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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对分课堂在高校《古筝演奏基础》课程中的应用效果研究
陈　曦

（韶关学院音乐学院，广东 韶关 512005）

摘要：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被广泛

应用于高等教育中来，这也为古筝演奏基础教学提供了良好的发

展启示。古筝教师应当秉承现代化与创新化教育观念，加强对分

课堂教学模式的渗透，从而在彰显古筝教学育人优势、提升学生

审美及音乐素养的同时，让学生的综合素养也能得到有序化发展，

进而将立德树人理念践行于实处。文章就对分课堂的概念做了论

述，并分析了该教学模式在高校古筝演奏基础课程中的有效应用

策略，以期能够为广大同仁提供一些新的教学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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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筝演奏基础教学作为一门以传统文化为依托的课程，不但

能塑造学生的艺术修养，发展他们的审美与文化素养，同时还能

推动我国传统民乐文化的宣扬与传承。然而，传统教学中，教学

成果不甚理想。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要引进新的教学模式。在

笔者不断地尝试与实践中发现对分课堂是目前最适用的。对分课

堂的目标是减轻教师教学负担，提高学生学习效率，提升学生创

新性思维以及自主学习的能力。

一、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概述

（一）对分课堂的内涵阐述

对分课堂（PAD）教学模式最早由复旦大学心理系教授张学新

教授提出，其核心概念指的是将课堂时间进行“对分”。就其形式

而言，可分为两种，第一种是“当堂对分”，第二种是“隔堂对分”。

其中，当堂对分指的是在一节课当中进行课堂对分。首先，由教师

大致讲授一下课程内容的基本框架，接着有学生进行自主性的内化

吸收和问题讨论。期间，教师应当发挥自身教学辅助者与指引者的

角色作用，对学生在知识点的自主吸收与讨论中所遇到的问题进行

及时点拨，从而保障该模式良好运行。而隔堂对分则是在当堂对分

的基础上，对教学课时加以延伸，指的是在多节课堂中实施对分课

堂教学，其教学流程与内容与当堂对分类似。

（二）对分课堂的意义所在

对分课堂模式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方式，突显了学生的自主

性、主体性与能动性的学习特征。将其与古筝演奏基础教学进行

联系融合，能够给予学生别样的学习体验，他们可以依据教师所

讲授的课程框架，结合自身的演奏特点、身体条件或技术特长来

开展自主或合作式的学习，不但能帮助他们突破古筝演奏技术难

点，同时也能够通过相互间的讨论与交流、启发与互补实现其古

筝演奏的全方位提升。与此同时，对分课堂模式的教学渗透能够

发挥艺术课程教学的育人优势，让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探究以

及创新能力等均得到不同层次的培养，这不管是对学生学习效果

的提升，还是对其综合素养的培养，亦或是对其未来取得更高层

次的发展都有着良好的现实意义。

二、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应用

（一）做好对分课堂准备

第一，向学生简要说明对分课堂的流程，并对学生实施分组。

分组时，教师可秉承同组异质和异组同质的原则，在班内组建多

个古筝学习小组，各组不但要有优秀生，同时也要有潜力生和中

等生以及后进生，以此来创设相互学习、相互帮助和共同提升的

课堂环境。第二，明确章节学习目标，精讲留白。例如在讲授摇

指技巧时，教师可依据信息技术之便，展示不同名师的摇指片段，

并示范讲授相关知识要点，并不展开讲解，让学生能够对相关技

巧形成初步认知并留有思考空间。

（二）布置对分课堂任务

在做好框架讲授以及分组等准备工作之后，教师应当依据教

学内容，设置相应的对分堂任务，从而为学生指明学习方向。还

是以古筝摇指教学为例，教师在精讲之后，要留出学生独学时间

进行内化吸收。独学时间非常重要，没有独学就没有思考。这时

学生可自行练习但不可以交流讨论，这段时间一定会有问题对应

产生。当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教师开始分组讨论，并由组长进

行记录。亮，讨论刚才老师的讲解中明白了哪些内容，掌握了哪

些要点以及演奏优势。这部分内容旨在提升学生自信、肯定自我。

考，在刚才的学习中觉得有部分内容可能是我会的但其他同学容

易混淆的，作为考考你的内容由我提出。这部分内容旨在提升思

辨。帮，在独学中我发现有些问题不明白，有技术要点不清晰，

邀请同学为我解答。这部分内容旨在提升人际互助。通过“亮考

帮”不但锻炼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思辨能力、创新思考能力，

还为学生的人际互助铺设了平台，促进了生生关系。

（三）关注对分堂输出

在各组完成相应的讨论任务之后，教师应当指引他们依次进

行成果输出。例如，教师可让各组派出“讲解员”，讲述一下各

组的共性问题，然后进行全班交流。在交流中教师可及时发现学

生的困惑，找出学习薄弱环节并加以解答。这时的答疑是有针对

性的、有效的。问题是学生关心的、迫切想探究的，因此学生的

注意力会非常集中，教学效果显著提升。又如在讨论摇指技巧时，

大部分同学的问题是摇指不均匀、不连贯，针对此情况教师要求

学生在掌握基本手型和弹奏要点后进行慢练，慢练是一切演奏的

基础。运用对分课堂不仅使教学效果提高，还可依据教学步骤强

化学生的思考深度，丰富学生的演奏层次。同时，加强自评、互评、

组评等多种评价方式的教学渗透，以评价方式的转变，深化学生

对古筝演奏的全面认识，激起他们的自主能动性，进而为其古筝

演奏能力的提升以及综合素养的发展奠基。

三、结语

将分课堂教学模式与高校古筝演奏基础教学进行全面融合有

着诸多现实意义。古筝教师还需秉承现代化教育观念，从教育学

和心理学出发依据古筝教学与对分课堂相结合的特点，进行教学

改革和科学渗透，从而在丰富课堂教学内涵和形式的同时，促使

学生的古筝演奏技巧和综合素养得到良好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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