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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当代青少年视力现状 1

我国低年龄段儿童青少年近视问题非常突出，总体

近视发病形势严峻。据 2018 年全国儿童青少年近视调查

结果显示，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为 53.6%，其中 6 岁儿

童为 14.5%，小学生为 36.0%，初中生为 71.6%，高中生

为 81.0%，近视防控任务艰巨；小学时段从一年级 15.7%

猛增到六年级 59.0%，初中时段从七年级 64.9% 持续增长

到九年级 77.0%，在中小学阶段儿童青少年近视率表现

出随着年级升高而快速增长，小学和初中阶段是我国儿

童青少年近视防控的重点年龄阶段。

二、吉林省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基础

青少年正处于视力发展的阶段，不良的用眼方式，

极易引起眼部问题。据统计，我国近视人口高达 6 亿，

位居全世界第一。约有 45% 的小学生、75% 的初中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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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83% 的高中生都存在视力问题，且这一数量有逐年

上升的趋势。在这一现状下，吉林省大力推行青少年视

力健康教育，先后印发《中小学学生近视眼防控工作方

案》、《吉林省学校近视眼防控达标细则》等文件，以期

规范视力健康教育行为，帮助青少年有效矫正用眼方法，

提高视力问题的防范意识，为青少年健康成长奠定坚实

的基础。

三、青少年视力健康的教育核心

当前的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是以专项工作的形式开

展的，各校针对视力健康问题，推行了专题讲座、专题

活动、课件教育等形式的教育活动。但是这种独立的教

育活动存在教育时间短、分布不广泛、教学深度不足的

问题。仅凭几场主题活动显然难以帮助学生形成个良好

的视力健康习惯。因此，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应加强教

育活动的广度和深度，形成普适性的视力健康教育机制。

对此，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应以“近防融合课”为

导向，构建“全师型”的育人核心体系。通过对教师的

全方位培训，以专业课程赋能近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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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建立近防课程教研小组

课程研发是近防融合课的源泉，将视力健康教育融

入专业课程属于创新教育，教师在该领域中缺乏经验，

且不同的专业课程与近防教育的融合方式也可能存在差

异性。因此应建立近防课程教研小组，集结全体教师的

能力，互相借鉴、互相学习，协作开发近防课程。在此

基础上，通过近防课程教研小组，可以为“1+N+N”式

的跨学科近防课程的开发提供更多的可能性。“1+N+N”

即跨学科近防融合课程，“1”是指视力健康教育，“N”

是指多种学科融合，如“近防教育 + 音乐 + 美术”、“近防

教育 + 语文 + 生物”等。

2、建立近防教育教师课程

学科教师以专业课程为主，缺乏视力健康教育的相

关知识，因此实现“全师型”的近防教育，还需要对教

师开展系统化的培训。在课程研发的同时，学校应邀请

相关领域的专家、机构等合作开发面向教师的近防培训

课程。帮助教师了解和学习近防教育的主要手段和成功

经验，实现教师在近防教育领域的专业化、系统化。进

而取保其开发的近防教育课程能够具有良好的育人效果。

3、建立近防教育评审机制

教学评价是引导教师正确开展教学活动的风向标，

为了促进“全师型”近防教育体系，应建立近防教育评

审机制，对各科教师在近防融合课方面的教学效果进行

系统化的评审，帮助教师明确自身在近防融合课方面的

缺陷，同时利用科学的评审指标，引导学科教师有效开

展相关课程的开发。同时，在近防教育评审中，还应纳

入学生视力评价，结合卫生机构对学生视力的检测结果，

直观评定教师们的教育水平，并将其纳入到教师绩效考

核当当中，以督促教师重视近防融合课的实施与开发。

四、青少年视力健康的教育方法

1、开设健康用眼融合性课程

视力健康知识是青少年树立正确的用眼意识的重要

保障，传统的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课程主要以“用眼方

法、近视危害”为主要内容，课程内容生硬，不利于青

少年深刻理解。对此，应开设健康用眼融合性课程，结

合生物学、物理学、医学、社会学等多种学科，将青少

年健康用眼知识塑造为具有多学科趣味的融合性课程，

从视力的形成原理、眼部器官的结构、眼部疾病的病理

与治疗方法等多个角度，帮助学生构建全面的、立体的

视力健康知识，并将其设立为一门必修课程，令学生从

视力健康的受教者，转化为视力健康的研究者、学习者，

甚至是施教者，令其具有高度专业化的眼部健康知识体

系，进而更加深刻的理解正确用眼的重要性，以更加科

学的方式保护眼部健康。

2、建设沉浸式视力健康教育基地

近视、弱视以及其他眼部疾病会给青少年的生活带

来极大的不便，但是在青少年未出现眼部问题之前，其

往往难以理解眼部问题的危害。对此，应以地方政府为

中心，以学校和社会组织为支撑，建设沉浸式的视力健

康教育基地。利用现代科技，为青少年提供逼真的眼部

疾病体验，如近视模拟、弱视模拟、视觉训练等，打造

视力健康虚拟现实展馆、视力健康讲解系统、视力健康

知识问答系统全方位辅助线下展馆使用及互动，帮助青

少年更好的感受眼部健康的重要性。同时，结合视力健

康教育基地，可为青少年建立视力健康电子档案，追踪

青少年视力变化情况，为其提供年度视力报告，帮助青

少年客观认知个人视力情况，以便于其有针对性的进行

视力保护。

3、开展青少年视力健康社会活动

提高青少年视力保护意识是促进青少年健康用眼的

基础，丰富青少年的社会阅历，开阔其眼界，使其真切

的感受到眼部健康的意义是培养青少年健康用眼意识的

重要途径。这不仅需要校内的教育课程支持，同时也需

要丰富的社会活动作为支撑。对此，可开展青少年视力

健康社会活动，如眼科医院参观、健康用眼讲座、视力

健康宣传等，通过丰富多样的活动，让青少年从真实的

生活中感受视力健康的重要意义，同时也真正的参与到

视力健康的推广当中，转化角色，以视力健康卫士的视

角，作出表率作用，严格约束自我。

4、丰富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材料

课余生活也是青少年重要的视力健康知识学习途径，

利用生动有趣的健康教育材料实现寓教于乐的教育方式，

可以提高青少年对视力健康的学习兴趣。对此，应丰富

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材料，以学校和社会组织为主体，

以地方政府为协调，设计适合青少年喜好的公益宣传片、

科普读物、儿歌、教具、动漫等，为青少年学习视力健

康知识提供丰富的素材。

5、课间十分钟近防互动

课间十分钟是青少年校内的重要活动时间，课间十

分钟中的学生自主性强，能够充分体现学生的个体特性

和需求。因此，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近视防治教育，

可以利用课间十分钟，开展近视防治互动活动，在教师

的组织协调下，学生在规定的活动范围内就“近视的防

治方法、近视的防治心得、近视的防治疑惑”等内容进

行多形式的交流互动。互动形式可采用“小组会议、游

戏体验、师生问答、结组指导”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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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视眼保健操的作用

“眼保健操”作为国家颁布的学校卫生近视防控政策

之一，基本已成为我国中小学校对学生的一项日常规定。

首先眼保健操的主要作用在于通过眼部穴位按摩，加速

眼部血液循环，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暂时性的眼部调节

滞后。但是很多情况下学生做眼保健操的规范性不能有

效保证，从而影响眼保健操的作用发挥。其次，学校没

有重视眼保健操，老师没有系统的去教学生眼保健操该

怎么做，老师也没有规范的去要求学生每天坚持做眼保

健操，学生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下，也只是敷衍了事，从

而导致了眼保健操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所以，不论是

学生还是老师都应该重视眼保健操，这也是保护青少年

视力的一个重要步骤。

五、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的保障条件

1、加强教师培训

教师是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的主要实施者，同时也

是各类教育活动的统筹者和协调者，教师的视力健康专

业素养影响着各类活动的实施效果，同时也决定着视力

健康融合性课程的教育质量。对此，为保障视力健康教

育水平，应加强对教师的专业素养培训，利用教研活动、

名师讲座、学科交叉等途径帮助教师从生物学、教育学、

医学、社会学等不同角度掌握专业化的视力健康知识。

同时在教师培训过程中，形成多校联动，甄选优秀教师，

组建健康科研、课程开发、公益宣讲等的服务团队，确

保教师具备近防技能，并参与到近防融合课的开发当中。

2、促进多方合作

视力健康教育不仅需要学校的大力推动，同时也需

要整个社会的鼎力支持，只有学校、政府、出版社、教

辅机构、专家团体等多方合作，才能在健康教育基地建

设、健康教育素材开发、社会公益活动等方面实现良好

的发展。因此，推动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需要以地方

政府为中心，组织协调社会各界力量协同合作，共同完

成各项教育工作。

3、提高家校互动

家庭是视力健康教育的主要阵地，虽然我国大力推

行“双减”政策，但是由于视力健康教育的特殊性，家

庭教育不可缺失。对此，学校应加强与家长的沟通，建

立以视力健康为主题的常态化沟通机制，并开设家长培

训活动，辅导家长掌握正确的健康用眼方法和青少年教

育方法，配合院校课程以及各类教育活动，确保视力健

康教育的有效性和全面性。

六、总结

青少年视力健康教育是一个极为庞大且复杂的教育

系统，除了基本的健康用眼课程外，更需要丰富的活动

和多元的平台予以强力的支持。在当今时代，开展青少

年视力健康教育，需要紧密围绕青少年的生活方式，以

其喜闻乐见的方式开发相关教育活动和教育材料，整合

社会资源，为青少年健康用眼提供广阔的学习和理解平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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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素质教育视域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逐渐成为高

校教育任务中重要一项，需以培养大学生自尊、自信、

理性、平和以及积极的社会心态为教育根本目标，对大

学生进行有效、全面的心理疏导以及人文关怀。混合式

教育模式包括线上、线下两种不同的教育模式，可以满

足学生不同、个体化的教育需求，提高教育效果。因此，

在混合式教育模式下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混

合是教育模式的应用与创新发展意义深刻，明确教育意

义与必要性，从而制定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完善教育

体系。

一、混合式教育模式概念及应用优势

混合教育模式是指线上线下教学融合，线上教学和

传统教学优势融为一体 [1]。混合式教育的根本目标是提

高学习者的学习深度，而不是单纯的使用线上学习平台，

或者建设数字化教学资源。混合式教育模式的应用优势

在于完全满足学习者对教育模式的个体化需求，教学模

式新颖且灵活，教学资源丰富，且教学环境良好 [2]。混

合式教育模式线上教育有资源，线下教育有活动，并且

可以对教育过程进行线上 + 线下评估，有助于对学习过

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及时发现并解决，不断提高教育效

果。

二、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现状

现如今，素质教育成为高校教育的重点与难点，在

大学生人格培养、素质养成中起到重要作用。大学生处

在青春期，个性特点逐渐养成，人生观、价值观等也慢

混合式教育模式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构建研究

王心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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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形成。大学生心理健康受到外界干扰比较大，错误的

认知、观念、价值观等均对其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教育发展与

人才培养息息相关，并普遍面临着教育模式单一、师资

力量薄弱、教育重视程度低、教育反馈不及时等问题，

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持续发展 [3]。

心理健康离不开人格、个性、人际关系，与其生活环境、

社会交际等息息相关。为此，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需要

从现有的心理健康教育模式入手，围绕大学生人格、人

际关系以及性格特点等方面构建心理健康教育体系，以

此保证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针对性，获得理想的教育效果。

三、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建意义

1. 增强针对性

心理健康是大学生身心全面发展的前提与基础保障，

决定了大学生健康人格、积极乐观的心态。以往大学生

心理健康教育普遍缺乏针对性，主要是因为传统教育模

式较为单一，难以获得大学生的关注与认可，导致教育

效率低、教育质量差，未能达成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目

标 [4]。在混合式教育模式下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

系，可以加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针对性。原因是混合

式教育模式有机结合了传统线下教学与线上教学的优势，

为大学生创造良好学习环境、增加学习机会。大学生是

互联网用户的主体，对于互联网的使用率很高，开展混

合式教育下的心理健康指导，可以提高大学生对于心理

健康教育的认可度与接受度。例如将心理健康教育有关

内容制作为短视频，在抖音、微博、微信以及腾讯 QQ 等

互联网平台上进行传播，可以获得大学生广泛的关注，

并激发其学习激情与兴趣。线下教育可以落实基础知识，

线上教育可以扩展知识，丰富教育内容，增长大学生心

理健康知识，提高自我感知与认识，从而不断提高心理

健康教育实效性。

2. 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人格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 [5]：“坚持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之路，培养德育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明确指出了高校素质教育的

根本目标是心理健康教育。素质教育的两个重要方向一

个是科学文化素养，一个是心理健康素养。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的核心是培养大学生良好人格，促使大学生形

成良好人格。混合式教育模式下，构建心理健康体系需

要充分利用传统线下教学的特点与优势，为大学生提供

足够的线下活动机会，与社会、家庭建立内在联系，从

具体的事、物、人等方面入手，制定针对性的教育方案，

形成教育合力 [6]。心理健康教育的互联网教育可以获取

更加丰富的教育资源，并结合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趋势

与现状，对教育内容进行调整与补充，优化教育方式，

以此保证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

3. 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载体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在培养大学生综合素养、全

面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是大学生素质教育的重要载

体。目前，我国大学生素质教育处在初期发展阶段，积

攒的经验不足，特别是心理健康教育方面遇到较多问题

与教育难点，且长期存在，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解

决。在此情况下，在混合式教育模式下构建大学生心理

健康教育体系，可以将混合式教育理念融入心理健康教

育中，从而对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有效丰富与扩展，并丰

富教育方式方法，灵活应用与变通，从而构建心理健康

教育的新模式、新结构，确保心理健康教育具有针对性

与实效性 [7]。混合式教育模式融合了线上教育与线下教

育，教育资源丰富且容易获取，教育方式新颖、变化

多，对于大学生的个体发展与心理健康水平有更好地的

适应性。

四、混合式教育模式下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

系的措施

1. 建立线上、线下教育的联系

混合式教育模式下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需

要建立线上、线下教育的联系，以此发挥出线上、线下

教育的优势与作用，提高心理健康教育的效率与质量。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建需根据教育现状制定教育

计划，必修课、选修课的设立是必然举措，让在校大学

生可以获得系统教育的机会 [8]。同时，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形式需要不断创新，对其学习需求与心理健康素养

提升的现实需求进行全面满足。混合式教育形成线上 +

线下教学一体化模式，提高心理健康教育实效性。首先，

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建需要对传统线下教学模式进

行沿用，通过开设心理健康课向大学生传递心理健康方

面知识，并指出心理健康发展对于个体素养养成与综合

发展起到的作用和意义，提高大学生对心理健康教育的

重视程度。同时，组织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在心理健康教

育中作用凸显，学生可以在实践活动中获得启发，感悟

人生，加深大学生对心理健康的理解 [9]。其次，各高校

需利用现有的互联网教育平台，开设网络课程，针对学

生实际情况差异（年级、专业等）设计与专业课程、就

业发展相匹配的心理健康网络课程，构建心理健康网络

资源库，对大学生进行引导教育，对心理健康课程的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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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进行回顾和巩固，并扩展教育范围。线上 + 线下一体

化教学形式可以满足大学生个体化的学习需求，随时随

地学习。

2. 构建心理健康问题互联网咨询平台

在混合式教育模式下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除了做好线下教学以外，还需要充分利用互联网教育资

源，形成多元化的教育途径，对大学生进行多元化的心

理健康服务，确保大学生可以随时随地咨询心理健康问

题。心理咨询室可以为学生提供心理咨询服务。但是由

于师资力量有限，心理健康咨询室的心理医生多数由心

理健康老师，或者思政老师兼任，工作精力有限 [10]。另

外，大学生心智基本成熟，有各自的社交圈，且自尊心

较强，在遇到心理健康问题时往往难以启齿，不会主动

去进行心理健康咨询，造成心理健康咨询室无法获得有

效利用。构建心理健康问题互联网咨询平台，可以打破

时间与空间的限制，有心理健康问题需要咨询的学生可

以对心理健康医生进行留言，或者在上班时间与其进行

线上交流、沟通，解决问题。网络咨询平台可以有效保

护大学生的个人信息，匿名登录，不会被同学、老师知

晓，顾及到大学生的自尊。另外，网络咨询平台可以获

得更高的工作效率，降低工作压力与强度。

3. 增强师资力量

心理健康教育的主要执行者是心理健康教师或医生，

教师对于心理健康知识的掌握程度，以及教学水平直接

决定了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水平。因此，为了在混合

式教育模式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建，需要保证

足够的教师数量，具备良好的教学水平，以及职业素养。

首先，高校需要选聘或者培养足够数量的心理健康教师，

确保每个专业，甚至每个班级都拥有一名专业的心理健

康教师，可以由大学生导员兼任。其次，对心理健康教

师进行专业培训，特别是心理健康咨询网络平台的操作

与维护 [11]。同时需要学会制作短视频、PPT 等，上传各

种短视频平台，校园网等，学生可以根据个人需求自行

选择视频观看。最后，高校需要将医院、卫生专业机构

等社会力量有机融合在一起，并充分利用，对大学生进

行心理健康干预。例如大学生遇到教师无法解决的心理

健康问题时，可以与心理健康医院直接联系对学生提供

专业的心理治疗，帮助学生理想面对心理健康问题。

4. 落实心理健康教育“五级”联动

混合式教育模式下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构建，

需要立足于我国当前大学生心理健康平均水平，并结合

各高校自身心理健康教育实际情况，对心理健康教育方

法进行明确和调整，为大学生提供及时、有效、全面的

心理健康教育，帮助其疏解心理问题，养成良好的心理

状态。在此背景下，为了确保心理健康教育体系的有效

构建，需要落实心理健康教育“五级”联动，即学校、

学院、班级、社会、宿舍联动 [12]。其中，学校心理健康

咨询室或者健康中心，需要对心理健康教育的混合式教

育模式进行顶层设计，做好混合式教学课程安排，规划

好在线课程。并组织学生进行线下的心理健康活动等。

学院需要针对本院专业特点、学生性格、人格等，进行

与专业相匹配的心理健康教育实践活动。班级需要由班

长负责，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人际关系、学习情

况等，组织其他班级干部对需要帮助的同学予以帮助，

帮助其解决心理健康问题。借助社会力量为学生提供专

业的心理治疗。其实同学需要互助互爱，互相鼓励和支

持，遇到心理健康问题及时沟通或得到启发和鼓励。

5. 强化心理健康教育考评与反馈

混合式教育模式下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体系，

需要强化心理健康教育考评与反馈，以此才能获悉心理

健康教育的实际情况，了解教育现状，分析问题和不足，

不断改变教育方式，调整教育内容，以此确保学生可以

得到有效的心理健康教育。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的考评

与反馈，可以将线上教学与线下教学分开，也可以融合

在一起，需要根据学校实际教学情况而定。针对线上教

学的考评，每个学生都需要注册一个在线学习账号，在

学习心理健康课程前进行打卡签到，并根据学生在线时

长对其在线学习情况进行评估。然后为学生留随堂作业，

考查学生是否认真观看教学视频。在线课程设置留言和

私聊界面，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情况向教师提出问

题，得到专业解答。针对线下教学考评，依然以试卷考

试为主，增加实践体验和课堂表现项目，对学生综合评

价，给予客观打分，与线上考评的成绩相加，纳入课程

考评中。

五、结论

综上所述，混合式教学模式下构建大学生心理健康

教育体系，对于大学生心理健康发展以及素质培养有重

要意义，需立足于当前心理健康教育现状，围绕学生心

理健康水平、对教育的现实需求，融合线上教学与线下

教学的方式方法，提高教学水平与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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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父亲角色数量研究

刘在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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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人的全面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所说的“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人，不是抽

象、孤立的人，而是指现实的、具体的、社会中的个人，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每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发

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者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要不是每一个人都得到解放，社会本身也不能得到解

放”[1]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意指“全面”，而且包含着“自由、充分、和谐发展”[2]。和谐发展包括人的生理和心理的

协调发展。人的全面是可以通过教育实现，小学语文教科书是教师教和学生学的重要载体。本文以人教社93年版、

人教社01年版、苏教版和沪教版为样本，对父亲角色出现的频次、选文数量、父亲角色在家庭主要成员中的比例是

否体现父亲的重要性，是否有利于构建高品质“父亲在位”形象，是否有利于学生的心理健康发展为目的开展了相

应研究。

关键词：小学教育；语文；人的全面发展

Study on the number of father roles in element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Zaixin Liu

Gannan Normal University, Ganzhou, Jiangxi Province, 341,000

Abstract: The 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Marxist theory and 
theory. Marx said that the “human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people are not abstract, isolated people, but refers to the 
real, concrete, social individual, not “one person”, but “every person”.Because “the development of a person depends on 
the development of all other people who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ommunicate with him” and “If everyone is not liberated, the 
society itself could not be liberated.”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1] people not only means “comprehensive”, but also 
contains the “free, sufficient and harmonious development” [2].Harmonious development includes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uman physiology and psychology.People can be realized through education, an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xtbooks are 
an important carrier for teachers to teach and students to learn.This article to people club 93 edition, people club 01 edition, 
Sue edition and Shanghai version as a sample, the frequency of father role, selected number, the proportion of the father role 
in the family members reflects the importance of father, whether is beneficial to build high quality “father” image, whether is 
conducive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mental health for the purpose to carry out the corresponding research.

Keywords: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Chinese, people's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课文呈现了系列人物角色，1 我

们从父亲角色出现的频次及家庭主要成员出现的频次、

父亲选文篇数、选文中的父亲是主角还是配角这三个角

度来进行统计和对比分析。具体方法是：先找出人物角

作者简介：刘在鑫（1978.11），男，汉族，江西宁都

人，硕士，讲师，从事中小学语文教材研究。

色出现的选文；然后统计各角色出现的总次数，并计算

各种比例；最后再对父亲角色是作为主角还是配角出现

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详细的统计和各种对比分析揭示样

本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父亲角色的呈现的真实状态。

一、父、母亲选文数比较分析

父母亲是影响小孩发展最为重要的家庭成员，教科

书父母亲角色选文量的多少直接反应教科书对父母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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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向。从表 1-1 中可以看出，小学语文教科书父亲角色

的选文数，人教 93 版、人教 01 版、沪教版和苏教版分

别为 34 篇、59 篇、52 篇、和 27 篇，母亲选文分别为 42

篇、79 篇、68 篇、28 篇，父亲角色选文与母亲角色选

文分别少 8 篇、20 篇、16 篇和 1 篇。从比例上来看，父

亲 角 色 选 文 分 别 占 总 数 的 11.88%、16.91%、10.68%、

9.44%，苏教版所占比例最低；母亲角色选文占分别占

总数的 14.68%、22.64%、13.96%、9.79%，所占比例高

于父亲角色选文比例。从选文数量及比例来看，小学语

文教科书母亲角色选文都高于父亲角色的选文，父亲角

色的重要性没有体现为“总是他人之前”，学生使用小

学语文教科书时会偏重对母亲角色的感知和体验，而容

易忽视父亲角色的感知和体验，从而不利于学生构建心

理父亲在位。

此外，通过对各年级父母亲选文数进行对比（表

1-2），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特点：人教 93 版、人教 01

版和沪教版的教科书，一二年级的母亲角色选文数均远

远多于父亲角色选文数，显示了小学低段教科书编者更

为重视呈现母亲角色；仅有三年级人教 93 版上册、01

版三年级上册、三年级下册父亲角色选文多于母亲角

色。之后各年级父亲角色比母亲角色选文都少或基本相

同，只有六年级下册超过母亲角色；沪教版则仅三年级

上册父亲角色超过母亲，其后均为更少或相持；苏教版

则是二年级上册、五年级上册和六年级上册父亲选文均

超过母亲选文一篇，其它则都是更少或持平，因此，从

年级各册的数量分布来看，母亲角色选文也多于父亲角

色的选文。

二、父母亲角色的频次统计分析

语文教育是学生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语文教

科书中的人物形象对强化学生心理体验有非常重要的影

响，尤其对处于具体运算阶段的、思维具有很大成分的

具体形象性的小学生来说更是如此。因此，语文教科书

中父亲角色出现的频次直接关系到学生能否对父亲形象

有比较直观、直接的感知，是否把父亲放在比较重要的

位置上，进而影响到学生对生活中的父亲形象的关注，

影响学生的心理父亲在位的构建。

父亲和母亲是对小孩来说最为重要的两个家庭角色。

为了考察教科书对父亲角色的关注情况，本文以母亲角

色为参照，一一考察四套样本教科书中父亲、母亲角色

出现的频次及比例。频次的多少可以显示出父亲在教科

书中的重要程度，这会影响学生对父亲角色重要性的认

识。父亲角色、母亲角色频次及比例如下表 1-3：

从表中，我们可以看到，人教 93 版、人教 01 版、沪

教版三个版本父亲和母亲出现的绝对次数相当，但母亲

角色占女性角色比重却为父亲角色占男性角色比重的 3

倍左右；苏教版母亲角色出现次数为父亲角色出现次数

的两倍多，母亲占比更是高达父亲占比的 5.59 倍，两者

表1-2　各版本父、母亲角色选文数量各年级比较统计表

　　　册数 人教 93 版 人教 01 版 沪教版 苏教版

课文 父亲 母亲 课文 父亲 母亲 课文 父亲 母亲 课文 父亲 母亲

一年级上 16 1 2 20 2 7 45 1 4 13 1 2

一年级下 34 2 6 34 6 10 45 4 7 26 2 2

二年级上 20 2 4 34 1 5 45 3 4 23 3 2

二年级下 19 3 4 32 6 7 45 5 6 24 4 4

三年级上 30 4 3 32 6 4 40 5 2 24 1 2

三年级下 29 5 3 32 6 3 40 3 7 26 4 4

四年级上 26 3 5 32 1 4 40 5 7 25 1 1

四年级下 26 2 3 32 6 6 40 5 6 23 3 4

五年级上 24 4 4 28 8 9 40 8 12 26 2 1

五年级下 24 2 4 28 5 10 40 6 5 27 3 4

六年级上 20 1 1 24 9 11 34 6 6 25 3 2

六年级下 18 5 3 21 4 3 33 1 2 24 0 0

合计 286 34 42 349 60 79 487 52 68 286 27 28

表1-1　父、母亲角色选文数量比较统计表

课文

总数

父亲课文篇数

及占总数比例

母亲课文篇数

及占总数比例

篇数 占总数比例 篇数 占总数比例

人教 93 版 286 34 11.888% 42 14.685%

人教 01 版 349 59 16.905% 79 22.636%

沪教版 487 52 10.678% 68 13.963%

苏教版 286 27 9.441% 28 9.790%

合计 1408 172 12.22% 217 15.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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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差悬殊。

从各年级父母亲角色出现频次的对比（表 1-4）也

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同样是一二年级父亲出现次数少

而母亲次数多，三年级以上则偶有父亲出现次数多于母

亲的。具体说来，人教 93 版、人教 01 版和苏教版均以三

年级上册为拐点，在这一册第一次出现父亲出现次数多

于母亲的现象，而沪教版父亲出现次数大于母亲现象则

直到四年级上册才出现；四个版本的教科书中，人教 93

版对父亲形象相对重视：除三年级上册外，五年级上册

和六年级的上下册中父亲出现次数也多于母亲；人教 01

版和沪教版则除三年级上册外各只有一册如此，分别是

六年级下册和六年级上册；而沪教版整个 12 册中只有四

年级上册这一册书父亲出现次数大于母亲，显示出沪教

版对于父亲角色的呈现极不重视。从父亲角色占男性角

色之比以及母亲角色占女性角色之比来看，这个差距还

更为明显，如人教 93 版三年级上册，父亲出现次数为 17

次，母亲出现次数仅 7 次，但后者占女性角色之比去比

前者占男性角色之比高出约 2.23%；同一版本六年级上

册父亲角色出现 14 次，占比仅约 3.5%；而母亲角色出现

仅 5 次，占比却高达约 27.8%。

从上述数据来看，各版本的教科书都呈现出共同的

特征：母亲角色占女性角色的比重较大，约 3-5 位女性

中就有一位是母亲；男性角色则以非父亲角色为主，约

10-20 位男性中才有一位是父亲。各版本的教科书中母

亲角色的重要性均远远大于父亲角色，教科书编著者都

特别重视母亲角色的呈现，而父亲角色却没有得到应有

的关注。

因此，父母亲角色频次明显是母亲多、父亲少，小

学语文教科书突出了母亲角色的重要性而忽视了父亲角

色的重要性。在语文学习和教学过程中，容易忽视父亲

角色的关注。

三、父亲主、配角统计分析

区分主配角是依照角色在文中出现的频率、角色在

文中所起到的作用和作者塑造此角色的目的等标准来划

表1-4　各版本父亲、母亲频次与男性、女性分年级比例统计表

　出现频次

册数　　

人教 93 版 人教 01 版 沪教版 苏教版

父

亲
占比注

母

亲
占比

父

亲
占比

母

亲
占比

父

亲
占比

母

亲
占比

父

亲
占比

母

亲
占比

一年级上 1 2.941% 1 100.000% 4 40.000% 17 85.000% 4 13.793% 14 70.000% 3 15.789% 4 23.529%

一年级下 3 1.840% 30 45.455% 13 19.697% 26 35.135% 7 5.833% 33 37.931% 10 20.833% 16 48.485%

二年级上 2 2.083% 27 34.615% 9 13.043% 32 54.237% 28 13.146% 49 83.051% 3 8.824% 3 16.667%

二年级下 18 13.139% 24 75.000% 12 10.526% 35 40.698% 12 4.878% 63 34.807% 12 15.000% 26 53.061%

三年级上 17 5.380% 7 7.609% 25 10.684% 15 17.442% 18 8.911% 22 28.205% 6 5.042% 4 8.333%

三年级下 24 13.333% 23 33.333% 28 10.646% 33 19.760% 4 1.294% 40 19.139% 15 9.740% 23 46.000%

四年级上 5 2.381% 17 22.973% 4 1.786% 22 28.571% 46 13.731% 47 17.091% 2 1.481% 7 100.000%

四年级下 16 3.509% 16 8.889% 42 10.319% 54 25.592% 76 10.120% 43 27.044% 13 6.701% 74 47.134%

五年级上 43 10.047% 14 7.735% 83 25.460% 83 38.785% 48 12.091% 51 25.000% 5 1.873% 14 41.176%

五年级下 5 0.898% 13 48.148% 30 5.576% 35 32.407% 18 3.622% 70 32.258% 24 13.260% 41 47.674%

六年级上 14 3.509% 5 27.778% 56 11.814% 97 39.271% 2 0.521% 22 12.644% 12 3.448% 3 2.609%

六年级下 55 9.046% 5 2.392% 28 6.557% 16 8.989% 9 10.345% 10 2.924% 0 0.000% 0 0.000%

合计 203 5.664% 182 17.722% 334 10.596% 465 30.452% 272 7.619% 464 23.142% 105 5.876% 215 32.875%

注：此处“占比”分别指父亲角色占男性角色之比和母亲角色占女性角色之比。

表1-3　各版本父亲、母亲频次与男性、女性比例统计表

　　　　频次

版本　　　　

出现频次对比 各占男女角色比重对比

父母亲出现

的总频次

父亲频次 母亲频次 父亲占男性

比重

母亲占女性

比重

母亲占比为父

亲占比的倍数出现次数 占父母总和 出现次数 占父母总和

人教 93 版 385 203 52.73% 182 47.27% 5.664% 17.722% 3.13

人教 01 版 799 334 41.80% 465 58.20% 10.596% 30.452% 2.88

沪教版 736 272 36.96% 464 63.04% 7.619% 23.205% 3.05

苏教版 320 105 32.81% 215 67.19% 5.876% 32.875% 5.59

合计 2240 914 40.80% 1326 59.20% 8.85% 30.49% 4.4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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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的。在所有涉及父亲角色的选文中，有的是通过对父

亲行为或性格的刻画来表现文章的主题，因此这些课文

中出现的父亲角色可被看作是主要塑造的类型；而大部

分父亲角色在所出现的课文中都只有偶尔几句对白，或

很少的人物活动，只是作为其它角色的陪衬出现，往往

人物特征不够鲜明，课文本身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凸显这

些角色的价值。

丰满的父亲形象有利于学生全面感知父亲形象的魅

力，从而帮助学生构建良好的父亲心理在位形象。而作

为配角出现的父亲由于塑造的“笔墨”不够，往往人物

特征不够鲜明，个性特征不够独特，对学生的影响力相

对较小。所以我们对课文中的父亲是主角还是配角，主

角、配角比重各占多少进行了统计分析，以更好地了解

父亲角色在语文教科书中所处的地位。

父亲主、配角统计是以选文篇数为单位，将有父亲

角色出现的选文标示出来，每一选文中有几个父亲角色

即计几人次，而不管这一角色是作为主角还是配角出现；

同一角色无论在课文中出现多少次都只计一人次。再根

据父亲角色在选文中所起的作用、地位等因素区分主、

配角。

表1-5　各版本课文中父亲主、配角统计表

版本 主角 配角 合计

人教 93 版 7（20.588%） 27（79.412%） 34

人教 01 版 8（15.385%） 52（86.667%） 60

沪教版 9（17.308%） 43（82.692%） 52

苏教版 7（26.923%） 19（73.076%） 26

合计 31（20.05%） 141（80.46%） 172

各样本选文中，父亲作为主角出现的次数均不多，

其中苏教版比例略高，仅占父亲角色总数的 26.923%，

而沪教版则最低，为 17.308%。四套样本均显示出教科

书中的父亲角色作为主角比例偏低，在大部分选文中是

作为陪衬角色出现。

表1-6　各版选文中父亲主、配角分年级统计表

　　　  出现频次

册数　　　　

人教 93 版 人教 01 版 沪教版 苏教版

主角 配角 总计 主角 配角 总计 主角 配角 总计 主角 配角 总计

一年级上 0 1 1 0 2 2 0 1 1 0 1 1

一年级下 0 2 2 0 6 6 1 3 4 1 1 2

二年级上 0 2 2 1 0 1 1 2 3 1 2 3

二年级下 1 2 3 0 6 6 1 4 5 0 3 326F1[3]

三年级上 0 4 4 1 5 6 0 5 5 1 0 1

三年级下 1 4 5 0 6 6 0 3 3 2 2 4

四年级上 1 2 3 0 22 2 1 4 5 0 1 1

四年级下 0 2 2 2 4 6 4 1 5 0 3 3

五年级上 2 2 4 3 5 8 0 8 8 0 2 2

五年级下 1 1 2 1 3 4 0 6 6 1 2 3

六年级上 0 1 1 0 9 9 1 5 6 1 2 3

六年级下 1 4 5 0 4 4 0 1 1 0 0 0

合计 7 27 34 8 52 60 9 43 52 7 19 26

从各年级父亲作为主角和配角出现的次数和比例来

看，父亲作为配角基本每册都有出现（仅苏教版三年级上

册和六年级下册未出现），且出现次数少则1-2次，多则

8-9次；作为主角出现的册数偏少：人教93版有六册，其

中仅五年级上册出现2次，其它5册皆只出现1次；人教

01版有五册，其中五年级上册3次，四年级下册2次，还

有3册只出现1次；沪教版6册，其中四年级下册4次，其

余5册各1次；苏教版也是6册，其中三年级下册2次，其

余5册各1次。从以上数据来看，父亲角色作为主角出现

的次数少，相关教科书中所展示的丰满的父亲形象不多。

综上所述，不管是从各版本中父亲角色的呈现率来

看，还是从各年级、各分册的呈现率来看，各样本中都

存在父亲主角“缺席”的现象。因此，小学语文教科书

父亲角色既无法构建学生心理父亲在位，促进学生心理

健康成长，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0 卷，人民出版社 1971

年版，第 318 页。

[2] 吴向东：论马克斯主义人的全面发展观 [J]. 马克

斯主义研究，2005（01）：29-37。

[3] 苏教版二年级下册《沉香救母》（上）和《沉香

救母》（下）是两篇课文，但父亲相同，只记 1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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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以产业发展为引领，培养既具备扎实专业实践能力，

又能够把握新兴智能制造技术的复合型人才，不仅是协

同育人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新时代建设创新型国家的

重要保证。工业机器人作为一个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综合

载体，涵盖了电子信息、机械、检测、计算机等诸多大

类技术，具有高度的信息化匹配度，在智能制造领域具

有无可比拟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其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特性为培养宽口径、高素质、复合型的工程人才提供

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因此，将工业机器人与智能技术相

融合，并引入到实践教学当中，可以在提高学生兴趣和

智能制造意识的同时，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

和创新能力，切实、有效地提高教学质量。

1.国内外高校机器人实践教学现状

以机器人技术为载体的教学实践与创新能力培养活

动越来越引起教育界的重视，机器人教育正在全球范围

内积极开展。在一些发达国家，机器人教育可以从幼儿

园的启蒙阶段一直延续到高等教育阶段。在国外知名高

校，如麻省理工学院、卡耐基梅隆大学、苏黎世联邦工

学院等在以智能机器人为载体的教学活动中探索机器人

教育的关键技术和教育教学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的

成效。国内高校中，哈尔滨工业大学、清华大学、北京

航天航空大学等学校，都在机器人专业教学以及机器人

创新教学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获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而智能化制造技术涉及检测与智能算法等学科交叉领域，

具有探索性、创新性、高阶性的特点，对于学生能力培

养和综合素质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而我国工业机器人

工训教学在智能化方面还有待提高，没有充分发挥工业

机器人的实践教学价值。

为了紧跟智能制造高速发展的步伐，充分发挥已有

软硬件设备优势，培养创新型人才，更好地提高工程训

练实践教学质量，本文将智能制造技术与工业机器人进

基于智能制造的机器人项目式工程训练探索

杜　巍　何祝斌　张红哲　白　倩　牛方勇

大连理工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摘　要：智能制造是当前产业和科研发展的重点领域。工业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的重要载体，涵盖了电子信息、机

械、计算机等大类技术，是高校工程训练中具有重要意义的教学模块。但当前机器人工训课程也存在着教学内容僵

化、产业结合度不足、教学及考核方法单一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本文将论述采用项目式机器人工程训练教学法

的优势和相关探索工作。

关键词：工程训练；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项目式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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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s a key area of current industrial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developmen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industrial robots cover a wide range of technologies such as electronic information, 
machinery, and computers, and are teaching modules of great significance in engineering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the current robot training courses also have problems such as rigid teaching content, insufficient industrial 
integration, and single teaching and assessment methods.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will discuss the advantages 
of adopting the project-based robot engineering training teaching method and related explor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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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集成，并引入到实践教学当中，设计基于智能制造项

目的工业机器人研究型实训教学系统，包括：人脸特征

捕捉及机器人绘制系统、基于工业机器人的 3D 打印系统

和象棋人机互动系统，配合项目教学法及研究型的实践

内容设计，充分激发学生的兴趣和积极性，让学生深入

掌握新技术的具体应用，掌握面向智能制造的机器人控

制方法，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为学生今后的工作和继续深造打下良好基础。

2.机器人项目式工程训练教学的内涵

采用项目式教学法将传统课程中的系统、完整的知

识体系转化为若干个“教学项目”，围绕项目组织教学，

要求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整合信息、设计方案、执行项

目，通过项目的实施，可以了解项目的整个实施过程及

各环节的关键技术。工业机器人平台结合各类智能化技

术，极大扩展了创新性、综合性和探索性，非常适合采

用项目教学法。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智能制造和机器

人相关技术，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在工

程训练中将项目教学法应用于的实践教学，教学方式

基于项目导向，以项目为主线、教师为引导、学生为

主体，创造学生主动、团队协作、勇于创新的新型实

践教学模式。

项目成员以每 3 ～ 5 人为一个项目团队，完成项目

选题、控制逻辑梳理、智能制造工艺调试、机器人轨迹

编程等学习任务，最终提交一套具有一定智能化制造功

能的机器人应用系统。通过机器人系统设计，让学生掌

握设计目标、功能定义、实现方案、过程监控、核心工

艺实现等各个环节，培养学生的综合思考和动手能力、

团队合作精神。

3.深度与广度相结合的项目教学内容设计

教学内容注重教学“深度”与“广度”相结合，设

计多种机器人系统，学生可根据自己的能力、兴趣进行

选题和设计，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调动学生的积极

性。课程设计的智能化机器人系统包括：人脸特征捕捉

及机器人绘制系统、象棋人机互动系统、基于工业机器

人的 3D 打印系统。

（1）人脸特征捕捉及机器人绘制系统

视觉感知是智能制造中极具发展潜力的检测方法，

在工业生产（如货物归类、食品分拣等场景）和科学研

究（如增材缺陷检测、塑性应变在线测量等）已经得到

一定的应用。视觉识别具有感知范围广、环境适应性强、

硬件结构简单等优点，但图像后处理和转化较为复杂。

工训模块以“人脸特征捕捉及机器人绘制系统”为

实践教学可选内容之一。该模块基于前期的科研和工程

技术积累，搭建了集成于机器人的人像采集摄像头，并

使用 MATLAB 软件编写了图像灰度处理程序，能够较高

效地将采集图片的特征像素点转化为线条状图形，从而

为后续机器人轨迹规划提供输入条件。学生可以根据采

集的特征信息，编辑数据处理小程序，或使用 AutoCAD

软件间隔采集线条图形的特征点，从而完成机器人轨迹

编程和调试，实现人脸特征捕捉及机器人绘制系统的功

能闭环。

（2）基于工业机器人的增材成形系统

增材制造（3D 打印）是智能化制造的典型代表，融

合了计算机辅助设计、材料加工与成形技术，以数字模

型文件为基础，通过软件与数控系统将专用的金属材料、

非金属材料以及医用生物材料，按照挤压、烧结、熔融、

光固化、喷射等方式逐层堆积，制造出实体物品的制

造技术。与传统的减材加工（切削加工等）和等材加工

（锻造、冲压）不同，增材制造是一种“自下而上”通

过材料累加成形零件的制造方法。这使得过去受到传统

制造方式的约束，而无法实现的复杂结构件的制造变为

可能。

模块以“基于工业机器人的增材成形系统”为实践

教学可选内容之一。该选题学习难度适中，学生可以使

用我中心配备的数模切片软件，得到每层的喷头运动轨

迹，基于空间多层的轨迹数据进行机器人轨迹编程，同

时将送料器和加热头的 I/O 通信设置与工业机器人匹配，

并将通讯编程语句与总体系统程序进行整合，实现系统

功能。

（3）象棋人机互动系统

人机互动系统是智能感知和智能计算相结合的机

器人实训项目，项目目标是最终实现人机象棋对战。

这首先要求机器人能够感知棋子的种类以及棋子在棋

盘上的位置变化，而后针对每一步棋子位置的变化进

行运算，最终基于最优运算结果驱动机器人进行本方

棋子的移动。为了实现互动系统最终功能，需要学生

拓展思维、开动脑筋，首先提出解决方案和逻辑导图，

并与老师进行沟通。由于编程难度较大，老师会事先

编辑好一些可用的程序模块和硬件设备（如带接触开

关和定位功能的棋盘）供学生挑选使用。学生更多是

提出解决思路，并将多个程序模块进行组合，从而完

成整体系统的构建。

4.层次化、模块化、开放式的项目教学方法设计

（1）层次化的教学系统设计



14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8)2021,3
ISSN: 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学生的动手能力差别较大，为了使不同能力的学生

都得到充分的锻炼，实践采用层次化的教学方法。每一

个题目，都分为基本技能型、综合应用型、创新设计型。

基本技能型锻炼学生的基本技能，保证大部分同学都能

够完成，提高学生的动手能力；综合应用型强调学生对

知识的综合掌握，能够设计功能丰富的作品，锻炼学生

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设计型要求学生能够独立进行功

能设计与拓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以基于工业机器

人的增材成形系统为例：

基本技能型：机器人单轴运动、线性运动和重定位

运动的手动和程序控制；

综合应用型：在基本功能基础上，基于切片轮廓的

机器人运动轨迹编程、机器人 TCP 点运动速度设置等状

态控制操作；

创新设计型：增材成形系统与机器人的 I/O 通讯设

置，可以控制不同的喷管内的不同材料，交替成形，调

控成形速率和时机，从而成形复合型树脂基零件。

（2）模块化的系统设计

实践教学过程中，系统中的各功能单元都实现模块

化，让学生自由组合，学生可以像搭积木一样进行机器

人系统的功能扩展，学生可以任意组合、自由发挥，从

而设计功能丰富、多种多样的作品，充分发挥学生自主

性和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

（3）开放式的教学模式

机器人实践项目设计难度较大，适合学生进行研究

型的学习与设计，为了给学生创造更好的服务于学生，

为学生创造更好的实践环境，工训模块采用开放式的实

践教学方法，体现在实践内容开放、实践地点的开放、

实践时间开放。学生可自主选择实践项目、设计实践功

能，利用充分的时间进行研究设计，充分调动学生的兴

趣，锻炼学生的能力。

5.结束语

本文基于智能制造背景，采用面向真实科研和工程

需求的项目教学模式，注重实践能力、沟通能力、团队

协作能力的培养，将培养优秀系统化设计师、工程师的

思想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中。以学生为本，实践内容紧密

结合智能制造技术热点，提高实践教学质量；以智能技

术与机器人协同工作为核心，夯实学生的技术基础、提

升学生创新能力及工程实践能力。采用分层次、模块化

的实践训练模式，降低工业机器人实践学习的入门难度，

使不同能力水平的学生都能够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技术

的学习过程中增长知识、提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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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研究了右下角缺失的U型标准杨表的计数问题，主要运用了服从U（0，1）均匀分布的嵌套顺序

统计量的相关知识，在计算过程中，利用了几类多重积分的计算以及组合恒等式等方法，在第二节中给出了

型标准杨表的计数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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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roximate U standard Yang counting formula
Fu Yao1, Jiang Song water2

1. School of Scienc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110004

2. School of Science,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City, Liaoning Province 110004

Abstract: In this paper,we consider the enumeration of standard Young tableaux of approximate U-shaped with the missing 

lower right corner.The enumeration representations of the SYT of  are obtained 

in section 2 by using the properties of nested order statistics which follow the uniform distribution of U(0,1) and the methods 
of combined constants.

Keywords: standard Young tableaux; nested order statistics;multiple integrals; combination number.

1　引言 1

标准杨表是组合计数理论的重要课题，在组合数学

中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杨表计数涉及许多学科知识，如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数学分析、组合数学等 . 国内外学者

对一些不同类型的杨表计数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1] 中

给出了计算标准杨表的钩长公式，Ping Sun在 [2-4] 中研究了

中空型以及截断型杨表的经验公式.本文主要研究了右下

角缺失的近似U型标准杨表的计数，此时该杨表中的变量

产生了许多不确定的大小关系，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关于杨

表的相关知识及理论应用 .

定 义 1 . 1 [ 5 ] 　 如 果 正 整 数 n 满 足

其 中 且

为 整 数 . 我 们 称 n 是 由 k 个 正 整 数 组 合 而 成 的， 而

作者简介：付尧（1998-），女，满族，辽宁省兴城市，

东北大学理学院2020级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

概率论与数理统计，E-mail：2000105@stu.neu.edu.cn。

是正整数 n 的 k 分拆， 在这里被称作

该分拆的分部量 .

借助 Ferrers diagram 来研究分拆是一个常用的方法，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Ferrers diagram.

定义 1.2[5]　设 是 n 的一个分拆，

其中 将 n 个单元格左对齐排列，如果

从上向下第 行刚好由 个单元格组成，就

称这种表格为分拆λ的 Ferrers diagram，这里我们记为

型Ferrers diagram或λ型Ferrers diagram.符

号 表示Ferrers diagram中从上向下数第i行、从左向右

数第j列的单元格.例如，我们考虑15的分拆  

，则 型Ferrers diagram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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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知道，当 n 的一个 Ferrers diagram 已给出时，它

对应的分拆就已经唯一确定了，我们可以逆推出它对

应的 n 的分拆，换句话说，n 的分拆与该分拆的 Ferrers 

diagram 是一一对应关系 .

定义 1.3[5]　我们向 型 Ferrers diagram 的每一个单元

格都填入一个正整数，这些正整数满足从上向下严格递

增，从左向右非严格递增，我们将这种表格称作 型半标

准 Young tableau. 如果将 这 n 个正整数一一映

射到 Ferrers diagram 中，映射规则是单元格从上向下、从

左向右都严格递增，我们得到的表格称作 Standard Young 

tableau.

下面以 10 的分拆 来解释一个 型半标准杨

表和一个 型标准杨表，分别如下图所示：

在计算嵌套多重积分的过程中，会用到 Beta 函数的

性质，因此下面给出 Beta 函数的相关知识 .

定义 1.4[6]　对任意的实数 a，b>0，

称该函数为不完全 Beta 函数，当 y=1 时，上式化为

Beta 函数 .

定义 1.5[6]　正则 Beta 函数：

当 a，b 是整数时，

引理 1.6[7]　二阶求和公式：

2　 型杨表计数

在 [8] 中已经证明了当变量为服从均匀分布 U (0， 1)

的顺序统计量时，可以利用嵌套顺序统计量求多重积分

的方法来计算标准杨表计数问题，并给出了标准杨表的

计数公式 .

引理 2.1[1]

形状为 的标准杨表的计数公式为

其中 表示 型标准杨表所对应的嵌套单形 ( 积

分区域 ) 的体积 .

在本节中，我们将给出

型标准杨表的计数公式。根据引理 2.1 我们知道该形状的

标准杨表计数公式为

因此，标准杨表计数问题转化为求解积分 I，I 为对

该嵌套单形的多重积分 .

型标准杨表如下图所

示：

接下来对上述标准杨表图形进行讨论，变量 y 的存

在使该多重积分的计算变得困难，因此，我们首先需要

对 y 的取值进行讨论，将其分为以下四种情形：

（1）

（2）

（3）

（4）

分别对每种情况下的图形进行等价变形，然后对每

个图形的积分区域进行划分，将其划分为几个较简单的

积分区间进行计算，并利用几个已知的多重积分结果进

行求解，从而计算出积分 I.

定理 2.2

近似 U 型标准杨表

的计数公式为：

3　证明过程

根 据 y 的 取 值， 我 们 将 I 的

计 算 过 程 分 为 四 个 步 骤， 因 此

3.1 当 i=0 时，有
因为标准杨表中的数满足从上向下、

从左向右分别递增， 所以该情形下的标准

杨表计数 问题的等价变形如右图所示：

记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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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积分区域 .
接下来对上述积分区域进行积分，通过拆分积分区

域的方法可以将其化为几个较为简单的积分区间进行计

算，我们将积分化为以下两部分：

（1）首先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域为：

（2）接下来对 进

行积分，积分区域为：

对上述两个积分区域积分，则

对于 部分的积分，我们将嵌套多重积分拆成多个

二重积分进行计算：

（1）首先对 积分，积分区间为 ，

则

（2）接下来对按照 的顺序积分，积分区间

为 ，则

（3）以此类推，依次对 积分，

则

（4）最后对 积分，则

3.2 当 时

此时标准杨表计数问题等价变形如下图所示：

记 ，其中 为积分区域 .

接下来对上述积分区域进行积分，方法同上，将积

分区域划分为几个较为简单的积分进行计算，因此，我

们将积分区域划分为以下三个部分：

（1）首先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域

为：

（2）接下来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

域为：

（3） 最 后 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域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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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三个积分区域积分，则

对于 部分的积分，与第一种情形下 的部分相

同，因此，我们得到

3.3 当 j=1 时，有

此时标准杨表计数问题等价变形如下图所示：

记 ，其中 为积分区域 .

接下来对上述积分区域进行积分，我们将积分区域

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1）首先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域

为：

（2）然后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域

为：

（3）接下来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

域为：

（4） 最 后 对 进 行 积 分， 积 分 区 域 为：

对上述四个积分区域积分，则

3.4 当 时

此时标准杨表计数问题等价变形如下图所示：

记 ，其中 为积分区域 .

接下来对上述积分区域进行积分，我们将积分区域

划分为以下四个部分：

（1）首先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域

为：

（2）然后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域

为：

（3）接下来对 进行积分，积分区

域为：

（4）最后对 进

行积分，积分区域为：

对上述四个积分区域积分，则

其 中 部 分 的 积 分， 同 样 按 照 先 化 为 二

重 积 分， 在 利 用 行 列 式 积 分 的 方 法， 通 过 先 对

积分，得到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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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首先求解 这个积分 .

其中，

因此，

同理可以求出

故

3.5 求和

综上所述，

其中，

整 理 一 下 求 和 结 果， 我 们 可 以 得 到

型标准杨表的计数公式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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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化工仿真实训教改项目研究目的、意义

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中国经济也进入了新时代，即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在新时代，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

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特点、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

享成为根本目的。新时代对高校人才培养也提出了更高

的新要求，我们要在新时代的全球化竞争中顺应潮流、

赢得主动，必须深入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深化教学改革，

全方位提高学科教学水平，全面提高人才的培养质量。

化工仿真实训是化学工程与工艺、制药专业的专业

基础实训课，它涵盖化工原理、物理化学、化工制图、

化工自动化仪表、化工工艺等学科的知识，是化工工艺

过程教学中的应用化工过程原理等进行的实操培训的过

程，是培养学生工程能力的重要环节之一。

传统的化工实训方式就是老师按照教学大纲讲，学

生背工艺流程，而对工艺的了解也只是在生产实习时到

工厂参观，被动地听技术人员讲解而不能亲自动手操作，

由于安全、时间和经费的限制，现场实训基本是走马观

互联网平台的化工虚拟仿真教学的改革与实践

钤小平

山东师范大学化学院　山东济南　250014

摘　要：化工仿真实训是应用化工过程原理等进行的实操培训的过程，是培养学生工程能力的重要环节之一。本次

实验教改项目，借助学校泛雅网络教学综合服务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将仿真实训中共性的重复问题进行

分类，建成方便快捷的检索方式，实时解决学生实训过程中碰到的各类问题，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构建基于在

线课程平台的混合式教学模式能够充分发挥线上资源和和线下教学的优势互补。通过优化教学内容、丰富教学互动

渠道，提升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教师的教学水平。通过虚拟仿真任务化，以虚补实、虚实结合，为学生搭建能力培

养平台，从而实现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提升高校本科教学的实用性、有效性和高阶性。

关键词：化工原理；化工仿真：化工实训

Reform and practice of chemical virtual simulation 
teaching on Internet platform
Eagle xiaoping

College of Chemistry,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Chemical simulation training is a process of practical operation training based on chemical process principles, 
which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links to cultivate students' engineering ability. This experimental teaching reform project, with 
the help of the school's Pan-Ya network teaching comprehensive service platform, uses the Internet big data technology to 
classify the common and repeated problems in the simulation training, and build a convenient and quick retrieval method, so 
as to solve all kinds of problems encountered by students in the process of training in real time and break the limitation of time 
and space. The hybrid teaching model based on online course platform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online resources and offline teaching. By optimizing teaching content and enriching interactive teaching channels, students' 
independent learning ability and teachers' teaching level can be improved. Through the virtual simulation task, to complement 
the virtual reality, the combination of the virtual reality, to build a ability training platform for students, so as to achieve the 
depth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curriculum teaching integration, improve the practicability, effectiveness and advanced 
college undergraduate teaching.

Keywords: chemical principle; Chemical simulation: chemical practical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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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式的。开设化工仿真实训教学可以使学生由被动变主

动，学生可以在图文并茂的 DCS 画面上熟悉工艺流程，

熟悉设备结构和控制方案，并按操作步骤进行操作，学

生在仿真机上对化工过程进行了解和操作，对其工艺流

程、动态参数及注意事项做详细的分析和设定，特别是

在正常控制参数发生变化时，整体系统皆发生扰动，要

使其达到平衡，需要学生在操作过程中有一定的应变能

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及全局的工程意识，经

过这样训练之后再到毕业实习进入化工生产现场实习，

无论对设备装置的理解还是对工艺指标的控制，都有了

深刻的理解和认知，强化了学生的工程意识。

我校建设的化工原理实训仿真操作系统，结合化工

原理课程特点，将离心泵操作、液位控制操作、列管换

热器的传热、精馏、吸收解吸、萃取等基础实训进行形

象的演示和互动的操作，这些实训涵盖了化工生产中的

动量、热量、质量传递等内容。逼真地模拟以上各个实

训装置的动态特性、开车、停车和事故处理全部操作过

程，学生在生动友好的人机界面操作中掌握了化工原理

及实训的知识。

目前，开设的化工仿真实训课大都采用传统的分组

进行，单人单机练习的模式，采用这种模式的突出问题

是学生多而实训内容、项目和进度无法保持同步，由于

受到场地和现场指导教师数量的限制，很难保证实时指

导每个学生进行实训的目的，造成部分学生在做实训的

过程中不能全面了解装置特性及流程，对一些实训现

象不能作全面而细致的观察、记录和分析；有的甚至

贪图省事，看看其他同学做的实训，然后根据同组的

数据，抄写出实训报告，草率应付了事，达不到理想

的实训效果。

分析化工仿真实训中学生遇到的问题和疑惑，绝大

多数是具有共性和重复的。其中少量的关于基本的工艺

流程、设备结构、控制方案和操作步骤可统一集中讲解

解决。而大多数问题和疑惑是在具体操作中碰的工艺参

数变化、控制操作方式和操作质量的评价等等事件引起

的突发性问题，因为不同同学进行的仿真实训的单元、

项目、进度的不同，出现问题的时间和频率不同。另外，

同一单元或者项目，会产生不同的各类问题；同一类问

题，也会在不同的单元或者项目中出现。指导教师很难

及时进行解答。本次实验教改项目，借助山东师范大学

泛雅网络教学综合服务平台，利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

将仿真实训中共性的重复问题进行分类，建成方便快捷

的检索方式，实时解决学生实训过程中碰到的各类问题，

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二、化工仿真实训教改项目完成情况

1. 完成了化工仿真实训教改项目前期分析设计

（a）教改分析与设计：进行仿真实训课程内容和

对象分析，以每个单元过程操作为单元，结合大三学

生（实训安排在第五学期）课程进度，将实训知识点分

成基础内容（基础流程、设备结构、控制方案及操作步

骤）和应用内容（工艺参数、控制参数、操作参数等变

化规律和影响因素）两部分，前一部分内容集中讲解，

并提供学生在网上自主复习的资源；后一部分在实训教

学过程根据具体问题，指导学生利用教学平台检索学习

解决，并设立网上的组内研讨（避免实验室内不同项目

的同学之间相互干扰）。每一部分形成教学目标、教学过

程和教学评价的循环；同时又逐层递进。

2019 年，在 2017 级化工、制药专业进行实施实验教

改经验的基础上，结合 3D 虚拟现实技术，对实验教改进

行了补充和完善，将实训环节设计为两个阶段，3D 虚拟

仿真操作部分和实验装置实操部分，本教改项目获得学

院大力支持，购进了与虚拟仿真完全一致的数十套化工

单元的实验装置，满足实验教改的需要。实验装置已于

2020 年全部到位。

（b）完成了网上在线实训课程架构体系建设：包括

化工仿真实训的课程说明、课程导学、学习单元、单元

中的学习资源和实训练习活动设计。设置实训任务单、

单元练习思考、实训交流研讨、团队合作学习等教学目

标和教学过程，引导帮助学生在各阶段进行有效自主学

习和协作学习。

2. 完成2019、2020、2021年度化工仿真实训教学活动

（a）在泛雅教学平台上传建设网上学习资料，完成

97 个音视频，近 500 个文献资料，流程图，PID 图，操作

规程等）其中有些资料根据教学设计需要后期进行升级

提升，特别是一些知识点的视频讲解部分，需要进一步

精雕细琢。

（b）建设虚拟 3D 仿真实验课程网站地址，购置实物

单元操作设备：

2020 年，在学院支持下，购置了专用服务器，架设

起虚拟 3D 仿真实训网站，组建完成了化工 3D 虚拟仿真

实验教学团队。实训前和实训期间，按实验教改要求做

好各项教学准备工作，按时发布实训通知及知识整合要

求，维护实训课程论坛、讨论区和答疑区，组织实训操

作的研讨等。

购置到位了与仿真单元一致的实物装置，仿真实操



22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8)2021,3
ISSN: 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和实物实操相结合，解决单元操作练习时间短，人员多

的矛盾。

（c）开展实施化工仿真实训教改。

改革传统的教学模式，采用线上自主学习、线下虚

拟 3D 仿真实训培训教学和实际装置实操训练有机结合，

学与练密切配合，练习结果实时反馈，实时发现短板和

不足，迅速获得操作最佳途径。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

和应用，并锻炼了利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项目成果

1. 建立以学生中心，基于互联网教学平台、虚拟 3D

化工仿真实训和实验装置实操相结合的自主学习的教学

模式。

设计完善仿真实训的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评

价的体系。

加强学生在化工仿真软件上进行生产过程的开车、

停车、事故分析处理等操作的理解，加快学生对生产方

法和生产技能的实际操作过程的掌握，在较短时间内使

学生的单元操作水平有较大幅度的提高，实现仿真实训

不受场地、时间的制约的优势，将课堂学习的理论知识

与实际生产过程进行无缝对接，通过互相研讨，加深对

理论知识的深度理解，提高团队的协作能力。

2. 以提升学生专业知识体系架构和动手操作、解决

问题的能力为目的，由结果导向，通过化工仿真实训，

加深了理论规律的理解，从而达到提升实训效果的目的。

同时，学生可以充分认识到实际化工生产过程的复杂性，

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在软件上模拟各种突发情况，或探

索最佳的生产参数，这样可以培养学生思考问题、解决

问题以及应对紧急情况的能力，对生产过程的掌握起到

了事半功倍的作用。

3. 完善过程评价体系建设，持续改进培训效果，利

用仿真实验系统，在保证调动学生学生兴趣和热情的基

础上，更精准记录学生的练习时间和练习的效果，练中

学，练中改，练中提升。迅速提升学生分析问题、处理

问题的能力并继承传递到后续练习中，固化为潜在的思

维模式。

4. 教改项目教师团队，发表多篇相关论文，授权多

项发明专利，荣获多次竞赛奖励。指导学生参加多项竞

赛，多人获得各种奖励十余项。

四、化工仿真实训教改项目改革效果

化工仿真实训教改项目的特色与创新点。

众所周知，石油化工行业是连续化、大生产、高技

术、高危险的行业，该系统在学生实习时禁止学生动手

操作，致使毕业实习达不到预想效果，甚至从事此类工

作的毕业生到企业后需要进行再培训。而虚拟 3D 化工仿

真实训能够模拟真实的生产装置，再现真实生产过程，

通过模拟工厂开车、停车、正常运行和各种事故现象处

理，使学生不出校门就可以了解实际生产装置，在非常

逼真的操作环境中进行操作技能训练，从而深入地了解

不同的单元操作提供了可行的途径。为了更有效地达到

理想的教学目标，本实验教改项目采用线上自主学习教

学 + 虚拟仿真实验和线下实验室实操练习相结合的教学

方式融入化工仿真实训的教学中。

项目组在化工原理课程，化工原理实验、化工原

理课程设计教学中积极地与化工单元仿真实训进行了无

缝对接，有效地提高了化工原理实验室实验装置的利用

率，缓解了实验室设备、场地等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

弥补了传统实习中难以动手而效果不理想的缺憾，填补

了传统实习模式中的教学空白，明显地提高了教学效果

与效率。

化工仿真实训在“卓越工程师”的培养中起到了重

要的作用，弥补了学生难以进行工程实践的不足，缩短

了理论学习与实际生产的距离，培养了学生的工程观念

和创新能力，培养学生绿色发展、树立行业转型升级的

理念。同时注重培养学生理论基础和能力提升相结合的

培养，化工仿真实训达到理想效果的关键在于把仿真与

理论知识、仿真与生产实际、仿真与“新时代”的要求

紧密地结合起来，做到“知行结合”，有效地锻炼了学

生处理化工实际操作过程中的工程问题的能力和决策能

力，实现专业培养方案中专业基础课程的横向融合，专

业基础与专业课程的纵向贯通。拓宽了学生学习视野，

将产业内容有机地融入工程教育，培养出优秀的符合

“新时代”要求的工程技术人才。虚拟仿真教学是近年

来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是一种融合多学科、多区域、多

层次的实验教学方法，虚拟仿真资源的具体内容及虚拟

仿真实验平台的特色。提供了一种虚拟仿真资源与传统

教学资源高效结合的新模式，推动了化学化工类实验教

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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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生物制药技术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就成为了我

国重点扶持的产业之一，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

了上、中、下游共同发展的产业体系。这个体系的形成，

极大程度的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增长

基 金 项 目：陕西省科技厅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

（2017JQ8040）；西安市科技局专项科研计划项目

（2021XDJH38）；西安文理学院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院

长基金（YZJJ202108）；陕西省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S202111080037）

贡献了不可小觑的力量，当前我国的政策偏向，也为生

物制药产业的腾飞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1]。

当前，生物制药已经逐渐成为制药领域的制高点，

包括新型冠状肺炎疫情期间研发的疫苗，以及血液制品

和生物提取药物等，这些是医药产业发展的未来方向，

并且生物制药专业作为国家重点关注的专业已经形成了

一条非常完整的产业链。目前我国已有数量可观的生物

制药产品逐步进入市场形成一定规模的产业集群，尤其

是疫苗产业，全国有近 40 家能够自主生产的疫苗企业，

他们的产品不仅能有效满足国内市场的需求，同时还积

极布局国际生物医药领域，并获得一定市场份额，同时

高水平城市大学视域下

——生物制药专业应用型人才创新培养模式探索

成晓霞　何凤琴　王子见

西安文理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生物制药产业是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一环，也是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中 重点扶持的产业之一，在疫苗的研发等领域发挥着中坚力量，因此设置生物制药专业对国家战略和社会生活都具

有巨大推进作用，生物制药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加快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本文从高水平城市 大学的角度

探索生物制药专业应用型人才的创新培养模式，给出具有可行性的意见和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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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上扬态势 [2]。

我国生物制药产业发展前景非常广阔，具有非常巨

大的潜力的发展空间，目前我国已经积极建立起一批与

生物制药相关的产业基地，因为生物制药产业已经成为

当前国家重点建设的项目，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同时也

代表着国家未来制药行业的方向。当前，我国生物制药

产业发展的重要区域之一就是研发的外包，研发外包给

中国生物制药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商机，我国拥有

众多的人口，是世界上最大的消费市场，同时高素质、

低成本的资源吸引了为数众多的生物制药巨头企业在中

国投资办厂，实现资本引入的同时也为从事生物医药产

业的高精尖人才培养奠定坚实基础。随着我国经济发展

水平越来越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也在不断的提高，在坚

实物质基础的保障下，人们越来越多的追求更高层次的

精神享受，生物制药行业能有效的满足人们对高端生活

提出的要求，为人们提供基本医疗保障的同时还能够满

足对高层次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追求，这也在一定程

度上保证了生物医药企业的多元化发展 [3]。

生物制药专业培养掌握现代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基

本理论、基本技能和工艺工程，具有生物制药技术专业

素质，可从事药品生产、管理和技术研发的高等技术应

用型人才。要求学生掌握生物制药领域的基本理论、基

本知识和基本技能；掌握药物生产装置工艺与设备设计

方法；具有对药品的新资源、新产品、新工艺进行研究、

开发和设计的初步能力；具备一定的实验设计与实施，

归纳、分析实验结果和撰写论文的能力；熟悉国家对于

制药生产、设计、研究与开发、环境保护等方面的方针、

政策和法规；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听、说、读、写

能力；掌握文献检索、资料查询的基本方法，具有一定

的科学研究和实际工作能力。

二、对高水平城市大学的总体要求

城市大学是综合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办的大学，

这一类大学相对的有较好的教学资源，较为完备的教学

设备，较为开放的教学思想，较为优秀的师资力量和完

整的专业院系。

西安文理学院作为唯一的西安市属本科高校，秉

承关中书院“躬行实践、经世致用、敦本尚实、笃行践

履”的内涵，结合国家“育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

方针，凝练形成“重德、笃学、躬行、崇高”的校训。

学校确立了“坚持地方性、应用型、开放式，建设特色

鲜明的高水平城市大学”的办学定位，“师范做优、文

史做强、工管做特，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学科专业定位，

“培养立足西安、面向陕西，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

基础实、能力强，具有创新创业精神，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定位。

三、生物制药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创新目标

创新型人才勇于率先追求、不断发现、研究的精神

和思想自觉，勇于创新、求异，唯有创新意识才是原动

力 [4]。

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社会责任感强，基础理论扎实，富有人文素养、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掌握生物制药专业及相关学科的基础知

识、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具备从事生物药物、药物制

剂、医药中间体以及其他相关产品的科学研究、技术开

发、工艺与工程设计、生产组织、管理与服务等方面的

能力，能够在生物制药及其相关领域的生产企业、科研

院所和管理部门等单位从事产品开发、工程工艺设计、

生产技术与质量管理和科技服务工作，具有国际视野的

高素质应用型生物制药专门人才 [5]。

制药工业是国家的支柱行业之一，我国医药行业迅

速发展，逐渐从生产仿制药向生产创新药物转变，这导

致对生物制药专业人オ的需求增加，对人才的素质要求

也不断提高。生物制药是生物学、化学、药学和工程学

交又融合的新兴学科，培养从事药品生产、研发以及应

用研究和经营管理的专业技术人オ。目前国内已有超过

250 所高校设立了生物制药专业，虽然各院校对人才培养

的标准和侧重点不同，但如何培养出适应行业发展需求

的创新性人才是高校必须不断探索的主题。

本专业学生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社会

责任感强，秉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人文素养、

审美能力、团结协作精神、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

质、社会适应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一定的

国际交流能力；具有一定的自主学习能力以及较强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注重激发创新精神、培养创新

能力，可通过以下几方面着力引导：⑴培养敏锐的洞察

力：观念上应有否定意识，能从平凡的事例中找到裂痕，

找出实际存在的和理想模式间的差距，敏锐的洞察力通

常能从别人未注意到的枝节中发现有用的信息，并巧妙

利用这些信息推动事业的发展；⑵激活强烈的求知欲：

具有创新意识的人同时具有高度的勤奋求知精神，通过

不断学习新知识，以适应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变化，

有广阔的视野，学而创、创而学，这是创新的根本途径；

⑶引导灵活的变通性：要对约定俗成的内容进行思考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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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不断加深理解，力图重新发现或使其有所发展，

培养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良好心态；⑷鼓励勇敢的试错

精神：积极推动学生在工作生活中一旦有了新思路就大

胆尝试的试错活力；⑸夯实朴素的践行精神：引导学生

深刻体会实践层面的探索才是创新的落脚点，加深理解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6]。

四、生物制药专业应用型人才创新培养途径

1. 转变观念，培养学生创造能力

在教学过程中，教育工作者应该转变传统理论主

导的教学观念，加强实践活动与指导，除了实践教学之

外，组织学生参加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举办生物

制药专业的相关竞赛及实验技能等创新活动和竞赛，也

是培养学生运用知识和实践创新能力、提高团队协作意

识的重要途径。高水平城市大学应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

标结合学校各学科发展，积极组织校级的制药创新实践

活动、素质拓展与科技创新项目、制药企业技术管理、

大学生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等活动，促进学校各专业之

间的交叉渗透、互融共通。积极组织学生参加科技创新

大赛、数学建模大赛、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等活

动，使学生得到系统的科研训练，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

和专业能力 [7]。

2.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强化理论与实践

教学相长

为了实现应用型人才的培养目标，秉持教学相长的

理念，高水平城市大学在生物专业应用人才培养模式的

创新中，应该探索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例如，适当增加

生物制药专业“双师型”教师比例。“双师型”教师是指

同时具备高校教师资格证和行业企业认可的资质证书或

具有行业企业相关从业经历的大学教师。“双师型”教

师，不仅可以在课堂上讲授理论知识，还可以在教学过

程中传授实操经验，会让学生对专业知识有更生动的理

解，并带给学生更多的启发，有利于理论与实践的有机

结合。

3. 构建“三主体、三实境、三通路”人才培养新模态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培养生物制药专业应用型人才

应该开发构建构建“三主体、三实境、三通路”人才培

养新模态，“三主体”是由“教师、学生、行业导师”三

方形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教学团体，教师的主要任务是引

导学生搭建完整的理论知识体系，让学生具备一定理论

和实践的基础，在学生的学习上发挥重要的作用；而学

生是学习的主体，也是学校和老师重点的培养对象，学

生是新模式中的核心，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

学生应该努力学习并掌握扎实的理论知识和基础的实践

能力；企业或行业专家则扮演了技能导师的角色，着力

提升学生的实操水平，夯实技能训练环节，在实践缓解

给学生带来经验让学生全面立体发展，避免了曾经传统

学习模式的只有理论知识没有技能专业的困境；通过一

主（学生）两辅（教师、行业导师）的有机结合，打造

理论与实践齐头并进的新模态。

“三实境”是指课堂、实验室、实习实训基地循环

运作的教学模式，课堂是学生学习理论知识的主阵地，

在这里搭建并完善系统的知识体系，也是学校学生学习

的主阵地；实验室则是学生实践能力初体验的场所，教

学实验室可为学生提供锻炼基础实验技能的平台，开放

实验室则可满足学生对科研探索的需求，提升学生专业

技术水平和科研素养，让学生有最基础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能力，为之后的实习做铺垫；学校通过与企业共建的

实习实训基地的方式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企业则承

担了学生的“认知实习”和“专业实习”任务，在真

实的企业工作实境中，学生将接受行业导师的技能培

训，沉浸式体验学以致用的同时，全方位提升实践能

力并加强责任意识，这样的方式不仅让学生充分的学

习理论知识，在实践方面学生也有充分的机会接触真

是的工作环境。

“三通路”首先是指保障师生间的教学通路畅通无

阻，这是人才培养的基础保障，只有教师、学生、企业

之间没有障碍和隔阂才能让学习、实践落实到位，通过

此环节构建基础的知识与实践能力体系；其次是指教师

可前往企业学习生产经验的同时协助企业解决实际问题

并共同参与研发的通路，在遇到问题的时候教师可以作

为顾问为企业和学生解决相关的问题，这有助于“双师

型”教师队伍的培养，并加深校企合作；最重要的是企

业对学生实践能力的全方位提升，以及学生通过在企业

中的生产锻炼对自己、对行业有更明确的认识，提高个

人能力的同时增加专业忠诚度，或可为企业带来持续性

效益 [7]。通过以上三个通路落实产、教、学、研贯通模

式在应用型生物制药专业人才培养新模态的应用，有效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并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

四、结论

生物制药专业人才的培养模式必须不断更新和改革。

优秀的师资队伍和科学合理的培养方案可以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提高专业素质、实践技能和学生的综

合素质，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应用型人才，适应社会进步

和产业发展，在当今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下，高水平城



27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search, 教育教学研究(8)2021,3
ISSN: 2705-1277(Online); 2737-4130(Print)

市大学必须不断地优化教学模式，为生物制药行业培养

优秀的兼具理论与实践能力的学生，这对于学校、教学

模式、教育工作者和学生本身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高

水平城市大学视域下，本文研究了构建““三主体、三实

境、三通路”人才培养新模态，这种模式下在学生学习

理论知识的同时也可以充实实践基础，落实素质教育，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才是当今时代背景下的大学生应该具

备的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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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代的到来促进了教育信息化的迅速发展，1 教

师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资源和相应的工具的教学中，

更注重了对学生学习能力的训练，也迎合了学生在终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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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方面的需要。传统的大学英语课堂中主要还是以教

师为主体，教师尽管也运用了一些现代化的信息技术资

源开展了相应的课程，可是对学生的总体教学效果却并

不十分理想。而大学英语作为一个必备的基础课程，学

生关注中更多的是在期末学生的学习成绩能否达标，特

别是对于部分非英语专业的学生来说，在课堂中常常没

有积极性，在课堂上的参与程度也比较低，学生最后的

学习结果往往与老师所倾注的精神也不成正比。这样的

教学模式，不仅不能够实现提高学生英语综合素质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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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效促进相关教育工作成果的提高。建立在OBE理念之上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在设计的核心上主要是以学生

的学习结果为主要导向，并开展反向教学设计，确保学生在实际课堂中每一个教学活动的环节都可以合理地连接到

一起，并使用了动态化的教学评估系统，促使大学英语的教学质量得到显著的提升。文章从在OBE理念下的大学英

语翻转课堂研究出发，概述了OBE理念以及翻转课堂的主要概念，并指出了以下几点在OBE理念下，大学英语翻转

课堂的主要教学方式，希望能够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提供更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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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目标，而且背离了现代教育信息化水平与对学生终身

学习能力的发展要求，而翻转教学这一教学模式就为这

样的难题提出了很好的破解办法。将翻转教学这一教学

模式与常规的课堂方法相比较，在学生的成绩表现、学

习兴趣和英语的综合运用能力及学生的综合素养上都有

显著的提升。基于此，本研究将通过深入分析 OBE 的教

育理念，并结合翻转课堂的基本概念加以分析，并阐述

了在 OBE 理念下，大学英语翻转课堂教学的实际应用全

过程。

一、OBE理念与翻转课堂的含义

（一）OBE 理念

OBE（Outcome Based Education）教育理念，主要是

以学校教学的整体效果为主导的一个比较先进的教育教

学理念，它对有效提高学校教学的实效性和学生整体的

学习效果，具有较好的现实意义 [1]。OBE 理念在具体的

课程设计以及教育过程执行等方面的首要使命，促使学

生通过运用自身对课程目标的认知与掌握，从而获得更

加良好的学习效果。这其中所讲的良好学习效果，不仅

包括了学习者对各课堂知识点的掌握和在课堂中各方面

表现，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学生可以通过把理论知识与学

习者甚至是实际生活有机的融合在一起，在更加深刻的

掌握相应知识点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对于理论知识的

实践运用水平。

传统教学模式是按照课程任务，对学生实施系统的

教育、引导，最后以同一种标准来评价学生对课程任务

的掌握情况。而 OBE 理念则是要求老师针对学生的特征

为学生制定个性化的教学方法，并针对学生自身的学习

方法、学习能力来做出差异化的考察 [2]。

（二）翻转课堂

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以及多媒体教学设备的广

泛应用，翻转课堂变成了一个切实可行的方式。翻转课

堂是指打破传统教学模式，调动学生课堂内外学习内容

的一种全新教学管理模式，其目的是通过科学安排课堂

时间与调整教学内容，以提升课堂的有效性。

翻转授课和传统教学的重要差异点在于，传统教学

一般是以老师为主体的，是信息单向传递的，教学主要

体现为老师说、学生听 [3]。而翻转课堂则需要学生在课

中对课堂教学内容加以独立掌握，教学形式一般分为查

阅网络资源、参与论坛研讨、参与讲座等，而课堂教学

模式则是以学生为主体，由老师在教学中直接和学生进

行交流，根据学员在上课练习中所遇到的提问予以回答

解惑，并指导他们对所学内容加以简单实验，以便于有

效使用教学时间，从而取得了良好的教学效果。老师在

学生的学习过程中起着辅助角色，学生也能够针对自身

的实际状况开展具体教学，这也有助于学生学习效果的

提升。翻转课堂是一个灵活多样的教学方式，学生能够

随时通过观看教学录像来完成学习与复习，这种方式对

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与学习自主性具有重要帮助。

翻转课堂在形式上主要是利用视频的方式进行教学，

其主要的关键有两点：一是教学所用的视频要尽量精简
[4]。教师在课堂教学中所用的视频在设计上要简单且明

了，要有较好的针对性，教学的内容要明确且契合主题，

以此来充分激发学生对于学习的兴趣，也让学生在学习

起来更加的方便。如果教师所制作的视频在内容上较为

复杂，学生会因此而逐渐地失去学习的兴趣，也无法较

好地集中自己的注意力。除此之外，教师也要根据不同

学生的特点来确定视频的时长，将学生的注意力控制在

最佳的时间之内。二是，要有意识地调整学生的学习流

程，将传统的教学流程改变，将教师的传授过程放在课

程之前，将学生对于知识的巩固和复习放在课堂之上，

以保证教师能够对学生进行更加有针对性的指导，在提

升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理解程度的基础上，强化学生对于

所学知识的吸收。

（三）0BE 理念与翻转课堂的共同点

OBE 理念与翻转课堂都是全新的以学生为主体的教

学方法，都需要教师针对学生的需要和掌握能力来灵活

调节课堂教学内容，透过引导学生进行自主的学习，提

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专注于学生综合应用能力的

提升。其考核方法与模式均与传统的教学方式截然不同，

对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训练学生的学习能力都有着重

大的实际意义 [5]。

二、OBE理念下的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的教学应用

（一）OBE 理念在翻转课堂课前设计中的应用

老师必须对课程的目标和重要内涵进行把握，精心

地设计课程，研发出合理的问题导学模块 [6]。在上课之

前，老师们必须需先把英语知识点和学生文化背景等内

容进行梳理，然后通过 PPT 和课堂录像等多种多样的教

学手段，使学生们能够从自主学习平台上得到相关的资

料，用多媒体辅助教学的方式将相应的资料上传，从而

使学生们的移动教学端起到了理想的作用。以问题导学

探究为切入点，充分调动起了学生们的自由探究兴致，

并通过合作研究的模式，引导学生们主动地开展探讨，

持续地提高他们的交流能力和创新性。以《全新版大学

英语第二版》的第一单元为例：其主要探讨了有关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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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乐趣。其中主要包含了和学生日常生活关联较大的单

词，教师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教学内容，引导学生认清学

习的本质是什么。在学习本单元知识点的时候，老师们

可以以教研室为教学单位，引导学生们积极探究，以实

现因材施教成果的显著 [7]。在上课之前，老师利用多媒

体辅助教学设备的发布功能，将教学视频和 PPT 资料进

行发布，并让学生明白学习并不仅仅在书本之上，也在

于日常的学习中和实践过程中，甚至在于旅途中、在和

朋友的交流中。在讨论的过程中，教师也可以让学生以

小组的形式来进行交流，并相互分享日常生活的哪些部

分，你学习到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从而你认识到了学

习的本质是什么。经过细致的解析问题，学生们的思路

得到启迪，在解题的过程中，学生们能够主动地查阅材

料，并且还能共同的讨论问题，这对学生主动探索能力

和协作能力的养成，影响很大。

（二）OBE 理念在翻转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课堂是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密切关联的主要场所，

同时也是学生和教师之间沟通知识的地方，在经过学生

和教师之间的思维的交流和知识的解读之后，会使得课

堂的教学效果事半功倍 [8]。在 OBE 理念之下的翻转课堂

教学中，重点就是要教师将有关知识合理地渗透到实际

的教学内容中，学生们也可以在教师的引导和指导之下，

主动的进行自主学习和实践，这同时也是大学英语在语

言实践的过程。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线上和线下有机结

合的方式被融入到实践教学中，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被充

分地调动了起来，各个感官和理性的思考方式都被充分

地调动起来，并自主地将理论知识和实践内容结合在一

起，促使学生的综合能力能够显著地提升。

例如，还是以《全新版大学英语第二版》的第 1 单

元为例，教师可以向学生提问“Do you think learning is an 

innate trait of human beings”，并针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的

小组讨论。教师在这样的过程中要对学生进行科学且合

理的指导，帮助学生明确作者想要表达的思想，并在翻

转课堂之下进行测试，以检查学生们的最终学习效果。

教师也可以利用适合学生的方法让学生们掌握文章中的

核心单词，使用学习小组的方式在小组之间开展比赛，

通过分析文章中长句子和难句子并结合作者文章的视角，

在全班范围之内讨论学习的本质是什么。

（三）OBE 理念在翻转课堂教学评估中的应用

1. 线上与线下结合

在翻转课堂的实际教学中，教师不论使用现场签到

的方式或者是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展示的方式，在考勤上

都是可以进行线上和线下有机融合的方式 [9]。在线上的

方式中，翻转课堂可以将学生在课堂上的表现较好的记

录下来，并将这些表现整理成为数据信息；在翻转课堂

之下，教师还可使用移动教学终端的方式，随时的观察

到学生的实际学习情况。学生在进行自主学习过程中和

教师进行的沟通也是教师检查学生学习情况的关键因素，

教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与互动，都可以被翻转课堂有效

的记录下来，以此方便教师对学生进行点评，也方便学

生进行自评和共享。在翻转课堂中，除了可以使用传统

的纸质的方式以外，教师还可以利用互联网进行批改，

保证学生的实际学习效果能够得到最大程度的强化。而

经过从网上自由学习到课堂中的集体讨论的流程，再到

实际运用与课后巩固的循环，老师们均能合理地利用线

上与线下的各种教学资源，在很大的程度上保证了学生

们的学业发展得以有效地被跟踪。

2. 评估来源多维

虽然老师属于课堂评价的主导，但整个过程也同样

需要学生们的积极参与。而为了使教师评价过程更为的

合理与公正，学生们并不能简单地视为评判客体，教师

还需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合理地吸引学生们积极参

与到教学实践中 [10]。因此除去教师的系统评价以外，还

需要倡导教师评价与学生相互评价。这种评价方式更适

应教学多维需要，更便于老师和学生在评价阶段对问题

的共同认识，从而促进了教师和学生之间信息交互的相

互促进与互相帮助，从而达到了对教师教学结果的合理

优化。小组学习中，除去了老师的点评以外，很多的学

生也可加入其中，并采用互评的方法，推荐出最佳的成

员和组织，从而充分地调整了学生们的学习趣味，并使

得同伴们榜样引导效果更为明显。评价阶段也是属于一

个学生语言的实际应用和批判性思考能力逐渐得到提高

的过程。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现代教育科学和技术的迅速发展，

信息技术已成为高校教育中的主要辅助方式。OBE理念和

翻转课堂教学都是对传统课堂方法的改进与创新，能有效

促进大学英语课堂的顺利开展，并提升课堂教学效果。教

师也需要在大学英语课堂中进行合理的使用，以充分发挥

其优点，从而提高大学英语课堂的整体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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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理解与认同是大学生英语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精准掌控文化武器，深度发掘英语背后的文化内

涵，才能使高校学生获得本质上的学科素养提升。要正

确利用多元文化、促进英语学科与多元文化的融合，需

学生树立正确文化观念，对多元文化持包容、理解态

度，产生正确认知。在认知的基础上形成正确教学目

标，深度理解多元文化内容，把控多元文化结构，以

此丰富高校英语教学，实现英语学科与多元文化的深

度融合。1

一、多元文化在高校英语教学的存在价值

（一）提升学生英语核心素养

大学生英语核心素养包括语言建构、思维品质、学

作者简介：卢晓方（1983-），女，河南安阳人，硕士，

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教学，跨文化交际。

习能力与文化意识四个维度。其中，文化意识的培养旨

在为学生开阔文化视野，普及多国家文化内涵，感受英

语语言在多元文化中的存在价值，鼓励学生在文化学习

过程中比较中西方文化异同，汲取多元文化精华、尊重

文化差异，以包容、开放的态度面向世界文化，培养中

华文化传承精神。可见，学生文化意识培养与多元文化

内容息息相关。在高校英语教学中普及多元文化，有助

于学生个体英语核心素养的提升。

（二）丰富英语课堂教学内容

高校学生学习能力较强，仅靠校本材料教学难以满

足学生日益增长的学习需求。教师需向外突围，发掘优

质教育资源，丰盈课堂内容，使学生学之有益、言之有

物，获得充实学习体验。拓展类知识需以校本教学材料

息息相关，具备连带性与差异性。多元文化渗透正是较

好的教学突破口。多元文化的融合基于英语语言交流工

信息时代文化交融对高校英语教学的影响

卢晓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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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辅相成的。基于以上教学背景，本文以信息技术为辅助教学工具、以《新视野大学英语读写教程1》为基础教学案

例，从价值、问题、策略三个维度出发，集中探究信息技术、多元文化在高校英语教学中扮演的角色与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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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的作用之上，教师能从多元文化中轻易找到与教材内

容相关联的教育蓝本。且文化内容多以故事形式呈现，

内容脱离学生实际生活，丰富有趣。有了多元文化的融

入，高校英语课程建设得以进一步优化。

（三）激发学生英语学科情感

良好的学习效率基于一定的学习兴趣之上，而兴趣

培养基于一定认知之上。在高校英语教学中为学生普及

多元文化知识，使学生长期受多元英语文化的浸染，能

有效培养学生文化方面的爱好，促使学生爱屋及乌，对

英语学科乃至语言类学科产生浓厚兴趣。在积极学习心

理的驱使下，学生能在学科求索之路上行得更远。

二、大学英语多元文化教学现状

（一）教学缺乏整体文化意识，文化教育碎片化

英语作为一种沟通类语言工具，本身即为多元文化

的作品与载体。这一特性使英语能轻松与多元英语文化

构建关联，可以说，英语穿插于多元英语文化的各个细

节中，是一种整体性文化。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部分

教师对文化的渗透呈碎片化形式存在，文化输出内容仅

仅围绕教学内容展开，前后教学不具关联性。学生接收

的多元文化信息成碎片化，浅薄而零散，难以从中发掘

多元文化共性或就一角度展开深度探究。长此以往，学

生对多元英语文化的认知始终停留在浅层，文化意识始

终难以构建。

（二）英语文化教学形式单一，缺乏教学趣味性

受传统教学观念影响，部分教师在进行教学设计

时，依旧沿用“PPT+ 讲解”模式，以自身意志为主导

展开课堂教学。此类教学模式单向灌输，缺乏互动性与

探究性。学生长期处于被动地位，且受传统学习观念的

影响，主观学习意识不强，课堂互动僵化，缺乏情志投

入。低迷的课堂氛围将影响学生学习的最终效果。此类

多元文化融合与课堂教学难以具备文化代表性。单一

陈旧的文化输出将影响学生文化认知，为学生传递错

误引导 [1]。

（三）教师英语文化素养不足，文化内容片面化

教师文化素养不足，跟不上时代文化发展将对高校

英语文化渗透产生阻碍作用。部分教师经过长期教学锤

炼，对文化融合与课堂渗透已形成标准化教学设计路径。

但忽略了文化发展问题。文化是人类创造的，随着人类

活动不断变化、发展。教师未能以发展的眼光看待问题，

受教学环境的禁锢，难以发现自身文化认知与当代英语

文化的脱节，造成文化内容片面化问题，影响学生文化

认知的构建 [2]。

三、利用信息技术优化高校英语多元文化教学的有

效策略

（一）调动网络教学资源，普及多元文化内容

文化的融合与普及有赖于现代信息技术的加持。网

络信息具备便捷性与全面性，教师能通过关键词检索与

软件应用轻松查阅所需资源，极大地丰富了教师的教学

设计灵感。在教学设计环节，教师可以从校本教材中汲

取灵感，寻找教材人文主题的切入点，拟定文化传播主

题，围绕二者的关联性展开网络检索，使多元英语文化

既丰富学生视域，实现文化传播价值，又贴合教学内

容，促进课堂教学目标的深度落实，达到丰富的教学

效果 [3]。

以《Life and logic》一课为例。本单元教学内容围绕

“生活逻辑”这一人文主题展开。需学生通过课文阅读

与话题分享理解爱与逻辑的相关含义，促使学生与同学

分享生活经历，分享某一刻的骄傲心情，感受生活与爱

的真谛。教师想通过人文教学主题有所生发，为学生普

及同类主题的多元英语文化内容，因此在课前准备环节

调动网络教学资源，寻找以“爱与生活”为主题的适度

难度阅读文本《Love、Rose and peace》，文章以诗意的描

述向学生展现了西方贵族小姐的一段人生体验，借助故

事情节为学生展现部分中世纪西方贵族生活观念与礼节。

教师为创设相关情境，找到中世纪油画艺术作品图片，

在课堂上与学生分享。学生能借古通今，从一段故事或

一幅画中总结特定时期与生存环境下人对生活与爱的认

知和态度，并将自身生活情境、现代西方民族生活态度

与之进行对比，感受多元文化的差异。

（二）选择信息教学工具，拟定融合教学目标

信息化教学工具的选择对课堂教学效果的最终呈现

来说至关重要。教师在选择信息化教学工具时，应遵循

实用性、功能性、趣味性三个原则。使教学工具最贴合

文化表达方式、信息技术应用符合教学目标，不喧宾夺

主。信息技术具备声画结合的特质，能有效调动学生视

觉、听觉感官，使多元文化渗透得以具象化、画面化、

清晰化。教师在选择教学工具时，应围绕融合性教学目

标展开选拔，使信息化教学工具始终为课堂教学服务，

贴合教育主线，达到相得益彰的教育效果 [4]。

在《Being entrepreneurial》教学过程中，本单元教

学主题围绕“创业精神”展开。需学生对“企业家精神

内涵”产生深度了解，通过猜谜活动和解答题探究，学

生能自主对课文展开细致探究。对重点词汇“computing、

magnate、philanthropist、consecutive”深度掌握。教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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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准备环节，汲取单元关键词“创业精神”，结合当代

西方知名创业者背景，找到 Bill Gates 的相关经历，将融

合性教学目标拟定为：“由一位创业成功者经历感知创业

精神内涵”教师提前检索资料并整理成课件，在课件中

以访谈视频、比尔盖茨名言语录、长篇阅读文本介绍生

平经历、微课视频观看家庭住处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这

位经济巨头的发家史，促使学生在深度了解创业文化信

息的同时，从西方创业成功者身上汲取规律性经验，总

结珍贵品质。通过微课视频、图片、影视记录、文字解

说等信息化教学辅助工具，学生对比尔盖茨的创业文化

产生全方位认知，见微知著了解西方创业文化，探究成

功者的共性。

（三）分享优质影视作品，培养文化认同理念

随着信息的广泛流通与传播，影视艺术作品已走入

千家万户，教师能通过互联网轻松调取西方影视作品资

源为学生分享、播放。经典影视作品是多元文化的优质

载体，学生能从影视作品中窥见特定时期的英语文化内

涵。教师可以结合教学主题为学生推荐或播放优质西方

影视作品，一方面锻炼学生的听译转化能力，培养地道

美式发音标准，另一方面能通过多元化文化内容为学生

塑造文化认同观念，促使学生对文化差异产生理解、包

容的态度，形成良好的文化素养 [5]。

在《Discovery of a new life stage》教学过程中，本课

人文主题为：“全新生命阶段”本课教学内容主要围绕人

在不同生命阶段的思考方式、不同年龄阶段之间的观念

差异展开探究，旨在树立成长观念，以包容、理解和尊

重心态与他人相处，建立坚定的生活信念。需学生掌握

“settling、generation、Odyssey、compared”等重点词汇。

教师为学生推荐电影《8 Mile》、《Mona Lisa's Smile》两部

讲述女性心理成长的电影。通过迥异的人生经历和故事

情节向学生凸显心灵思想的转折过程。学生能从现实生

活与电影背景中感受中美女性观念文化之异同，感受文

化的差异之美。教师可以趁机向学生渗透“和而不同”

的包容思想，培养学生的文化认同感与包容力。

（四）开展信息教学活动，培养学科文化爱好

多元化教学活动是引导学生积极参与课堂教学、调

动主观学习意识、促使学生深度理解文化内涵的有效方

式。课堂活动能使学生化被动为主动，占据课堂主体地

位，打开教学格局。教师可以通过信息技术与活动相融

合的方式引导学生自主探究多元英语文化，创造文化类

作品，以此培养英语文化爱好，提升自主学习能力，促

进文化理解与学习途径的广度 [6]。

以《Beat your fear》为例。本单元教学直指“战胜恐

惧”，讲述了恐水症、等各类恐惧症给人带来的感受，对

恐惧的含义、感受、分类以及专业数据产生直观阐释，

并给出一些克服恐惧的方法，教师需引导学生重点记忆

“do it away”“Educate yourself”“visualization”等词汇短

语，使学生能自由构建英语话题，展开口语交流。在本

课教学中，教师想通过设计活动的方式深化学生对西方

恐惧文化的认知，将学生分成学习小组，抓阄选择探究

主题，请学生展开项目式教学，以小组为单位，围绕一

个出发点深度解读西方恐惧文化。教师设计项目主题为：

“西方经典鬼怪传说”学生根据抓阄选定西班牙、美国、

英国、法国等不同国家的鬼怪传说，展开项目学习。利

用课余时间上网搜集相关资料，转换成英文格式，利用

PPT 展示项目学习成果。由于各国之间的文化内涵不同，

其恐惧的物象也存在较大差异。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使

文化课题极具趣味性。在信息技术的辅助作用下，课堂

活动取得圆满效果。

（五）搭建网络学习平台，完善文化教学体系

搭建网络学习平台是完善高校英语文化教学体系的

有效方式。教师可以通过公众号、学校官网、班级群组

等信息化交流方式保留、传输已学课件，保留信息化教

学载体痕迹，便于学生随时复习回顾，发挥信息教学载

体的循环利用价值。教师可以向学生分享高质量英语学

习平台，积极开发平台多样化功能，定期在平台上传自

学文化材料，为学生养成利用信息技术学习多元文化之

习惯，打通学习渠道，培养文化兴趣。使学生日积月累，

逐渐构建个性化多元文化学习体系 [7]。

以《The ladder to success?》为例。本单元人文主题

为“成功的阶梯”。以学科、专业选择和教育内涵为基

础探讨内容。需学生重点掌握“philosophy、psycholopy、

history”等学科名称类词汇，便于情境交流需要。课文

对“人文类学科作用、是否是学习的必要”展开探究。

需学生阅读文本细节，解读课文主题的深层次含义。教

师为学生推荐“中国大学 MOOC”学习平台，并在平台

上找到有关《The ladder to success?》的文献材料，分享

给学生。学生通过慕课平台查阅关联类文化知识，从学

习平台中获得学习兴趣与文化启发，逐渐养成利用软件

展开自学的良好学习习惯。搭建网络学习平台，对学生

自主学习多元文化、提升英语核心素养产生积极意义。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利用网络教学资源、信息化教学辅助工

具、高品质外国影视作品、信息化教学活动和网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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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等信息技术教学工具，促成多元英语文化与高校英

语课堂教学内容的深度融合。教师需从文化输出内容、

教学目标、文化理念、爱好等方面着手，综合培养学生

对多元文化的感知力与理解度，使学生自成体系，在积

极学习心理的帮助下形成良性自学循环，做多元英语文

化课程的受益者与传播者，由表及里，培养本国文化传

承意识，全面推进我国教育与文化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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