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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PS+X”嵌入思政课教学研究 
——以广东省高校普通专升本生“担当”课为例 

陈翠翠 1  耿亚鑫 2*（通讯作者） 

（湛江科技学院  广东  湛江  524000） 

摘要：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部分面临“一理论就无聊，一生动就偏离”的困境，或照本宣科、一成不变，或离开教材、任
意发挥。为解决传统高校思政课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法单一、技术手段滞后等问题，改变高校部分学生对公共课“水、混”的主
观意识，提高高校思政课教学质量，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层面的指导地位，以广东省高校精品课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
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为例，广东省高校普通专升本生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教学中现存问题，灵活运用教学技术手段，将
“BOPPPS+X”模型嵌入思政课教学进行教学改革的研究尝试，以提升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提升高校思政课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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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时指出：

“思政课的本质是讲道理，要注重方式方法”，“大思政课要善用之，

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8 月 10 日，教育部等十部门印发《全面

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强调：“不断增强针对性、提

高有效性，实现入脑入心。改革创新主渠道教学、善用社会大课堂、

搭建大资源平台等”。 

目前，思政课教学部分面临“一理论就无聊，一生动就偏离”

的困境，或照本宣科、一成不变，或离开教材、任意发挥。新时代，

面对背景相对复杂的广东普通专升本生（即专插本生），高校思政

课如何更好的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如何实现高效、实效，BOPPPS

模型结合现代信息技术嵌入思政课成为高校思政课改革创新路径

之一。 

一、高校思政课教学困境 
（一）高校思政课相关问题 

目前，高校思政课主要设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下简

称“原理课”）、《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以

下简称“概论课”）、《中国近现代史纲要》（以下简称“纲要课”）、

《思想道德与法治》（或《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以下简称

“德法课”）、《形势与政策》等课程，上述课程在现存问题上具有

某些共性： 

1.理论性强 

上述课程多以理论类教学呈现，即关注基本概念、知识结构、

知识体系等；之所以大多选择理论类教学，源于课程本身特点：（1）

知识碎片化。知识点繁多致学生无法及时消化就要理解下一知识

点，知识碎片化；（2）理论性强。致使课堂理论存在一定程度的枯

燥性问题。（3）内容抽象。致使学生在理解某些概念时无法在有限

的知识积累层中迅速搜集到相关诠释点，无法理论联系实际，无法

深层次诠释。 

2.传统教学为主 

多以传统教学为主，即详尽讲解知识结构、知识点，通过大量

课件过度灌输。为使学生全面了解知识点，教师尽可能通过大量课

件灌输较多的知识点，以求全面。然而，全面的同时致使学生无法

准确明晰重难点。理论抽象、为求全面，学生会采取某种方式辅助

记忆，比如手机拍照，但事后是否整理尚未可知。于是，教学过程

中，学生识记效果降低，被动接受教学内容，学习兴趣冲淡，从而

产生恶性循环。 

3. 其它 

传统高校思政课部分教师仍存在教学理念陈旧、教学方法单

一、技术手段滞后等问题。高校思政课多以大班教学为主，且现今

电子设备对学生吸引力较大，普遍存在“课难上”、“抬头率低”等

问题。另外，部分学生问题意识浅薄，课堂互动性较低，教学效果

上欠佳。解决上述困境，做到有效教学，是高校思政课育人功能有

效发挥的前提。 

（二）广东高校普通专升本生“担当课”相关问题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学生使命担当》课程（以下简

称“担当课”）作为广东省精品课程，从不同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及青年的责任使命进行系统性探讨。所以，教学

内容上与其它思政课部分章节有相交融处，但整体侧重点各不相

同，课程间有联系又有区别。学习本课程需对其它课程有所了解，

既有利于学生理解相关课程设置之目的，也有利于学生厘清课程间

区别与联系。因普通专升本生背景相对复杂，如何调动积极性，激

发主动性、创造性，增强学习兴趣值得深入探究，下面以广东省高

校普通专升本生为研究对象。 

目前，广东省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担当课”课程开展面临如

下难题： 

1.专科阶段，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相关基本概念不甚了解。

在课程设置上，专科阶段主要是以“概论课”、“德法课”、“形策课”

为主。这导致学生对“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及相关基本概念认

识不足；就已学前述课程，部分学生也因学习功利性而出现学后就

忘，甚至不记得学过哪些课程的怪象。本学期，项目调研组以本校

651 名普通专升本生为研究对象，经过初步调研，发现专科阶段有

79.42%上过概论课；59.45%上过德法课，但有 62 人，占比 9.52%

的学生不记得自己专科所学课程。 

2.本科阶段，同时学习多门“马克思主义”相关课程，学生易

混淆课程重难点。本科阶段普通专升本生入学第一学期可能面临同

时学习“原理课”和“担当课”，导致学生在专科阶段认识不足的

基础上又将“相关课程重难点混淆”。从普通专升本生本科阶段

2021-2022 第一学期学习课程调查数据可知，超过 94%的普通专插

本生在本科入学第一学期同时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与青年

学生使命担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两门课程，从课程名称看，

因都含“马克思主义”，学生可能出现将相关课程混淆及课程对应

知识点混淆的现象。 

3.普通专升本生，背景相对复杂，导致学生对思政课学习关注

度低、兴趣差异性较大。普通专升本生背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a.专业背景差异：专科专业与本科专业可能不一致。如调研数据显

示：本专专业一致占比 21.35%，不一致占比 77.88%，不清楚 0.77%；

b.生源背景差异：专科直升本科或工作后升本科。数据显示：专科

直升本科占比 65.44%，工作后升本科占 33.64%，不清楚占 0.92%；

c.学时差异：全日制 4 或 5 年、普通专升本 2 年等。据此引发的普

通专升本生对课堂专注度、知识理解度、学习课程功利性等将直接

或间接的导致学生对高校思政课程产生消极情绪。 

二、BOPPPS 模型概述 
1978 年 ， BOPPPS 模 型 （ B-Bridge in, 

O-Objective,P-Pre-assessment,P-Participa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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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rning,P-Post-assessment, S-Summary）是由 Douglas Kerr 首次提出。

最初主要作用于加拿大教师技能培训，对教学过程进行流程化、标

准化，该模型以学生为中心，意在激发学生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因具有简洁明了、便于实践的特点，被其它国家所接受并引

用。BOPPPS 模型涵盖六个模块，紧密相连，顺序灵活多变： 

导入（B）：导入，教学环节之一，用来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同

时安定学生学习情绪。苏霍姆林斯基曾说：“如果老师不想办法使

学生产生情绪高昂的智力振奋的内心状态，就急于传授知识，那么

这种知识只能使人产生冷漠的态度，而给不动感情的脑力劳动带来

疲劳。”为了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的兴趣，导入需要用简

洁的语言或辅之动作打开课堂教学主体的序幕。本阶段常用方法包

括但不限于以下方式：语言描述（叙述相关故事，提供吸引人的引

言案例，复习或重要性描述等）、借助影视（歌曲、小视频、时事

热点等）、诗歌朗诵等。 

目标（O）：目标是指在教学活动中所期待学生得到的学习结果，

具有两重性，一是引导教师教什么，教会学生哪些维度的哪些内容；

二是引导学生学什么，学会哪些知识或技能等。所以，本阶段，教

师需要向学生明晰学习目标，厘清知识、技能、及情感价值维度等，

以便于学生掌握学习方向，明确学习目的。方式：直观叙述等。 

前测（P）：在学生初步了解教学目标后进行前测（根据课程需

要顺序也可前置），即摸底测试，既可以有效了解学生的知识储备

层面等以灵活调整授课内容，也便于学生对教学目标展开初步思

考。方式：小型测试、问卷调查、非正式提问、讨论、头脑风暴等。 

参与式学习（P）：参与式学习，即让学生参与知识的构建过程，

是教学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为提高学生参与度，教师可在本阶段灵

活使用教学策略。方式：教师适时引导、鼓励学生思考、提问、习

题演练、案例学习、实验、分组讨论、模拟情景、辩论、头脑风暴

等，以最大限度的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互动性、参与性。 

后测（P）：后测，即课堂最后对学生简单测试，了解学生学习

效果，从而检测教学重难点是否掌握，教学目标是否实现，也便于

为下节课的教学策略制定做铺垫。方式：选择、判断、简答、分析、

模拟、语言叙述、表格、学后感等 

总结（S）：总结，教学环节的最后一步，即教师总结教学内容，

重温课堂教学重难点，帮助学生梳理所学知识。方式：直观叙述、

收集课堂学习反馈等 

BOPPPS 模型，以建构主义和交际法为理论基础，紧紧围绕以

学生为中心、学生主体地位，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而教师能

够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以使课堂更加有效。所以，“教学有法但无

定法”，针对 BOPPPS 模型，应灵活使用，而非简单的堆砌、机械的

使用，要分析学生，适时调整，已达最佳教学效果。 

三、“BOPPPS+X”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 
（一）“X”在思政课中的应用 

“互联网+教育”理念被更多的思政课教师接受并大胆尝试。

目前，“X”应用包括但不限于：雨课堂、超星、智慧树、云班课、

职教云、蓝墨云班课、微课、慕课，翻转课堂、移动课堂、互动课

堂等。 

（二）“BOPPPS+X”在思政课中的应用 

国内最早关注到 BOPPPS 的研究者是王若涵。2011 年，王若涵

等首先在《中国林业教育》期刊上发表关于 BOPPPS 在北京林业大

学研究生“植物生殖生态学”教学上的探索实践经验，并采用

BOPPPS 模型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课程实践内容。在此之后，国内涌

现了很多关于 BOPPPS 模型在教学上的研究。 

2015 年，殷旭辉将 BOPPPS 与思政课教学进行了关联，提出

BOPPPS 在思政课教学中的应用与反思——以“原理”课的一个知

识点为例。2019 年，勾英落构建混合式教学模式，提出基于 BOPPPS 

模型的 O2O 混合教学模式在思政课中的应用研究。2021 年 6 月，

张汉梅充分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BOPPPS+雨课堂”的高校思

政课混合式教学模式。2021 年 9 月，詹鋆等提出“雨课堂+BOPPPS”

的思政课教学模式理念。2021 年 12 月，张元圆提出蓝墨云班课与 

BOPPPS 有效教学模式在高校思政课教学改革中的创新应用。 

四、结语 
通过调研研究发现在克服理论枯燥性、案例生动偏离性，理清

学科交融重叠性，增大相关课程互动性、教师配合度，将文字转化

互动，将教材转化为为实质、有效的教学方面，“BOPPPS+X”模式

能够紧扣教材重难点，把握课程间差异，寻找有效教学点，推动教

材向教学有效转化。所以，在“担当课”具体的教学设计上，灵活

运用“BOPPPS+X”教学模式，把研究专题及相关思政课程引进来，

线上线下相结合，课堂内外主辅阵地创新性相补充，创设思政课教

学新模式，有效拓展教学时空，激起学生学习的好奇心，通过课堂

互动等多角度提高学生参与度让思政课动起来、有效起来，力争做

到课堂教学有效果、有效率、有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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