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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学习的研究被人们誉为野近十几年来最重要和最

成功的教学改革冶[1]遥 通过中国知网的统计袁有关合作学习

研究的文献资料数量大袁层次包括硕士和博士论文袁而且

越来越多的教师参与到合作学习的研究中来遥国家政策文

件中也明确提出院野鼓励合作学习袁促进学生之间的相互交

流尧共同发展袁促进师生教学相长遥 冶
合作学习评价是指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对学生个体成

长发展状况尧 个体在合作学习小组中的情况进行评价袁既
包括对学生学习进展尧结果的评价袁也包括对学生行为变

化尧道德品质尧态度尧情感尧合作沟通能力尧交流尧组织能力

等方面的评价 [2]遥 通过文献资料整理袁有关合作学习过程

的形成性评价研究文献较少袁本课题将在秉承前人研究的

基础上袁把握合作学习理念袁运用教育评价学尧学校体育学

和统计学的知识袁注重评价的多元化袁开展野基于层次分析

理论的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研究冶袁探索

其形成性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袁为合作学习的教学改革提

供重要参考袁达到野以评促教尧以评促学冶的目的遥

以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指标为研

究对象袁并通过野系统分析法冶最终确定了 13 项评价指标遥

根据研究的需要袁 以 野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冶野形成性评

价冶野合作学习冶和野层次分析法冶等为关键词收集大量文

献资料袁为课题研究的开展奠定理论基础遥 笔者查阅教育

评价学尧学校体育学尧体育教学论尧健身气功和医学统计学

等教材袁 多角度开展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评

价的研究遥

本课题制订了 野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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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指标情况的教师问卷调查表和学生问卷调查表冶袁 笔者

对问卷调查表进行了效度和信度的检测遥问卷调查表经过

特尔菲专家法的检验袁效度可信遥 该问卷信度测试是在实

验教学学校进行检测袁通过裂半法袁可靠性系数为 0.896袁
信度较好遥

问卷调查表的发放集中在湖南省 4 所代表性的医学类

高等院校中进行袁分别是湖南中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尧湖南中

医药大学尧怀化医药院和邵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渊现已并入

邵阳学院冤遥 选择理由是医学类高等院校非常重视民族传统

体育和中医养生功法的教学袁 且该部分课程已经成为必修

课程袁 有非常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袁 且学生习练的基数较

大袁从事健身气功教学的老师相对较多遥共发放教师问卷 40

份和学生问卷 400 份袁发放采用随机抽样的原则袁教师问卷

的有效回收率为 87.5%袁学生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 91%遥

主要运用野系统分析法冶和层次分析理论对问卷调查

表的数据进行分析袁 最终确定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

形成评价指标的重要性程度遥

合作学习是一种旨在促进学生在异质小组中互助合

作袁达成共同的学习目标袁并以小组的总体成绩为奖励依

据的教学策略体系遥 目前合作学习活动主要归纳为 4 种院

以师生互动为特征的合作学习尧以生生互动为特征的合作

学习尧以师师互动为特征的合作学习和以全员为特征的合

作学习 [1]遥 本文遵循了合作学习的基本要素和基本方法尧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教学和习练特点尧 体育教学评价的理

论知识袁把握住合作学习教学的基本理念袁运用层次分析

理论袁最终确定 3 个一级评价指标和 13 个二级指标遥

层次分析法由美国科学家 T.L.Saaty 于 20 世纪 70 年

代提出袁是用系统分析的方法袁对评价对象依评价目的所

确定的总评价目标进行连续性分解袁得到各级渊各层冤评价

目标袁并以最下层评价目标作为衡量总评价目标达到程度

的评价指标袁然后依据这些评价指标计算出一综合评分指

数对评价对象的总评价目标进行评价袁依其大小来确定评

价对象的优劣等级 [2]遥 层次分析法的优点是具有高度的逻

辑性尧系统性尧简洁性和实用性袁是一种通过逐层分解和比

较来处理复杂问题的系统方法 [3]遥
笔者基于层次分析的基本原理袁 对健身气功窑八段锦

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的总目标进行连续性分解以得到不

同层次的各项评价指标渊见表 1冤遥 第一层次指标院教师评

价 B1尧小组评价 B2 和自我评价 B3曰第二层次指标由 13

项指标组成袁该层次指标主要体现在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

参与态度尧参与程度尧主动学习情况尧学习任务完成情况和

组织情况等遥 评价方式遵循多种评价方式综合运用的原

则袁运用自评与他评相结合袁引入教师尧小组成员和自我评

价袁多方面综合进行评价袁以此来检验合作学习模式在健

身气功窑八段锦教学的效果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是指在健身

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教育尧教学活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袁
对计划尧方案执行情况进行的评价遥 其目的是了解在健身

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动态过程中的效果袁 及时反馈学生

习练的信息袁以便教师可以适当进行合作学习实验教学方

案的调整袁顺利达到预期目的遥根据评价的主客体不同袁引
入了教师评价尧小组评价和自我评价遥首先建立健身气功窑
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的教师评价指标成对比较的判断

优先矩阵表渊表 2冤遥

表 1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指标体系

总目 

标层 

第一层 

次指标 
第二层次指标 

1.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的学生任务完成情况 C1 

2.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对小组的贡献情况 C2 

3.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的学生组织情况 C3 

4.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的学生参与情况 C4 

教师评价 B1 

5.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的与他人合作情况 C5 

1.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小组任务完成情况 C6 

2.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小组参与程度情况 C7 

3.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交流和协作情况 C8 
小组评价 B2 

4.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组织能力情况 C9 

1.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个人完成情况 C10 

2.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个人承担、组织、创新学习情况 C11 

3.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个人学习态度情况 C12 

健身气功八段锦 

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 

自我评价 B3 

4.健身气功•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个人与小组成员的沟通配合能力情况 C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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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W'i= ai1伊ai2伊噎aim
m姨 渊公式 1冤计算初始权重系数[2]遥

其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教师评价中对小

组的贡献情况 B5 的权重系数计算过程如下院W'1=3.3470袁
由 此 推 断 出 W'2= 1伊3伊4伊5伊75姨 =1.8206袁W'3=1.1340袁
W'4=0.5253袁W'5=0.2755遥

按 Wi=
W'im

i = 1
移W'i

渊公式 2冤计算归一化权重系数 [2]遥

W1=0.4712袁同理得出 W2=0.2563袁W3=0.1597袁W4=0.0740袁
W5=0.0388遥

在运用层次分析法计算权重系数时需要对归一化后

的权重系数进行检验袁判断是否符合逻辑遥 在此笔者采用

了一致性指标 CI 检验尧RI 值检验和 CR 值检验来判断健

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指标的逻辑情况遥 根

据数值 CI＜ 0.10 判断无逻辑混乱袁即权重系数可以接受遥
运用公式 3尧4 和 5 对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

成性教师评价 5 项指标进行检验遥 公式中 m 是受检验层

次的子目标数袁姿max 为最大特征根袁姿i 为该层子目标成对比

较判断优选矩阵的特征根[2]遥
CI= 姿max-mm-1 渊公式 3冤

姿max=
m

i = 1
移姿i

m 渊公式 4冤

姿i=
m

i = 1
移aijwj

wi
渊公式 5冤

根据公式 3尧4尧5 计算得出院
姿1=(1伊0.4712+3伊0.2563+4伊0.1597+5伊0.074+7伊0.0388)

0.4172 =6.0415

姿2=( 13 伊0.4712+1伊0.2563+2伊0.1597+5伊0.074+6伊0.0388)

0.2563 =5.2111

姿3=( 14 伊0.4712+ 12 伊0.2563+1伊0.1597+3伊0.074+5伊0.0388)

0.1597 =5.1449

姿4=( 15 伊0.4712+ 15 伊0.2563+ 13 伊0.1597+1伊0.074+3伊0.0388)

0.074 =5.2585

姿5= ( 17 伊0.4712+ 16 伊0.2563+ 15 伊0.1597+ 13 伊0.074

+1伊0.0388) 0.0388 =5.2945

姿max=(6.0415+5.2111+5.1449+5.2585+5.2945) 5 =5.3901

CI=(5.3901-5) (5-1)=0.0975＜ 0.10

CR=0.0975 1.12 =0.08707＜ 0.10

根据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教师评价的

CI 检验数值结果我们可以认为该层次 5 个指标的权重判

断无逻辑错误遥 为了度量不同阶判断矩阵的一致性袁笔者

引入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值遥 对于 1~9 阶

判断矩阵袁RI 值可以参考表 3遥当阶数大于 2 时袁判断矩阵

一致性指标 CI 与同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之比称之

为随机一致性比率袁记为 CR [2]遥 CR=CI/RI渊公式 6冤遥 当

CR＜ 0.10 时袁即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遥
表 3 1~9 阶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的取值

综合分析袁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教师评

价 5 项指标的权重系数判断无逻辑错误袁影响最大尧权重系

数最高的指标为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的

任务完成情况 C1袁为 0.4712袁其次是 C2 为 0.2563 和 C3 为

0.1597袁相对影响较小的学生参与情况 C4 为 0.074袁与他人

合作情况 C5 为 0.0388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

性教师评价是为了及时发现合作学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

改进的方向袁及时修改或调整活动计划[4]遥 本研究非常重视

合作学习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袁 且在整个实验过程中根据学

习进度袁共安排了 3 次学习过程中的检查袁每次检查的首要

任务是考核合作学习小组的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动作完成情

况袁这与问卷调查结果一致袁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过

程中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 C1 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最大遥合

作学习过程中教师采用了学生小组学习的方法袁 学生一起

学习袁既要为别人的学习负责袁又要为自己的学习负责袁还
强调运用小组目标和小组成功开展合作学习袁 在实验教学

 
任务完成 

情况 C1 

对小组的贡献情

况 C2 

学生的组织情况

C3 

学生参与 

情况 C4 

与他人合作情况

C5 
初始权重 W’ 

归一化 

权重 W 

任务完成 

情况 C1 
1 3 4 5 7 3.3470  0.4712  

对小组的贡献情况 C2  1/3 1 2 5 6 1.8206  0.2563  

学生的组织情况 C3  1/4  1/2 1 3 5 1.1340  0.1597  

学生参与 

情况 C4 
 1/5  1/5  1/3 1 3 0.5253  0.0740  

与他人合作情况 C5  1/7  1/6  1/5  1/3 1 0.2755  0.0388  

 

表 2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教师评价第二层指标成对比较的判断优先矩阵及权重表

阶数 1 2 3 4 5 6 7 8 9 

RI 0.00  0.00  0.58  0.90  1.12  1.24  1.32  1.41  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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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袁经常看到学生之间相互帮助尧相互学习袁谁都想尽

快掌握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动作袁尤其合作学习小组的负责

人和体育骨干主动承担指导其他学生进行习练袁 为了达到

整体习练表演的效果袁经常组织大家在早晨练习遥 由此袁健
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对小组的贡献情况 C2 指标

和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学生的组织情况 C3 指

标的权重系数相对较大遥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袁C4 指标与 C5

指标袁相对影响较小袁合作学习强调小组成员之间的相互帮

助共同进步袁 仅靠教师和体育骨干还不能完全达到教学目

标袁还必须有小组其他成员的参与和配合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小组评价是合作

小组的其他成员对他人在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

中的任务完成情况尧参与学习态度程度和组织协调等情况

进行的评价 [4]遥 由于他人评价一般较严格尧慎重尧客观袁所
以该评价的可信度较高袁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遥

根据公式 1 和公式 2 建立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的

形成性小组评价指标成对比较的判断优先矩阵表渊表 4冤遥 其

计算初始权重系数情况院W'6= 1伊3伊5伊74姨 =3.2011袁由此推

断出 W'7=1.4953袁W'8=0.7186袁W'9=0.2907遥根据公式 2 计算

W6=0.5610袁W7=0.2621袁W8=0.1259袁W9=0.0510遥
表 4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小组评价第二层

指标成对比较的判断优先矩阵及权重表

笔者根据公式 3尧4 和 5 对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

的形成性小组评价 4 项指标进行检验 [ 5 ]袁 计算得出 院
姿6=3.7112袁姿7=4.1274袁姿8=4.2057袁姿9=4.2164袁姿max=4.0652遥

CI=(4.0652-4)/(4-1)=0.021725＜ 0.10

CR=0.021725/0.90=0.02414＜ 0.10

根据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小组评价的

CI 检验数值结果判断院 该层次 4 项指标的权重无逻辑错

误袁 又根据判断矩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值和 CR

值可以认为判断矩阵具有满意的一致性遥
综合分析袁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小组

评价 4 项指标的权重系数判断无逻辑错误袁 影响最大尧权
重系数最高的指标为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过程中

小组任务完成情况 C6袁为 0.5610袁其次是 C7 为 0.2621袁相
对影响较小的是交流协作情况 C8 为 0.1259 和组织能力

情况 C9 为 0.0510遥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小

组评价来自于处于同样学习目标和学习阶段的野同行者冶袁
评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生动性袁也有很强的刺激性遥 由于

课题的合作学习首要目标和考试目标是检查合作学习小

组的整体完成情况袁这也是教学的首要任务袁所以 C6 指标

的权重系数最大袁相对影响程度最大遥 合作学习的学生小

组学习有 3 个概念非常重要袁即小组奖励尧个人责任和成

功的均等机会遥成功的均等机会是指学生通过提高自己的

成绩来对他们的小组做出贡献袁这就保证了学习中快尧中尧
慢的学生都会尽己所能遥合作学习过程中袁需要小组成员的

互帮互助袁需要小组成员之间的交流配合袁需要合作学习负

责人和体育骨干的组织袁通过实验教学中的调查袁同学们认

为最大的收获是大家的共同进步袁 看到落后同学融入到合

作学习小组当中袁他们认为更加能够体现自身的价值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自我评价是被评价

者根据合作学习的评价目的和要求袁 对自身的合作学习情

况尧态度和品德等方面表现进行的价值判断遥 自我评价的目

的是充分发挥评价对象的积极性袁 激发被评价者的自尊心尧
自信心袁使之更好地参与到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当中遥
该层次指标中一共设计了 4 项评价指标袁 主要包括健身气

功窑八段锦的动作完成情况尧 合作学习的学习态度以及在合

作学习中表现出来的组织尧创新和沟通配合情况等方面遥
根据公式 1 和公式 2 建立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

习形成性个人评价指标成对比较的判断优先矩阵表渊表
5冤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个人评价的计算初

始权重系数情况院W'10= 1伊3伊3伊54姨 =2.5900袁 由此推断出

W'11=1.2779袁W'12=0.8409袁W'13=0.3593遥 根据 公 式 2 计 算

W10=0.5110袁W11=0.2521袁W12=0.1659袁W13=0.0709遥
表 5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个人自评第二层指

标成对比较的判断优先矩阵及权重表

 

小组任务

完成情况

C6 

小组参与

程度情况

C7 

交流、 

协作 

情况 C8 

组织 

能力 

情况 C9 

初始 

权重 W’ 

归一化 

权重 W 

小组任务完

成情况 C6 
1 3 5 7 3.2011  0.5610  

小组参与程

度情况 C7 
 1/3 1 3 5 1.4953  0.2621  

交流、协作

情况 C8 
 1/5  1/3 1 4 0.7186  0.1259  

组织能力 

情况 C9 
 1/7  1/5  1/4 1 0.2907  0.0510  

 
 

个人 

完成 

情况 

C10 

是否主动 

承担、组 

织、创新 

性的学习 

C11 

个人 

学习 

态度 

情况 

C12 

个人与小 

组成员的 

沟通配合 

能力情况 

C13 

初始 

权重 

W’ 

归一 

化 

权重 W 

个人 

完成情况 C10 
1 3 3 5 2.5900 0.5110 

是否主动承担、 

组织、创新性的 

学习 C11 

 1/3 1 2 4 1.2779 0.2521 

个人学习 

态度情况 C12 
 1/3  1/2 1 3 0.8409 0.1659 

个人与小组成员

的沟通配合能力

情况 C13 

 1/5  1/4  1/3 1 0.3593 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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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个人评价 4 项指标

的检验根据公式 3尧4尧5 和 6 依次进行 [5]袁计算得出院
姿10=4.1477袁姿11=3.9279袁姿12=4.0686袁姿13=4.0822袁姿max=4.0566

CI=(4.0566-4)/(4-1)=0.0189＜ 0.10

CR=0.0189/0.90=0.0209＜ 0.10

因此袁 我们可以推断出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

形成性个人评价 4 项指标权重无逻辑错误袁又根据判断矩

阵的平均随机一致性指标 RI 值和 CR 值可以判断矩阵具

有满意的一致性遥
综合分析袁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自我评

价 4 项指标的权重系数判断无逻辑错误袁影响最大尧权重系

数最高的指标为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个人完

成情况 C10 为 0.5110袁其次是 C11 为 0.2521袁相对影响较小

的是个人学习态度情况 C12 为 0.1659 和个人与小组成员的

沟通配合能力情况 C13 为 0.0709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

习形成性自我评价来自于学生对学习的野自省冶袁对于激发

学生学习动机和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具有重要作用遥 健身

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的首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该功法的

动作和习练要领袁且能够运用该功法进行身体锻炼遥合作学

习自我评价首先也要自查自评功法的动作完成情况尧 熟练

程度和连贯程度等袁 然后再评价学生合作学习过程中个人

责任的情况袁是否主动承担尧组织和创新性的学习袁每一个

学生必须承担一定的学习任务袁同时掌握所分配的任务袁使
每一个人在可能的范围内成为强者遥 最后是合作学习小组

的人际社交技能和个人学习态度袁 只有端正自身的学习态

度袁积极主动参与到合作学习小组袁使学生之间能够进行有

效的沟通袁彼此接纳和支持袁建立合作学习小组成员之间的

相互信任袁才能有效地解决小组学习中发生的冲突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第一层次评价指

标主要是根据评价的主客体不同而进行评价遥 健身气功?

八段锦合作学习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提高合作学习的教学

质量袁在此主要涉及到合作学习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合作学

习的过程评价尧学生对自己学习的自我评价和学生对同伴

学习的相互评价 3 个方面遥
笔者根据公式 1 和公式 2 建立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

作学习形成性第一层次评价指标成对比较的判断优先矩

阵表 渊表 6冤遥 该层次的计算初始权重系数情况 院W'B1=

1伊5伊53姨 ==2.9240袁由此推断出 W'B2=0.9283袁W'B3=0.3684遥
根据公式 2 计算 WB1=0.6928袁WB2=0.2199袁WB3=0.0873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第一层次评价指标

的检验根据公式 3尧4尧5 和 6 依次进行遥 计算得出院
姿B1=2.8996袁姿B2=3.2181袁姿B3=3.2212袁姿max=3.1129

CI=(3.1129-3)/(3-1)=0.0565＜ 0.10

CR=0.0565/0.58=0.0974＜ 0.10

因此袁 可以推断出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

第一层次指标权重无逻辑错误袁又根据判断矩阵的平均随

机一致性指标 RI 值和 CR 值为 0.0974 可以判断矩阵具有

满意的一致性遥

表 6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第一层指标成

对比较的判断优先矩阵及权重表

综合分析袁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第一层

次的 3 项指标的权重系数判断无逻辑错误袁影响最大尧权
重系数最大的指标是教师评价 B1袁为 0.6928袁其次是小组

评价 B2 为 0.2199袁 相对影响最小的是自我评价 B3 为

0.0873遥 叶教师法曳第七条规定教师的权利之一就是野指导

学生的学习和发展袁评定学生的品行和学业成绩冶遥 教师

是体育教学评价的主体袁教师是履行教育尧教学职责的专

业人员袁是教学活动的组织者袁是教学活动的直接责任者[6]遥
因此袁教师评价仍然起到主体作用遥 合作学习的小组评价

和自我评价这两种评价主要是作为教师评价的补充袁小
组评价由于学生的经验不足尧 缺乏专业知识和对同学缺

乏负责精神而产生偏差袁 自我评价也会由于学生的自我

保护意识和优点夸大意识而出现评价不准确的情况 [6]遥因
此袁综合分析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第一层次

教师评价的重要性程度最高袁 自我评价的相对重要性程

度较低遥

组合权重是当评价指标可以分层时袁即某项或某几项

指标可再分为次级评价时袁则次级评价指标的权重应考虑

其本身在所有次级评价指标中的权重分配袁又要考虑其高

层评价指标在所有评价指标中的权重分配[2]遥 笔者采用乘

积法计算组合权重构建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

评价指标的组合权重系数渊见表 7冤遥
从表 7 中可以看出院第一袁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

形成性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分配情况中袁3 个部分中指标

C1尧C6 和 C10 的影响程度最大遥 因此袁在合作学习过程中袁
一方面是教师的野教冶袁教学时要注意功法的细节袁身体重

心的平稳控制袁动作的虚实分明曰动作轻灵活泼袁节节贯

穿袁舒适自然曰意动形随袁神形兼备袁呼吸顺畅遥 另一方面

是学生的 野学冶袁 必须重视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功法习练袁
保证动作的连贯性和熟练程度袁做到柔和缓慢尧圆活连贯尧
松紧结合尧动静相兼尧神与形合尧气寓其中[7]遥 最后一方面袁
必须把握合作学习的理念袁 采用高效的 STAD 和 TGT 的

教学方法袁提高合作效率遥只有 3 者之间有效的结合袁才能

提高学生的任务完成情况遥 第二袁合作学习的小组贡献和

组织情况方面指标的相对重要程度较高遥合作学习的基本

要素中强调野个人责任冶和野小组形式与管理冶袁在实践教

学中袁经常可以看到小组负责人组织大家进行习练袁且借

 
教师评价 

B1 

小组评价 

B2 

自我评价 

B3 

初始权重 

W’ 

归一化 

权重 W 

教师评价 B1 1 5 5 2.9240  0.6928  

小组评价 B2  1/5 1 4 0.9283  0.2199  

自我评价 B3  1/5  1/4 1 0.3684  0.0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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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手机视频和口令提示音频进行练习袁也有采用一对一帮

助的练习方法袁提高习练效果遥 合作学习小组为了总体的

目标袁发挥创新力袁团结互助完成教学任务袁更多地体现了

个人责任和组织管理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教师评价 5 项指

标中袁其相对重要性程度依次分别是 C1 指标为 0.4712袁小
组 的 贡 献 情 况 C2 为 0.2563尧 学 生 的 组 织 情 况 C3 为

0.1597袁 学生参与情况 C4 为 0.074 和他人合作情况 C5 为

0.0388遥 教师评价首先检查合作学习的学习任务完成情

况尧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功法完成情况袁由此袁C1 指标的权重

系数最大袁其他指标充分体现了合作学习中的学生小组学

习方法特点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小组评价 4 项指

标中袁权重系数最大的指标是 C6袁为 0.5610袁其他依次分

别是小组参与程度情况 C7 为 0.2621尧交流协作情况 C8 为

0.1259 和组织能力情况 C9 为 0.0510遥 合作学习小组的首

要任务是掌握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功法袁 这是小组学习和评

价的核心环节遥 其他小组评价指标充分体现了小组奖励尧
个人责任和成功均等机会的基本要素袁只有小组成员积极

参与和配合学习中的互帮互助袁主动配合负责同学和体育

骨干的协助袁适应 STAD 的合作学习教学方法袁才能提高

整体的合作学习小组成绩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自我评价 4 项指

标中袁 权重系数最高的指标 C10 为 0.5110袁 其次 C11 为

0.2521尧C12 为 0.1659袁个人与小组成员的沟通配合能力情

况 C13 为 0.0709遥 合作学习自我评价首先是自评自查教师

所教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功法的掌握程度袁 然后才是合作学

习过程中的个人责任尧人际和小组技能袁只有自身主动投

入到学习中袁端正自己的态度袁学会建立彼此认可和相互

的信任袁进行准确的交流袁才能提高合作学习的效果袁实现

自身的价值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第一层次 3 项指

标中袁权重系数最大的是教师评价 B1 为 0.6928袁其次是小

组评价 B2 为 0.2199 和自我评价 B3 为 0.0873遥 我们要重

点把握教师评价的主导地位袁发挥小组评价和自我评价的

补充作用袁减少评价中的偏差袁从不同主客体角度评价健

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发生的情况遥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的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指标组合权

重系数分配情况充分体现了野以评促教冶和野以评促学冶的
目的袁 第二层次各部分指标中 C1尧C6 和 C10 的组合系数最

大袁在合作学习过程中袁教师的野教冶和学生的野学冶尤为重

要袁我们要充分研究各指标权重系数情况袁充分把握合作

学习的理念袁采用高效的 STAD 和 TGT 教学方法袁提高学

生掌握和运用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功法进行体育锻炼的能

力袁增强学生的合作尧沟通和协助能力袁实现每一个学生的

价值遥在实践评价操作中袁我们可以根据组合权重系数袁求
出学生在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过程中形成性评价的

综合评分袁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和准确性遥

[1] 刘玉静袁高艳.合作学习教学策略[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社, 2011:9-31．

[2] 孙振球袁徐勇勇.医学统计学渊第二版冤[M].北京:人民卫生出

版社,2005:510-514．

[3] 刘刚.基于层次分析法的社区灾害风险脆弱性评价[J].兰州

大学学报渊社会科学版冤,2013,41 (4):102-108．

[4] 胡中锋.教育评价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83.

[5] 王坦.合作学习要要要原理于策略[M].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1:

23-37.

[6] 毛振明.体育教学论[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5.

[7]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健身气功社会体育指导员

培训教材[M].北京:人民体育出版社,2007:39-53．

渊责任编辑院陈建萍冤

表 7 健身气功窑八段锦合作学习形成性评价指标权重系数分配情况

总目标层 第一层次指标 
权重 

系数 
第二层次指标 

权重 

系数 
组合 

权重系数 

1.学生任务完成情况 C1 0.4196  0.2907  

2.对小组的贡献情况 C2 0.2493  0.1727  

3.学生组织情况 C3 0.1890  0.1309  

4.学生参与情况 C4 0.0844  0.0585  

教师 

评价 

B1 

0.6928  

5.与他人合作情况 C5 0.0577  0.0400  

1.小组任务完成情况 C6 0.5610  0.1234  

2.小组参与程度情况 C7 0.2621  0.0576  

3.小组交流和协作情况 C8 0.1259  0.0277  

小组 

评价 

B2 

0.2199  

4.小组组织能力情况 C9 0.0510  0.0112  

1.个人完成情况 C10 0.5110  0.0446  

2.个人承担、组织、创新学习情况 C11 0.2521  0.0220  

3.个人学习态度情况 C12 0.1659  0.0145  

健身气功·八段锦 

合作学习 

形成性评价 

自我 

评价 

B3 

0.0873  

4.个人与小组成员的沟通配合能力情况 C13 0.0709  0.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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