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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
1.1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改革与发展背景

“以教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
式的转变仍在不断探索。一方面，学生需要成为自我生产的自觉
主体就必定需要从学习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教学吸收者；
另一方面，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发展，社会对应用型人才有着广泛
的需求[1 ]。

为此，本文提出“老师导学，学生自学”的教学设计思
想，倡导采用自学导学的教学模式有效地培养出市场需求的应用
型人才，下面将围绕自学自导教学设计展开本文的内容。

1.2应用型人才培养背景
各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最终还是要落到课程的教学设计

上。要在课程教学设计上体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首先就应
该从该课程的应用型技能需求出发，通过确定课程内容、教学要
求等，最终对应地设计出不同的教学过程[2]。

2 自学导学教学设计的含义
自学导学的教学设计是一种“线上+ 线下”的混合式教学

设计，即线上网络教学互动+ 线下面对面授课相结合，从多角
度引导学生自主学习，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大胆创新、灵活
运用知识等能力，从而培养出应用型人才的一种教学模式。

“老师导学，学生自学”的教学设计思想，是任课老
师可以选择性地将所需教授的内容以网络资源、PPT、教学视
频等形式，通过线上分享、学生互动、任务驱动等方式，引导
学生按照一定方式开展自由甚至是自主学习的一种教学设计
思想。

在自学导学的教学设计中，通过重新调整课堂内外主动权的
形式，将课后作业都放到了课堂上进行，以方便学生提问和老师
答疑，以提高教学质量。学生自主在课前通过看视频、浏览网页、
查阅相关书籍或预习老师提供的学习资料等方式获取信息，甚至
可以通过在网络上与他人讨论沟通而学习，更进一步，学生还能
够自主规划学习进度和学习内容，老师与学生及时进行沟通，以
学生为学习主体，让学习更加灵活和主动[3]。同时还能培养学生
的资料收集、团队合作、自我表达、学习总结、演讲以及软件操
作等能力，充分发挥的学生的主体地位。

本文是以“翻转课堂”教学思想为基础，研究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自学导学教学过程设计。

3 以“学生为中心”的自学导学教学设计
3.1自学导学教学设计基础
教学设计必须以课程内容、知识类型（特征）、教学要

求等基本方面为基础的，下面将具体分析课程相关的各项基础
内容。

首先，确定课程内容。要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来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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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那么该课程的核心内容就应该是基于应用型技能需求而定
的，根据“理论够用，强调实践”的原则，再辅以必要的基
础内容和扩展内容。因此，任何“应用型”课程的内容都应
该由基础内容、核心内容、扩展内容三个基本部分构成。

其中，直接针对该课程应用型技能培养目标的内容界定为核
心内容；为核心内容进行铺垫的都界定为基础内容；为了扩展
学生视野的、且与本课程相关的、但不属于本课程的都界定为
扩展内容。

如上图1所示，任何专业的课程开设和课程内容的设置都应
该以需求为基础，按照“按需确定”的逻辑思路。

其次，确定知识类型（特征）。
（1 ）“应用型”课程内容由基础内容（B a s i c ）、核心

内容（Co r e）、扩展内容（Eex t e n d e d）三个层次构成。
（2 ）通常，知识类型分为理论知识（T h e o r e t i c a l

k n o w l e d g e，包括概念类和原理类）和技能知识（S k i l l
knowledge，知识包括操作型、流程化、业务化的知识点，技
能包括业务技能和操作技能，其中操作技能又包括软件操作技能
和硬件操作技能）两种类型。

（3 ）通常，各层次课程内容都可以有理论知识和技能
知识。

最后，确定教学要求。为了培养应用型人才，我们对不同
层次、不同类型的课程内容有着不同的教学要求，不同的教学
要求决定着自学导学的教学设计，总的来说：

（1）通常，教学要求包括了解（Understand，含认识、
回顾等浅层次要求）、理解（C o m p r e h e n d，意识层次）、掌
握（M a s t e r，含应用等）三种，“应用型”课程暂时不考虑
创新（即理论创新）要求。

（2 ）基于“理论够用，强调实践”的原则，通常的教
学要求为：

①对于基础理论的知识内容都要求了解或理解，对于要求辅
助核心综合技能的基础技能的知识内容都要求掌握。

②对于核心理论的知识内容要求理解，对于核心技能的知识
内容要求掌握。

③对于扩展理论和技能的知识内容要求了解。
综上所述，我们总结出两个矩阵：

图 1        “应用型”课程内容确定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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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2 所示，我们接下来将基于T-B-U、T-B-C、T-C-C、
T-E-U、S-B-M、S-C-M、S-E-U这七种不同的教学情况进行自学
导学的教学设计。

3.2自学导学教学的设计
教学设计主要从教学组织形式、教学过程、教学资源、教

学成果四个方面进行设计。
3.2.1 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组织形式的选择是由该课程内容的结构、教学要求、

知识类型所共同决定的。
对于T-B-U、T-E-U、S-E-U 三种知识点以了解为主，适合

以学生自主学习为出发点设计教学，即“Students' self-study
as the starting point” ，简称SS教学组织形式。

对于T-B-C、T-C-C这两种知识点以理解为主，适合以老师
导学为出发点设计教学，即“Teacher guidance as the start-
ing point”，简称TG 教学组织形式，包括常规的任务驱动、
主题讨论等。

对于S-B-M、S-C-M这两种知识点以掌握为主，适合以老师
教学为出发点设计教学，即“Teacher teaching as the start-

ing point”，简称TT 教学组织形式，包括课堂练习、情景模
拟、系统操作等。

3.2.2 教学过程
不同的教学需求好教学形式，都应该有针对性的教学过程设

计，具体如表 1 所示。
3.2.3 教学资源

（1） SS 式教学，要求学生认识和了解知识点，教师需要
特别准备自学任务书、参考资源库（比如文献资料、参考书目、信
息检索网站等）。（2）TG式教学，要求学生理解知识点，教师需要
特别准备自学资源（包括PPT课件、教学视频、网络素材资源等）、
主题讨论的素材库（包括案例、新闻素材等）。（3）TT式教学，要
求学生掌握知识点，教师需要特别准备教师授课资源（包括PPT课
件、教学用的道具）、基础训练资源库、综合实训资源（包括实训
指导书、实训报告模板、实训素材、实训教学视频等）。

除了各教学组织模式的特别教学资源需求外，还包括阶段性
测试题库、教学视频（为了学生辅助学习和回顾方便，一般都
是 P P T 配对应教学视频）。

3.2.4 教学成果
（1） 以学生自学为出发点的SS 式教学，通常都是学生围

绕某关键词，以老师给予的参考资料引导为基础，通过自主查阅、
收集、整理，形成一份分享展示自学成果的PPT或演示视频。（2）
以老师引导为出发点的TG式教学，通常都是老师引导性讲解后准
备相应的讨论或分析素材，由学生分组讨论或单独分析，形成一
份口头或文档/ 视频资料的总结发言。（3）以老师教学为出发
点的TT式教学，通常都是老师针对知识点讲课，设计训练和实训，
学生通过单独训练或分组实训，形成一份作业或实训报告及相关
成果材料。除了各教学组织模式的特别教学成果外，还包括阶段
性测试成绩、期末考试成绩等。

3.3 自学导学教学的基本要求
（1）任何教学的实施都必须有老师和学生成果的反馈，比

如成果提交、演示、评讲、给成绩等。（2）老师各教学形式下
的教学资源必须提前准备充分，才能保证教学设计的顺利执行。

（3）自学导学的教学设计必须要有对应的激励机制，以引导学生
积极地、认真地去完成各项学习任务。

4 总结
本文通过研究“老师导学，学生自学”的教学设计思想，

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强调了按需确定课程内容，分析和
总结出了T-B-U、T-B-C等7中教学需求，从教学形式、教学过程、
教学资源、教学成果四个方面，设计出了SS、TG、TT三种自学导
学的教学设计。

本文的研究成果是对翻转课堂的微观化延伸，从多角度更加
全面地分析和设计了应用型课堂的教学设计，既有适用于任何课
程的教学需求分析成果的普适性，又有适应于技能需求为导向的
教学设计成果的针对性，更有详细具体的操作性，可以推广和运
用于其他各类课程，具有较强的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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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理论（左）和技能（右）知识的不同课程内容的教学要求

教学形式 教学需求 教学过程设计

SS教学形式

T-B-U

老师发布关键词→老师准备参考资料库→学
生根据关键词查找、整理资料→学生总结出
成果并在线下课堂上分享→线下课堂上老师
补充讲解（答疑）→学生优化成果→老师审

核和上传成果→学生线上学习

T-E-U

老师发布扩展知识学习任务→学生根据学习
任务查找、整理资料→学生形成成果并在线
下课堂上分享→线下课堂上老师点评→老师

审核和上传成果→学生线上学习

S-E-U

老师发布扩展技能学习任务→学生根据学习
任务查找、整理资料→学生形成成果并在线
下课堂上分享→线下课堂上老师点评→老师

审核和上传成果→学生线上学习

TG教学形式

T-C-C
老师准备教学资源并进行线下授课→老师发
布讨论任务→学生进行线下讨论并总结发言

→老师线下课堂上答疑并总结

T-B-C

老师准备教学资源并上传到线上→学生完成
线上自学任务→老师线下课堂上答疑→老师
发布讨论任务→学生进行讨论并总结发言→

老师点评

TT教学形式

S-B-M
老师准备教学资源并进行线下授课→老师线
下课堂上答疑→老师发布训练任务→学生进

行线下训练并提交作业→老师评讲

S-C-M

老师准备教学资源并进行线下授课→老师线
下课堂上答疑→老师发布实训任务→学生进
行线下实训并提交实训报告及相关成果材料

→老师点评及总结

表1     自学导学的教学过程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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