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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PADD 教学理念下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模式探究 

张雪梅 
（咸阳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陕西咸阳  712000） 

摘  要：文章分析了当前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挑战，包括教材难度、教师主导的课堂、学生参与度有限及评价方式单一等问

题。提出了采用 PADD 教学理念的预热策略和具体教学设计，强调了“隔堂对分”的方法和“亮考帮”作业在提高学习效率和参

与度方面的重要性。最后，文章反思了教学实践，认为 PADD 理念能够提升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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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ADD 教学理念概述 

PADD 教学理念是复旦大学心理学教授张学新基于课堂教

学实践和心理学理论研究提出的一个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它是

精讲留白（Presentation）、独学内化（Assimilation）、小组讨

论（Discussion）和对话答疑（Dialogue）的英文简称。PADD 教

学有着传统教学方式不可比拟的优点，它整合了讲授与讨论，

传统的教学模式中，讲授法和讨论法往往是分离的,对分课堂模

式通过整合这两种方法，使得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既能获得知

识的传授，又能通过讨论加深理解和应用；激发了学生的问题

意识、促进了学生的深度学习。 

二、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的现状  

1 授课内容多而难 

目前日语专业各大院校使用的教材主要是由张韶涵主编的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的《中日跨文化交际实用教程》以及王俊红

主编的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新世纪日语专业本科生系列：

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训》等教材，这些教材基本都是用日语编

写，授课内容有十几章，而且每章内容少则三五页多则二三十

页，虽说大三学生已经是有一定的语言基础，但是对一般学生

而言在上课时光是要理解课本上的内容已经有点吃力，更何况

要听懂基本跨文化交际课程的理论知识与案例分析等内容。 

2 教师在课堂上占据主导地位，学生的参与度和主动性受

限。 

目前的实际情况就是教学任务重、教授课时少，授课内容

难、一堂课下来老师基本都是从头讲到尾，虽然也有互动，基

本也是与集体互动，很难照顾到每个同学的情绪，学生在课堂

上更多地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状态，更不要说调动学生主动探

索的精神和促进实践的机会。这种被动学习会导致学生上课时

容易走神，对授课内容停留在浅层次的了解、记忆阶段，一味

地跟着老师的节奏、根本没有时间思考、提问。同时也大大挫

伤了学生对课程内容的兴趣和热情。 

3 课程评价单一 

课程评价也主要来源于过于书面考试和平时作业，而忽视

了学生在实际交际中的能力和表现。这种评价方式也会导致学

生过分关注应试，而忽视了交际能力的培养、沟通能力的提高

和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三、PADD 教学理念下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探究 

（一）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的学情 

《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课，它是基

于学生大一、大二以及大三的开设相关专业课程上甚至是学生

对中国文化理解的基础上的一门课，以我校学生为例，学生在

上这门课之前没有真正选修过一门日本文化方面的课程，也没

有对中国文化相关课程进行过选修，因此学生不仅对日本文化

知识知之甚少，而且作对于中国文化的内容也是似懂非懂，因

此这是一门对学生而言并不简单的课程。如何对课本的知识根

据学生的学情精心地设计重点、难点，也是需要老师下一番心

思的。 

另一方面，《中日跨文化交际》一般在日语专业高年级开设。

高年级学生已有较扎实的基础日语知识和一定的日语表达习惯

及日语思维能力。在教学内容理解上，无须逐字逐句进行解释

说明，重要知识点的梳理与传达会更为高效。[1]虽然《中日跨

文化交际》课程有点难，但是如果采用合适的方法充分调动学

生的学习的积极性，学生完全可以通过字典、网络等工具完成

对课本内容的初步学习。 

（二）PADD 教学理念使用前的预热 

在 PADD 教学理念下教师从传统课堂的单纯的讲授者变成

课堂的组织者和管理者。如何结合当前的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

的现状和学情设计基于 PADD 教学理念下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

教学，这就需要老师进行精心地“谋篇布局”。 

首先启用隔堂对分 

PADD 教学又被称为对分课堂。对分课堂的形式分为两种，

一个是当堂对分，指的是教师讲完后，立即让学生进行内化吸

收等系列流程。还有一种是隔堂对分，就是讲讲授环节和内化

吸收部分分开在两个时间段讲授，一般情况下对于一次两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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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课，教师有意识地设计成用第二小节进行精讲，将内化吸

收以及作业留在课后，这样可以给学生更多的思考时间从而促

进深度学习。基于本门课程基本是一周一次，一次两小节的课

程安排，又因为课程内容较为庞杂、又是外语编写的，学生理

解起来比较费劲，所以采用隔堂对分。 

其次巧用“亮考帮”作业 

PADD 亮点之一还在于它的“亮考帮”作业，“亮”就是“亮

闪闪”，指的是学生认为所学内容中写得比较好的内容；“考”

就是“考考你”，指的是自己在学习中刚开始存有疑惑不明白但

是经过思考或者查资料解决了的问题；“帮”就是“帮帮我”，

就是一直没有解决的问题，请求其他人的帮助。它可以是学生

在内化吸收阶段完成后带进小组讨论的问题，也可以是小组讨

论完成后由组长总结进入全班讨论后进行发表的问题。提交时

间一般是在教师的答疑解惑、全班讨论之后提交的。但是基于

本教材纯日语编写难、讲解内容多而杂、需要学生进行充分的

学习的特点，因此我的课堂是要求学生在隔堂对分模式下的内

化吸收阶段就完成此任务。教师批改时间也是赶在组织课堂讨

论之前对学生的问题逐一批改打分，这样做有四点好处：1 可

以进一步丰富评价体系，将一学期的作业成绩纳入考核体系，

改变单一的考试体系。2 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改变了学

生一切等老师讲等的不良习惯，督促学生对书本的内容进行细

读、精读、思考与质疑。3 杜绝了学生的投机思想、防止有些

学生不提前准备，只是参与讨论出勤不出力。4 可以让老师课

前更好地准备、提前了解学生的问题所在，因为本门课程有些

有些问题已经不简单，这样做可以促使老师更好地组织教学。 

最后灌输 PADD 教学理念 

在开学的第一次的第一小节基本课程介绍中分析本门课的

难点与痛点、介绍 PADD 教学理念的优点、流程、“亮考帮”作

业等内容，让学生在心理上对其接受、认可。在第二小节就开

始进行第一章节内容的精讲，为本学期的隔堂对分的课程设计

做好铺垫。 

（三）基于 PADD 教学理念下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教学设

计 

以我校的 2022 春季学年的本课程为例，使用的教材为华东

理工大学出版《中日跨文化交际实际教程》，所授内容为第 8 章

---- 謝罪のストラテジー为例，课时设计为两课时。 

教学环

节 
教学过程 

第一课

时（上周

的第二

小节） 

1.课中老师讲解本章节内容，注意精讲和留白。 

2. 课后利用对分课堂的对分易软件发布预习作业。 

   以对分课堂作业讨论中的“亮”“考”“帮”为支架，

让学生通读全文，对于章节中的觉得欣赏好的词语、

句子、段落----“亮”列举出来（5 一 10 个），在阅读

中有困难通过查资料理解的内容和文化点----“考”

列举出来（3 一 5 个），对于不懂的知识点----“帮”

写出来（1 一 3 个），设置交作业日期并且老师对其批

改，老师归纳总结学生“亮”“考”“帮”作业，进一

步完善教案，准备下节课的课堂讨论。 

第二课

时（本次

大课的

第一小

节） 

首先组织学生分组讨论“亮”“考”“帮”作业，实现

生生互动。（15 分钟） 

 再次每组代表汇报各自小组的讨论“亮”“考”“帮”

结果，同时小组互相答疑，主要解决讨论“帮”的问

题，实现“生生互动”。（20 分钟）. 

 再次教师点评并且解答小组未解决的问题，实现“师

生互动”。（10 分钟） 

 最后优秀作业展示。（10 分钟） 

备注：最后的优秀作业展示环节是基于 PADD 教学实践的

基础上的大胆的尝试和有益的补充，对其的丰富和创新。因为

在实际的教学中发现有的学生作业做得很用心、提出的问题，

扩充的问题可以扩宽思路，对课堂内容进行有益而且有趣的补

充，值得让全班同学分享。课前通知相关学生稍作准备，将其

拍成照片，通过投影仪给全班同学演示，既补充了课堂知识，

也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 

四、反思与总结 

实践证明 PADD 教学理念在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中的应

用，显著改善了课堂教学效果。学生通过隔堂对分获得了更多

理解与思考的时间，"亮考帮"作业激励他们积极钻研教材内容，

这些措施共同促进了学习的深度和广度。小组讨论和全班互动

环节增强了学生参与感，教师的精讲与引导则确保了知识点的

系统掌握。优秀作业的展示环节，不仅肯定了学生的努力，也

鼓励了创造性思维。展望未来，我们期待进一步优化这一教学

模式，以更好地满足中日跨文化交际课程的教学目标，激发学

生的学习潜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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