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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阶段回溯教学法
阶段回溯教学法是一种融复习与授课阶段的教学方法，主要用

于不同目标的复习环节。采用知识重叠的方法，形成内容的交叉覆
盖，通过分段强化的方式，在初学阶段、章节复习阶段、综合复习阶
段进行前后关联且有差别的提升练习与扩展，在知识的多次回溯中逐
步实现知识的牢固记忆、深入理解、灵活运用，以及编程能力的提升。

1.1回溯时机与回溯点的选取
回溯是对已学内容的巩固和提高，回溯时间点的选择遵循适

度、适量的原则，在内容全覆盖的基础上，实现对章节重点和
难点有侧重的回溯，达到掌握基础知识、了解变化形式、适应
复杂应用、编程解决实际问题的目标，以复习带动新知识的学
习，在多阶段回溯中不断提高学习效果和编程能力。

回溯时机应选在记忆淡化之前进行，依据遗忘曲线理论，在
初次学习之后的短期、中期、长期分阶段进行。不同阶段在回溯
目标、知识覆盖面、用例难度、用例时长均有不同，都要符合教
学大纲的要求。回溯点选取应覆盖教学大纲规定的必须掌握的全
部内容，在课时允许的情况下适当覆盖课外扩展内容。覆盖的知
识点主要从重点、易错点和编程常用点中选取，用例库应实现不
同时间点的多次交叉覆盖，单点覆盖次数不应小于3次，可以采
用单点独立练习或多点综合练习的方式。

1.2回溯阶段划分
按照与初次讲解的间隔时长，回溯可以分为短期、中期、长

期三种类型，分别对应近端回溯、章节回溯和综合回溯。
近端回溯属于短期回溯，适合初学时的课内回溯，在基本

例题讲完后即可进行。近端回溯在初次记忆强化中发挥着不可忽
视的作用，初次学习效果与近端回溯的开始时间、回溯频率呈正
相关性。开始得越早，单点回溯频率越高，知识初次理解的程度
越高，初次学习效果越好。

章节回溯属于中期回溯，时间点为一章内容讲解完毕后，结
合相邻章节的内容来设计用例，既要体现知识的连贯性，又要体
现综合性。通过对知识的再发现、再理解来达到深入理解、熟练
掌握的目标，起到承上启下的作用。综合回溯属于长期回溯，在
课程的后期阶段进行。综合回溯在知识网络的整体性、多章节内
容的综合性、知识点的活学活用等方面较其他阶段更为突出。因
此，在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上要求高，回溯时应以实际知识掌握情
况为基础，注重实效，满足教学目标的要求。

2  教学用例设计方法与实例
教学用例设计的质量与阶段回溯法的实施效果呈正相关，不

同实施阶段的用例设计要求差别较大，用例难度随时间的推移渐
进加深。下面以Python 语言中的单重for循环为例，对理论教
学中的不同阶段的回溯用例设计要求和方法进行探讨。

2.1近端回溯用例设计
近端回溯是对已学内容的首次回溯，选在语法结构初次讲解

后的课内进行，以语法中具有共性的易错点和难理解的变化点作
为回溯的内容点为宜。回溯用例应与讲解用例有明显的区别，
程序代码以覆盖多目标点、简短精巧、易读易讲、用时较短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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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数量适中，能在规定学时内完成。
用例设计内容选取了结构化程序设计的三种基本结构之一的循

环结构[1]，单重for 循环是循环结构一章的重点，教学大纲对要
求通过课程学习达到灵活使用单重for循环解决实际问题的目标。

【阶段划分】初次回溯——易错点。
【时间点】选在随堂练习、课程小结等环节，用于课内知

识强化。
【用例目标】理解不同的缩进对执行过程的影响，能正确分析

代码并推出运行结果，解决两个易错点：一是代码缩进，二是循
环变量的取值范围。

【用例设计】假设代码中的变量均已正确定义，执行下列代码
后的s的值。

第1行：s=0
第2行：for i in range(5):
第3行：    pass
第4行：s=s+i
第5行：print(s)

【用例分析】由于第2 行和第4 行代码的缩进相同，根据语
法规则，第4行代码s=s+i不是第2行代码的循环体，只在for循环
执行结束后执行一次。循环变量i的取值由range(5)确定，而range
(5)的取值范围是0~4。第2行的循环结束时i=4，因此，s=0+4=4。

2.2章节回溯设计
章节回溯的过程即为知识网络构建的过程，既要实现单章内

容的综合深化，又要兼顾章间内容的综合，构建不同章节知识的
内在联系，还要对后续待章节进行知识铺垫。用例设计方面以中
等或中高难度为宜，代码量适中，以编程中的常用知识作用例为
佳，覆盖的点要多，知识容量要大，体现语句用法的变化，且能
与近端回溯用例形成联系与对比。简单回溯时与近端回溯用例有
重复，多点回溯时与近端回溯有交叉。

【阶段划分】中期回溯——变化点。
【时间点】选在章节复习阶段进行。
【用例目标】远端回溯前几章的print()、range()、% 运

算符、if语句、条件表示，对本章的for循环、continue语句进
行中期回溯，引入后续章节的list 类型[2]，为讲解新内容做铺
垫。回溯过程中串联多章知识，加深对知识内在联系的理解，逐
步勾勒知识网络图。

【用例设计】假设代码中的变量均已正确定义，执行下列
代码后的输出结果。

第1行：x=[1,2,3,4,5,6,7,8,9,10]
第2行：s=0
第3行：for i in range(1,10,2):
第4行：    if x[i]%2:
第5行：        continue
第6行：    else:
第7行：        s=s+i
第8行：    print(s,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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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回溯点】一是range()用法，二是选择结构，三是数
值做条件，四是列表的下标范围，五是continue语句对执行流程的
影响，六是缩进对代码逻辑结构的影响，七是print()的参数变化。

【回溯点分析】远端回溯点涉及第3~8行。第3行的range(1,
10,2)为变化点，步长值从常见的默认值1变为2，i的取值为1、3、
5、7、9。第4行的条件为变化回溯，复习第2章的运算符与表达式，
以及第3章的if语句，变化点为数值作条件。第8行的函数参数为
变化点，从常见的输出后换行变为不换行，此处先输出变量s的值再
后接一个逗号。近端回溯点包括第3~8行的单重for循环和continue
语句，分析用例可以加深对continue语句改变for循环执行过程的
理解，还能掌握利用与if条件的结合实现指定条件下的流程跳转。

【知识拓展】一是第3行，可以扩展到任意步长值的循环语句
书写；二是第5行结合continue语句与break语句的区别展开讨
论；三是第8行，由print()参数设置扩展至输出指定内容连接指
定字符串。

【章节过渡】用例涉及选择结构、循环结构、组合数据类型共
三章内容，未来铺垫点只有第1行，变量x的类型为下一章将要
讲授的组合数据类型，借助该用例实现下一章内容的自然过渡。

2.3综合回溯设计
综合回溯适合课程的总复习，是打通全书章节内容构建课程

知识网络的关键一环，对编程技巧和知识的灵活运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是所有回溯阶段中难度最大的，耗时较多。用例设计以
中、高难度为主，与近端回溯、章节回溯均有交叉。用例覆盖面
广，在与前期回溯相联系的基础上应体现出变化和对比。用例代
码相对较长，理解上有难度，首次答对率偏低，单个用例的易错
点应在2个以上，体现用例的高阶性。

【阶段划分】后期回溯——综合运用。
【时间点】选在期末综合复习阶段进行。
【用例目标】在总复习阶段对重点、难点和具有共性的易

错点进行再次强化练习，与章节回溯阶段的用例进行差异对比，
培养编程能力和技巧。

【用例设计】假设代码中的变量均已正确定义，执行下列代码
后的输出结果。

第1行：x=[1,2,3,4,5,6,7,8,9,10]
第2行：s=0
第3行：for i in range(1,10,3):
第4行：    if x[i]//2>2:
第5行：        continue
第6行：    s=s+i
第7行：else:
第8行：    print(s,end='@')

【综合回溯点】一是list类型，二是循环结构，三是选择结
构，四是运算符优先级与用法，五是表达式的求解，六是continue
语句，七是for循环的else子句，八是缩进对代码逻辑结构的影
响，九是print()的参数。

【回溯点分析】第1~3行为简单回溯，以复习语法为主。第4
行为综合变化回溯，先定运算符的优先级再求解表达式的值，最
后根据该值是否为零来判断条件成立与否。第6~8 行是对比回
溯，看似与章节回溯用例相似，实际差别较大。由于第7 行无
缩进，该else 子句属于for 循环，代码输出结果为12@。通过
对比熟悉缩进对代码执行过程的影响，提高编程能力和技巧。

3  实施过程与效果分析
3.1实施过程
以开设本课程的授课班级作为全体，以合班为单位，通过随

机分组的方式将班级分为实施组和对照组，进行分阶段的教学实践对
比研究。实践过程中，选取循环结构、指针等知识理解和应用难度较
大的章节作为测试，以实施组的测验数据为样本，以单次测验成绩为
最小单位进行随机抽样，进行不同回溯阶段的应用效果对比分析。

3.2实施效果分析
（1）阶段对比数据分析。图1 展示的是循环结构程序设计

部分的答题数据对比情况。测试时间点有两个：时间点1为章节
回溯阶段，时间点2为综合回溯阶段。两次数据采集时间差大于6
周，能部分降低记答案对数据分析造成的影响。样本容量为个1个
合班，由4个自然班组成。测验用题相同，试题容量为48道，由
基础题、简单应用题、综合应用题组成。定量分析显示，经综合
回溯后知识点掌握情况普遍提高。

（2）考核成绩变动分析。为了保证数据的可信度，选取同次
上机考试系统自动评分的成绩作为分析数据来源，分别对实施组、
对照组的各分数段成绩进行了对比分析，具体见表1。

数据分析显示，在中高分数段，实施组的优良率占比达
41.32%，而对照组仅为28.83%，差异显著。不及格率方面，实施
组降至4.13%，比对照组低了6.81个百分点。以上分析表明，阶
段回溯复习法在提高学习效果方面行之有效。

（3）课外环节任务点完成情况。本课程依托网络教学平台，提
供了大量的课前预习、课后练习、习题讲解视频等资源。为了引
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在重点章节和习题讲解部分设置了任务点，
各章节任务点的平均完成情况见表2。

表2数据显示，实施组的非强制性任务的完成度除第6章外
均优于对照组，数据分析表明实施组学生课外自主学习较参照组
多，部分表明实施组知识渴求度的提高。

3.3适应度数据分析
回溯教学法的学生适应度分析主要采用问卷调查、定量分析

的方式进行。问卷从学生的主观感受、认可程度、参与度等方
面进行设计。对实际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数据分析显示，阶段
回溯法的主观适应度达96.1%。

4  结束语
阶段回溯教学法是一种以教师为主导的引导式教学方法，通

过不同时长间隔的分段回溯实现从知识的初识到综合运用的多方
位提升。教学实践表明，阶段回溯教学法能与计算机程序设计
课程注重动手编程能力培养的特点良好结合，适合程序设计课
程。教学改革实践数据分析表明，在知识的广度、理解深度、
实践运用、编程能力培养等方面均达到了预期效果，对其他课
程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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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实施组不同阶段答对率对比

分数段 优秀90～100 良好80～89 中等70～79 及格60～69 不及格60以下

实施组 11.57% 29.75% 31.40% 23.15% 4.13%

对照组 9.41% 18.82% 34.12% 26.71% 10.94%

章节 1 2 3 4 5 6 7 8

实施组 96.30% 89.00% 90.78% 88.50% 82.30% 78.90% 90.25% 89.20%

对照组 91.70% 81.00% 87.56% 85.30% 81.00% 81.00% 83.60% 85.10%

表1     成绩分布数据

表2      各章任务点完成情况

注：表中数据为同一章中多个任务点的平均完成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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