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228 -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教育发展研究 (2)2020,10

ISSN:2661-3573(Print);2661-3581(Online)

基于 BOPPPS、对分模式的《高等数学》 
教学研究

钱凌志 肖海强 * 刘旭阳
（石河子大学 新疆石河子 832003）

【摘 要】 《高等数学》是高等本科院校理工科非数学各专业必修的一门主要基础课程，是大部分本科生躲不掉一
门课程。课程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严密的逻辑性、复杂的计算性。传统教与学的方式无法提起学生
的兴趣和发觉学生的创新能力，导致学生在高等数学的学习中花费了大量的精力但收获不佳。本文通过
“BOPPPS”+“对分”课堂的教学模式，对高等数学教学进行改善，通过“BOPPPS”教学模式优化教师
课堂讲授的“教”，通过“对分”使学生课外的“学”更加主动，并且学到真正属于自己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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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PPPS教学模及对分课堂简介

“BOPPPS”教学模式源于加拿大技师技能培训，该
模式强调学生是教学活动的主体，遵循自主性与目标导

向原则，经验证是一种较为有效可行的教学模式。目前

已有三十多个国家引进采用该教学模型，有超过 100多
所高校和培训机构使用该模型。近年，我国也引入该

模型，在教学改革研究中被广泛借鉴，应用实践表明

“BOPPPS”教学模式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能够加强学生
参与课堂学习的、加强学生创新度培养的教学模型。

“BOPPPS”教学模式将教学过程全程设计为 6步：
引入（Bridge-in）、教学目标（Objective）、前测（Pre-
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
（Post-assessment）、总结（Summary）。引入环节以吸引
学生学习兴趣、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为出发点，可以通过

设置情景或具体案例等形式来实现；教学目标在课前提

出可以使学生有目的、有计划地进行后续的学习；通过

前测可以掌握学生的知识储备，从而合理安排接下来的

教学活动；接下来是互动式的参与式教学，此环节学生

可以深入参与到课堂教学中去，教师可以通过分组讨论、

体验探究等方式让学生主动去探索新知，实现教学目标，

这个环节还可以提高学生团队协作的能力，语言表达能

力等综合能力；在实现教学目标后，教师为了了解全体

学生的学习情况，同时让学生了解自己的知识掌握情况，

可以通过布置测验题目进行后测，最后对所有环节进行

分析、总结，此总结又是下一节内容的引入，从而实现

闭环教学过程设计。

“对分”课堂是由复旦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张学新提出

的，简称为 PAD课堂。“对分”课堂把教学分为三个过
程，即讲授（Presentation）、内化吸收（Assimilation）和
讨论（Discussion）。在教师讲授环节，区别于传统教学
的事无巨细，教师只讲基本框架、重难点；对知识内容

的理解吸收由学生在课堂外进行；最后在回到课堂上，

由学生和老师进行“生生”“师生”间的讨论强化。强调

“教”与“学”的同等重要性，教师的“教”为学生的

1  课程特点及现状

《高等数学》是高等本科院校理工科非数学各专业必

修的一门主要基础课程，一般在大一分两学期 180学时
完成。传统的教与学的模式，大部分都是“老师上课满

堂灌，学生下课靠自觉”的模式。教师认真负责的备课，

在课堂上激情讲满 45分钟，将课本及教师理解的内容详
细的讲解给学生，学生课下完成作业，复习巩固知识，

完全靠自觉性。但随着时代的进步和信息化的高速发展，

学习者越来越倾向于兴趣和能力，能适应这种自觉学习

的学生越来越少，这种方法的效果也就越来越差，并且

这种教与学的方式也阻碍了学生创新和思考能力的发展。

笔者认为，针对《高等数学》的教学改革应首要改善以

下两个方面的重点问题：

1.1 培养兴趣，吸引注意力
所谓培养兴趣通俗来讲就是：如何能让学生感觉

课程有意思，能让学生在学习时不感觉无趣，喜欢学

习。通常通过教师的个人魅力及课程本身的魅力来实

现。本文主要介绍如何提高课程魅力。《高等数学》课

程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和严密的逻辑性，以定理证明

为例，其本身的推导过程就相当复杂，并且逻辑性非常

强。表现在学生端就是难度大、枯燥，推理过程难以理

解，计算繁复，久而久之，注意力很容易分散，以致形

成恶性循环。为此，考虑使用“BOPPPS”模式提高学习 
的效率。

1.2 任务明确，提高主动性
《高等数学》课程本身课时量大，内容多且复杂。传

统教学模式下，教师的课堂思路一般是：复习旧知（包

括上节课知识串讲、作业问题）-学习新知（包括：定理

推导、例题讲解等）-布置作业（课下完成）。而在信息

化的时代，学生课下作业的完成度和真实性无法保证，

基本靠学生自觉。导致平时作业满分，期末考试不及格

的现象普遍发生。为此，考虑使用“对分”课堂的方式，

让学生在课下的任务明确化，并且能在课堂上准确了解

课下任务的完成度，实现有效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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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指明方向，让学生学到自身理解到的知识而不是教

师理解到的知识；强调“生生”“师生”互动，鼓励学生

自主学习，提高学生对课程的兴趣。

3 “BOPPPS”+“对分”课堂下的《高等数学》
函数极限概念的教学过程设计

整体教学过程采用“BOPPPS”+“对分”课堂相结
合的模式进行，分课上、课下两部分。其中课上 90分
钟，分前后各 45分钟；课下 1～2小时。具体安排如下
（图 1）：

学生课下对上节内容进行

总结（分组进行）并提出问

题，解决部分问题。记录总

结及问题。

课下(1-2小时)

1.各组随机抽人总结本组结
论，提出问题。

2.交流解决问题（生生、师
生）

3.教师进行总结
4.测试

讨论 45分钟

教师讲解新内容：

1. 引入
2. 教学目标
3. 新内容
4. 布置课下任务及作业

讲授 45分钟

图 1 “BOPPPS”+“对分”课堂模式图

以《高等数学》中的一节“函数极限的概念”为例，

给出在“BOPPPS”+“对分”课堂模式下的整体教学过程。
3.1 讲授 45分钟
（1）引入（5分钟）
提出“芝诺悖论”之二，引入极限的作用和概念。

从有意思的问题出发引起学生的关注和兴趣。

讨论：数列与函数的关系：数列是定义在正整数上

的函数。以此可以将数列极限的内容推广到函数极限。

通过引入著名的“芝诺悖论”，引起学生讨论从而激

发兴趣。并通过讨论数列与函数的关系，方便通过类比

学习函数极限概念。

（2）明确教学目标（2分钟）
（a）准确掌握数列与函数之间的关系
（b）掌握函数极限的概念
（c）会使用函数极限的概念证明函数极限及相关命题

明确本节内容要求，让学生明确本节学习是的重点

和难点。

（3）讲授新内容（35分钟）
教师讲授本节内容，此处讲解区别于传统课堂讲法，

内容不宜过细，只讲知识主体框架、重难点、较少例题。

讲解完主体内容后应布置相关作业及课堂外分组讨

论的任务，并给出课外学习资源。

3.2 课外内化吸收（1～2小时）
学生在课堂外分组学习、讨论课上内容，并记录组

内为题。为督促学习，应记录问题提出人，方便组内得

分统计。

3.3 课上讨论 45分钟
教师组织学生分组总结课堂内容，提出问题。可先

由它组学生共同讨论答疑，后教师总结。此处强调先

“生生”互动，再“师生”互动，强调学生自己对知识

的理解和吸收，教师在此处主要是把握方向和查缺补漏，

引导学生思考提高课堂时间的利用率。

4  结语

“对分”课堂给教师提供了一种可以合理结合教师讲

授 +学生参与的课堂组织模式，并且对于教师讲授环节
未加过多干涉。而“BOPPPS”教学模式则给出了一种
教师讲授部分的合理建议。通过两种方法的结合，既解

决了教师讲授部分的“有效性”，又激发了学生“参与

性”，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在采用这种教学模式的情

况下，教师对于讲授部分的“讲”与学生思考和讨论部

分的“留”一定要根据教学进度和学生接受程度合理的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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