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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PS 混合教学模式在课堂思政教学范式的实践研究
朱美宁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陕西 西安 710038）

摘要：本文章分析我国课程思政的背景及现状，提出 BOPPPS 混合教学模式和教学范式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针对具体的课堂

思政教学过程进行设计，以“思政和教学”双目标驱动为核心，以“BOPPPS 教学模式”为主导，多种现代化的教学方法为辅助，“知识

点的讲授”为基础展开课堂教学活动，建立“多元教学评价”体系，并应用到整个教学过程的“引入--目标--前测--交互--后测--

小结”环节，从而达到“知识传授 -- 知识内化 -- 核心素养”的转化过程，实现课程思政的育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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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后，习总书记关注青年大学生理想信念教育问题，

多次提出重要论述并给出明确要求。此后，“课程思政”理念进

入缓慢的发展，学界对其的理解基本是增设一系列课程进行思想

政治教育。2021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

上，习总书记做重要讲话（以下简称“七一”重要讲话），“以

史为鉴、开创未来”，继承和发扬我国高校多年来思政教育所累

积的理论精华和实践成果。在此背景下，围绕“何为课程思政”，

学者展开了热烈讨论。通过讨论大家认为“课程 + 思政”的简单

组合不是课程思政，课程思政是一种课程观的革命。所以，我们

只有把握正确的课程思政观的内核，融入到课程中去，真实的落地，

才能使课程思政教学改革真正的落到实处。

一、研究现状分析

通过 Citespace 软件，在中国知网以“课程思政”和“教学”

为主题词，对 2017-2022 年我国课程思政的相关文章进行分析、

整理之后研究发现（如图 1）：目前，关于课程思政的研究为“课

程思政为基础，以思政目标、教学改革、专业课程为三大分支”

形成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支撑起了课程思政教学的体系结构：

图 1 中国知网关于“课程思政”的知识谱系

目前，学者对“课程思政”的研究主要有：

1. 对课程思政内涵的解读。课程思政的内涵和意蕴研究。何

红娟认为要把如何转变传统思政教育观念文化问题为课程思政突

破口，对课程思政内容的研究更加丰富和方法更加多样化，认为“课

程思政”在高校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陆

道坤在研究中讲学生不仅在课堂中学到知识技能，还要引导学生

学会做人做事，使课堂教学过程成为学习知识 -- 锤炼心志 -- 养

成品性的过程。韩宪洲提出以课程思政推动立德树人的实践创新。

2. 构建课程思政教育体系方面的研究。高德毅和宗爱东认为

思想政治理论课、综合素养课程、专业课程相结合，构建高校思

政课程体系三位一体化。虞丽娟认为课程思政的整体教学设计应

围绕“知识传授 -- 价值引领”的课程目标相结合，构建“隐性教

育”“显性教育”相结合的课程内容体系。韩宪洲认为“课程思政”

促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流大学。

3. 关于探索课程思政教育实践。高职院校和应用型高校探究

“课程思政”方面的问题；关于研究改革课程思政教学案例方面

的研究；课程思政在实施过程中实践教学和相关教材开发的研究。

通过研究发现，课程思政的研究大多数学者都关注课程思政

的融入问题，对课程思想教学后的效果评价研究的研究欠缺。所以，

本文以商务礼仪课程为例，进行课堂思政的实证研究。

二、BOPPPS 教学模式及教学范式的研究基础

1.1976 年，温哥华大学学者道格拉斯·克尔（Douglas Kerr）

在教师技能体系培训理论的基础上，开发出一套科学完整的教学

框架。以教学目标达成为核心，构建了导入（Bridge-in）、教学

目标（Learning Objective）、前测（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

（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和总结（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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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确保课堂成功的六大要素。简单的来讲，BOPPPS 教学给教师的

教学活动指出了新的思路。教师根据课堂教学目的，根据学情有

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利用 BOPPPS 的课堂成功六大因素展开，

让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更加的可控，并且评价起来更可行。这样

的针对性教学，让老师能很快地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教

学盲点，让课堂教学变的更好的把控，同时更加的有效。

2.BOPPPS 教学范式的研究

大学教学范式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它是一种理论，我们要在

教学过程中，根据 BOPPPS 教学的六大要素进行整个教学环节的

设计，让我们的教学范式变成一种教学活动实践的范式，能够让

课堂教学的研究和实践有机结合，可以被参考和引用，成为一种

可控性的教学模式被大家应用到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去。

3. 构建三阶的课堂教学范式

（1）一阶创新课堂教学新范式：利用现在的教学手段，围绕

课堂教学内容，让学生提前预习模式，通过信息时代的互联网资

源对课堂教学的内容进行了解，然后小组解读内容及相关的政策，

小组进行分享，从而增强学生的理论性和实践动手能力，从而对

所学的内容有一个初步的掌握，为第二阶的学习打好基础。

（2）二阶课堂教学模式：从思想价值性开始，以问题导向为

基础，教学内容进行专题话的设计。通过价值引领，让学生带着

问题进行知识的学习，带动学生去思考现实问题的解决方式，从

而能够对问题理解得更加透彻。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我们可以

这样实施：首先，在上一节课结束的时候给出一个问题作为课后

的作业让学生先去思考。然后，在本节上课的时候给出一个有针

对性的专题跟学生进行探讨、解答，让学生进行深入的思考，从

而达到知识掌握的目的。周而复始，让整个教学设计变成一个一

个课堂的周而复始循环，让学生的知识储备和技能达到一种进阶

式的成长。

（3）三阶课堂教学评测体系的构建：通过调查问卷、数学模

型构建、模糊综合评价的方法，对课堂的教学效果进行测评，找

出影响因素并进行分析。

三、BOPPPS 教学模式在商务礼仪课程思政中具体章节的设

计与运用

课堂教学设计的重点在学生“学到了什么”；让学生自己评

估自己掌握知识的程度；在课堂上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独立

思考、创造性思维。主要引导和支持学生学习的手段为鼓励学生

自主探究，让其敢于试错、愿意尝试。在“学中做”“做中学”、

实现“学做合一”。比如对于《西餐礼仪之餐具礼仪》这一知识点，

就采用的是上述的方法引导和支持学生学习：

（一）课前（知识引导）

准备学习阶段，利用网络、QQ 和微信，采用翻转课堂的形式，

教师提前发布与课程内容相关的视频资料，让学生通过手机进行

预习，“互联网 + 课程思政”使教学内容变得生动、形象、有趣，

加深学生对知识的理解。

（二）上课 ing（课堂内化）

课堂教学进行设计，“教师引导”+“学生分享”相结合，理

论和实践融入到整个教学的环节中去，课堂教学一般遵循课堂教

学模式 BOPPPS，导人 -- 目标展示（教师会特别强调所要达成的

思政目标）-- 相关知识讲解 -- 实践演练等步骤。

对学生课前学习情况通过讨论的方式进行考察之后，开启本

节课的学习内容：

①视频导入。通过视频导入，让学生对本节课知识点的内容、

学习的重要型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提升学生学习的兴趣。

②基本知识的讲解。教师对西餐礼仪之餐具礼仪中的餐具摆

放礼仪、红酒礼仪、座次礼仪等内容进行讲授，让学生对本节课

的知识节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③学生参与式教学。坚持教学目标为导向，学生为主角，展

开互动式课堂，让学生参与到课堂的学习中来，在“学中做”“做

中学”的过程中，完成本次知识点的内化，提升自己的“文化素养”

和“职业能力”的培养，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

④基于“OBE”任务驱动的仿真模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本节知识点的内化，让学生自创剧本、自创情景完成对本节知识

点的演练，同时其他同学作为评委相互打分，提出不足和改进方式，

从而增强同学之前的团队协作力，培养知礼懂礼和无障碍沟通的

能力，适应现代社会及职业的需要。

⑤总结。对本节课的知识点、难点进行回顾，点评学生仿真

模拟的效果，鼓励式教学，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学习的兴趣，

增强课堂教学的效果。

（三）课后延伸

学生将小组仿真模拟的视频上传抖音、快手、微博等网络平台，

通过大众的点评，让学生对自己的学习效果清晰的了解，知道自

己不会不足的地方在哪里，通过学习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职业能力。

教师通过整个课堂教学环节的把控，以思政元素和知识传授

为双主线，嵌入到教学的各个环节，做到“润物细无声”的思政

育人目标。

四、总结

本文研究的关键在于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切实将职业需求落

实到课堂教学过程中，主张在“学中做”“做中学”。在课堂教

学实践操作过程中，把“学生学习的主人翁地位”放到第一位，

落实到实际，鼓励其自主探究，勇于尝试，不怕犯错。课程思政

的教学改革及优化评价体系，对于经管类的大多数课程而言，都

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在教学过程中要切实打破教师传统的教学方

法的“满堂灌”，以学生为中心，探究、思考教学方法的创新，

让学生真正融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增强教学的体验性和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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