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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dern education pays attention to the cultivation of students’ core quality. 

It emphasizes personal training, social care and native land emotion. It pays more 

attention to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cooperative participa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This paper takes group cooperation teaching method in the task-based 

classroom teaching as the carrier. It aims at the problems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such as single mode, low autonomy and lack of vitality in the classroom, and analyzes 

its solution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motional factors. Based on the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junior middle school students, the author elaborates the sufficiency 

of paying attention to emotional factors and the or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of English classroom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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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教育注意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突出强调个人修养、社会关爱、

家国情怀，更加注重自主发展、合作参与、创新实践。本文以任务型课堂教

学小组合作模式教学法为载体，针对教学过程中出现的模式单一、自主性不

高、课堂缺少生命力等问题，从情感因素角度分析其解决方案。笔者结合初

中生的心理特征，详细阐述了重视情感因素的充分性及英语课堂活动的组织

与实施策略。

关键词：初中英语；小组合作；情感因素；核心素养

收稿日期：2020-07-12；录用日期：2020-08-03；发表日期：2020-08-04

Copyright © 2020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69·
浅谈英语课堂活动组织中的情感因素2020 年 8 月

第 2 卷第 3 期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es	 https://doi.org/10.35534/es.0203017

英语教学的目的是全面培养学生听说读写技能，以及综合应用所学英语知

识的能力。结合当前英语教材以话题为中心，以任务驱动编写的特点，英语课

堂小组合作模式教学法正好适应了这一需求，注重在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学习应

用能力、合作参与能力以及协调沟通能力。作为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小组合

作模式在实践过程中也让师生遇到或多或少的困惑，尤其是“将讲台交还给学生”

这一举措让师生在落实上遇到困阻。当“合作”代替“接纳”，当“为师独尊”

变成“百家争鸣”，当我们努力将课堂创建成“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欢”时，

我们也要沉思，怎样才能让小组模式发挥其最大功效？

由于青少年心理活动的不平衡性，教师在促动学生的情感因素发挥积极效

应的过程中会遇到阻碍，主要体现在学生心理障碍明显、兴趣的浓厚程度不同、

接受能力高低不同以及对教师个人及其教育方式喜好程度不同四个方面。另外，

传统教育的前摄抑制影响也使学生登上讲台后无所适从。因此在小组模式的临

帖初期，展示单元走流程、模式单一、没有新意、课堂缺少真正的生命力是大

多教师面临的难题。

基于以上问题，笔者从学生在英语课堂活动组织中体现的情感因素入手，

对如何提高小组合作模式的学习效能提出自己见解。

1  重视课堂活动中情感因素的充分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重视英语课堂活动组织中的情感因素是小组

合作学习模式的必然要求，它在操作上符合初中生心理成长规律。主要体现在

以下两点：

第一，变“接受式”学习为“自主式”学习。

教育的目的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发展学生潜能，形成积极向上的自

我概念和价值观体系，最终使学生完成自我教育［1］；师生之间应通过真诚积

极的情感交流，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让学生变被动为主动，了解自己需要什么、

应该做什么，避免盲目。

第二，变“苦学”为“乐学”。

对于学生而言，学习不仅是在校的十几年的任务，更是影响他们一生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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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与处世态度。若体验到的只有学习的苦涩与烦闷，又如何使其真正摆脱

“填鸭”的身份？教育是以培养“完人”为目标，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特征来看，

最核心的一点是看学生是否愿意学、主动学以及如何学、会不会学。提倡“知”，

更主张“行”［2］，即将课堂学习方法运用到生活中去。“想要一滴水永不干涸，

就让她流入大海”，教育中的情感因素伴随着学生健康成长的同时，也使教育

本身永葆生命力。

2  英语课堂活动组织的设计与实施

英语学习从来都不是凌驾于生活之上。怎样学以致用，怎样将生活中的情

趣转换成课堂的灵气，是教育者需要反复悉心研究的课题。

2.1  活动组织的具体要求

（1）做好铺垫，口味相符；以“兴趣”为出发点，展开活动

教师的工作较少直接体现在课堂活动中，但作为互动的筹备者，教师决定

了活动的方向，影响着活动对学生获取知识的效力。过于模式化的活动不适合

对具有强烈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的初中生长期运用。因此，教师在策划活动时

应尽量选择新鲜的素材，避免学生因对模式不感兴趣而不愿意投入学习的情况

出现［3］；另外，活动的难度也应有所梯度，在使学生对自我要求更高的同时

满足其挑战欲和成就感，使其对英语学习保持新鲜感与热度。

（2）明确职责，层次合理；以“树形”为桥梁，发布活动

在活动初期建立稳固的活动流程及工作思路，是教师对学生合作学习的基

本保障。当教师将具体任务交付给课代表及其他活动负责人时，实质上是将信

任感交付与他；当负责人在班级范围内进行任务的分配与完善时，是学生沟通

能力及自主能力的发挥。

（3）信任彼此，积极吸纳；战胜“自卑”，学会实现自我价值

小组合作模式中生—生沟通增多，要求其学会信任搭档，勇敢地提出自己

见解，对活动中的难点向其他组员虚心求教。实践证明，多次经历这般考验之

后的学生抗压能力和自主能力也获得明显提高，这是仅仅通过教师传授难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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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的能力。

（4）交流支撑，促进共赢；战胜“依赖”，学会自尊与被尊重

小组合作学习模式要求学生在评价与被评价的互动中克服依赖性，学会独

立思考，发掘他人优点，礼貌清晰地指出他人的不足之处。作为教师需要在这

个环节中引导学生懂得自尊及尊重他人，同时学会有的放矢，判断事物时抓主

要矛盾，这种能力对初中生今后的学习生活都至关重要。

2.2  活动组织的实施方案

2.2.1  转变思想，充分了解并尊重学生的喜好

（1）摒弃传统教学前摄抑制的负影响，将讲台交还给学生

在小组合作模式入模阶段，不仅教师紧张自己讲得“不够多”，学生也因

不习惯“讲太多”导致难以开口。于是在实际操作中，许多教师依然将许多本

应交还给学生处理的部分包揽下来，单向灌输多，反而适得其反。要想顺利展

开活动，转变思想是前提。临帖阶段教师可刻意控制时长，在课上只说必要的话，

将其他时间保留给学生。

（2）深入了解学生学习喜好，确保活动的制定方向明确

在小组合作模式的临帖阶段，笔者意识到“知己知彼”的重要性，通过访

谈及问卷调查对学生的学习状况和课堂需求有了更深层次的把握，使得教师对

活动的设计更具针对性，根据教学内容采取学生喜欢的活动形式。

2.2.2  合理安排任务，组织人员，最大程度发挥学生能力

组织学生构建工作链，将师生关系转换成半同事关系。活动的组织需要大

量精力，单凭教师一人往往心有余而力不足。形成教师—课代表—组长—组员

的工作链，召开周例会剖析本周课堂活动的闪光点及不足之处，充分调动学生

的积极性及参与意识，大力挖掘并发挥学生才能。

2.2.3  有针对性地布置任务，杜绝随机、盲目

（1）引导学生正确对待“争论”

在活动准备阶段，组员间难免会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甚至有时会争得脸

红脖子粗。这时组长便起到“调解员”的作用，协调组员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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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固定分配代替抽签的随机性

以抽签方式决定各组的活动内容随机性太强，无法满足学生的差异性。结

合学生学情，一对一分配可更贴近学生学情和参与完成度。

2.2.4  注重质疑、评价环节，鼓励学生总结本课所学内容

（1）学会评价与质疑的正确方式

第一，注重学生评价的有效性。按照“听—记—表达”的秩序，笔者要求

学生注意倾听，做好相关记录，杜绝盲目评价。当学生评价出现偏差时，教师

要适时以提问的方式进行引导。

第二，注重学生表达中的礼貌性。由于词汇量的限制或恶作剧心理，学

生在评价时会用贬义词。如想表达某位组员的答案是错误的，却说“He is 

stupid!”这时教师需严肃纠正，杜绝人身攻击。

（2）重视知识总结环节

每节课的知识点总结任务是“抢答题”。全班同学可通过迅速站起的抢答

方式夺得本课总结的机会，帮助全班同学梳理思路的同时，也为一节课画上圆

满句点。

2.2.5  其他支持

（1）尽量多提供辅助学习条件

如多媒体的支持，使学生保持新鲜感。教师可多利用网络搜索新鲜素材，

在知识导入环节引用音频、视频，触动学生的兴奋点，降低学生对学习的焦虑

感和恐惧感，提高学习兴趣，激发求知欲。

（2）提供固定句式作参考

初中学生知识容量有限，思路清晰却无法表达的情况时有出现。教师需提

供部分常用句型供参考运用，避免学生长期处于畏难情绪中［4］。

（3）注重课前课后沟通，沟通方式需多样化，且随时进行

班级氛围的营造在规模上由学生决定，但总体应由教师引导。笔者通过

开会、问卷等方式了解学生的需求和变化；当学生对指令理解困难时，用表

情和肢体语言协助［5］；课下通过作业本留言、或传递小纸条等方式进一步

和学生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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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在小组合作模式下的教学实践使我深深感受到重视学生情感因素的重要性。

通过合作，学生的课堂焦虑能得到大幅缓解，原本张扬的个性在班级展示环节

中也能得到正确的发挥，变得更加自信；在自由参与探索与创新的同时，课堂

气氛更加活跃和谐。学生也在学习参与的过程中，能力得到提升，自己得到成长。

教师在扮演导师一职的同时，也兼顾“导演”“活动策划”与知心朋友的角色，

在教学活动中，笔者坚持做到尊重每一个学生，也在平等交流中收获学生的敬重，

步步为营地实现自己角色的转换与升华。当然，针对小组合作模式教学的活动

设计环节并不完美，为了促使学生的身心在教学体验中健康成长，提升其精神

力量，笔者也要尽力完善自己，在提高教学能力的同时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

课堂上以积极饱满的状态感染学生，生活中以平和诚挚的心善待学生，成为学

生的知心人，以更好地指导实践。

参考文献

［1］刘东楼．外语教学中动机问题的几点思考［J］．中外语教学，2002（23）．

［2］周振兴．高效初中英语教学课堂构建［J］．中国科教创新导刊，2011．

［3］许菁．浅谈英语趣味教学及能力培养［J］．中学校文化，2013（49）．

［4］文秋芳．英语口语测试与教学［M］．上海：上海外语出版社，1999．

［5］李力，陈治安，蒋宇红．策略·风格·归因——学会学英语［M］．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