锡市教师教研课题成功立项( 编号:

2012WXJYA51) ，其研究重点是观察学生个体在参

与探究共同体活动中“平等体验”的获得及其表现。
以月相观察活动为例，要求学生坚持把观察到

的实际现象作文字记录并画出每天的月相示意图。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各班能坚持完成观察并且认真

记录的是在课堂学习活动中表现不是十分突出的学

生，其中还出现了令老师意想不到的分格记录、分页

记录、条状记录、圆环记录等表现方式，相比之下，在

平时学习活动中经常侃侃而谈的学生在这时的表现

只是平平常常。而恰恰是这些非常有创意的观察记

录很好地帮助其他学生直观地感知了农历月周期的

月相变化过程和规律。当看到自己的学习行为得到

老师的肯定、自己的学习方式被老师采用并向同学

推荐时，这些可能不太擅长现场表现的学生自然会

产生一种自己也能为大家做出贡献的直观体验，这

种体验的产生是学生个体对自己的学习成果的一种

反应，是他人对待自己学习行为、也是对个体自身学

习状态的一种感知，这种体验往往能生发出行动的

意义: 他人的认可和肯定，能够让学生个体产生一定

的自尊感和自信感，自然会形成融入群体的归属感、
相互的认同感和信任感，这就是平等体验的生成。
在探究性学习活动中，学生其他学科的学习状况、课
堂表现等方面的差异会被淡忘，各种关系得以重组，

组织形式方面固定的格局也会被打破，学习带给参

与者的是受到尊重和自主的主观感受，当学生感到

平等与被尊重时，自然会表现出良好的学习状态。
四、思考———拓展研究广度

各学科的各种学习共同体对于学习个体都存在

着一定的吸引力，而对于学生来讲学习生活中参与

最多的是以班级为单位的共同体活动。在活动中，

他们相互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且这种互动每天都

现实地发生着。在刚入学或是升级重新分班时，学

生之间除了年龄相近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相似性。
所以，将在自然状态下形成的现实学生群体建设成

一个能对儿童的成长起重要作用的联合体，还有很

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探索和研究，其中最实际的工作

方式，就是把每一名学生看成是能动的或潜在能动

力的个体，组织引导他们联合在一起，建立起有着鲜

明印记的能被学生充分认可的属于他们的学习共

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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