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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 

语文教学实践研究 

——以吉利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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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基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以吉利学院为例，探究在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培养背景下的大学语文教

学改革路径。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高校；大学语文；“对分课堂”；教学实践 

DOI：10.18686/jyyxx.v3i11.61426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6 年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

议上强调要“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自
此对高校语文教育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大学语文课程不可
再以传统的面貌面向学生，新视域下的大学语文教学改革
势在必行。与之相应，2020 年 11 月，教育部发布了《新
文科建设宣言》，提出要“培养知中国、爱中国，勘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文科人才”，同时由于部分独立院校
在 2020 年接连转型，应用型大学在我国高等教育园地中
持续遍地开花。应用型本科高校是介于研究型高校和高职
高专之间的一种高等教育类别，是一种新型的本科教育，
其培养目标不同于另外两种教育类型。以近年成长迅速的
吉利学院为例，学校提出“应用研究型大学”目标，旨在
依托产业优势，培养“未来的成功者”，即培养职业高手、
事业有成并且身心幸福、拥有精彩人生的人才。在具体课
堂教学中，要求学生于学习互动中体悟人类思想的深度、
高度和厚度。在大量的阅读基础之上，形成个人的人文感
悟和价值追求。课程思政视域下，新的培养方式对“大学
语文”教学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与“对分课堂”的理念
不谋而合。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是 2014 年复旦大学张学新教
授提出的，张教授把教学流程分为讲授（Presentation）、
内化吸收（Assimilation）和讨（Discussion）三个部分，
以期最大限度激发学习者的兴趣，调动学习者的学习积极
性，达到更良好的课堂效果。 

1  “对分课堂”教学改革 

2020 年 9 月以来，吉利学院实施了“对分课堂”教
学改革，笔者结合张教授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吉利
学院培养目标、大学语文学科特点以及应用型本科院校学
生特点，进行了大学语文对分课堂教学实践。在教学设计、
课堂教学、教学评价、课程考核等具体的环节做了“对分
改革”，以 2020 级本科生为教学对象，以当堂对分的方式，
把实际教学过程分为“精讲”“独学”“讨论”和“对话”
四个环节，每个环节的教学时间分配由不同的课堂教学内
容决定，例如，在“诗歌源流”章节，需要梳理先秦到近
代中国古代重点诗歌，内容较多，所以“精讲”时间为

60 分钟，“独学”“讨论”和“对话”环节分别各占 10 分
钟；而在“唐诗和李杜”章节，重点精讲李杜对浪漫主义
和现实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扬，精讲时间为 45 分钟，在
“独学”和“讨论”环节引导学生思考李杜的家国情怀，
两个环节各占 10 分钟，本章节 20 分钟留给“对话环节”，
组织一次“唐诗接力”的课堂小活动，另外剩下的 5 分钟
给学生留第一次课程作业。 

在 2020—2021 第一学期实施不同策略式的对分课堂
教学，即在充分考虑学生接受度的基础上，老师们分别将
大学语文教学大纲的 35%、70%和 100%作为对分课堂实
验进行教学。在 2020—2021 第二学期，所有老师以教学
大纲 100%的比例进行对分课堂教学，同时开展学生座谈
会，制作对分课程调查问卷，进一步考察学生反馈情况。 

2  调查结果分析 

本次调查问卷共设计 12 个问题，分为“学生基本情
况”“对分课堂初印象”“语文课堂教学评价”三个部分，
通过“课堂实践→发调查问卷（部分）→课堂实践（根据
结果修正）→发调查问卷（另一部分）”循环渐进，边收
集结果边修正课程教学的方式发出 1028 份问卷，共回收
903 份，回收率为 87.8%。由于学校课程安排，本学期调
查对象主要来自文科类和理工科类，具体问卷调查结果分
析如图 1 所示。 

图 1  问卷回收情况 

  

首先考虑到专业相关性以及学生学情对课堂教育教
学方式的影响，我们在问卷中对学生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摸
底排查。通过调研结果看，我校 2020 级本科生，超过一
半的学生文学经典阅读量在 3～5 本之间，有 18.53%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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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认为在学习语文方面没有困难；40.53%的学生表示有写
作方面的困难，学生的经典阅读量与语文学习的困难呈正
相关态势，文科生阅读量明显高于理科生阅读量，具体如
图 2 所示。 

图 2  阅读量与语文学习困难的相关性 

  

其次在对分课堂的实施过程中，关于精讲时间方面，
68.2%的学生认为一堂课（45 分钟）的精讲时间应该在
15～30 分钟之间，按照这个数据，学生更倾向于在当堂
对分的情况下拿出 15 分钟以上的讨论发言时间；关于讨
论发言分组方式，40.91%的学生倾向于以宿舍为单位分
组，37.76%的学生更喜欢随机分组（因此我们在分组时根
据学生之间熟悉度的实际情况，如果一个教学班由两个不
同专业的班级组成，将采取以宿舍为单位的分组方式；如
果一个教学班由同一个专业不同的两个班级组成，可以采
取随机分组形式）；关于一个学期语文教学中对分课堂所
占比例方面，71.68%的学生认为可以拿出 1/3 课程大纲的
内容来对分，4.37%的学生认为可以拿出全部语文课堂进
行对分。 

3  “对分课堂”模式下的“大学语文”考核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不仅提升了教学者与学习者的
交互效果，彻底改变以教学者为中心的传统教学模式，更
重要的是强化了教学环节结果导向，提升教学流程管理，
变传统课堂单一重视期末成绩的考核方式为提升对教学
过程的监测，教学过程与期末成绩兼重的考核方式，例如，
传统“大学语文”课程期末综合成绩构成比例为 3：7（平
时成绩：期末试卷成绩），新模式下的期末综合成绩比例
为 5：5（平时成绩：期末试卷成绩），具体为：期末试卷
成绩占比 50%、课堂表现占比 20%、课程作业占比 20%、
出勤占比 10%。 

首先，从结果导向上看，以第一个学期的考核结果为
参照标准，根据新时代下大学语文教育课程思政培养要
求，修正教学内容，例如，在“《诗经》与《楚辞》”章节，
教学内容方面加入“风骚精神”或“风雅精神”的精讲，
在讨论发言部分教师可以结合精讲内容进行课程思政引
导，加强学生的文化自信、民族自信；其次，在期末试卷
的编制中，增加主观试题的比重，通过语文知识重点考察

学生对中华传统文化价值观与民族精神的理解；第三，细
化课堂表现成绩，例如，每次课堂成绩总分设定为 5 分（16
课时），期末教师可视学生不同的课堂表现再加 20 分（百
分制），为了鼓励学生参与讨论发言，“对分”的第一学期
凡是发言学生小组每人可加 5 分课堂成绩，第二学期可视
发言内容每个小组每人加分 3～5 分。 

4  成效与问题 

根据“对分精神”，我们构建了“以学习为中心”，

加强教学者和学习者的交互，并且更加符合应用型本科
学生特点和时代人才培养要求的教学流程，构建了重视

过程评价、细化课堂考核的多元指向教学评价体系，产
生了良好的教学成效。从调查结果看，课程实施之后学

生普遍认为对分课堂这种教学模式减少了上课睡觉、玩
手机开小差的频次，提高了自主学习的能力，提升了课

堂表达能力，从而增加了学习语文的兴趣。对分课堂模
式下的语文教学中，39.48%的学生表示在教师精讲部分

收获最大；30.17%的学生认为在小组讨论发言环节收获
最大；25.28%的学生在自学总结中收获最大。从教师的

培养与发展看，整个语文课堂更加灵活，精讲阶段的打
磨与留白、课堂各个环节的把控、考核成绩的细化对教

师的综合素养提出了新要求，有助于教师的成长和职业
道路发展。 

吉利学院“大学语文”课程对分课堂实施一年以来，
我们总结了相关的问题如下：首先，从学生的反馈来看，

大部分学生认为 1/3 的语文课程进行对分即可，所以在未
来的语文教学中，我们仍然根据实际教学内容采取分策略

的对分方式，不会一刀切地把全部语文课程进行“对分”，
这也是张学新教授“对分精神”之要义；其次，本次“大

学语文”课程的对分实践主要采取“当堂对分”的方式，
对于“隔堂对分”，仍需进一步探索和完善，以期丰富教

授方式，达到更好的课堂效果；最后，亟需与“对分模式”
相适应的教材，这是我们下一步的教研工作中要重点解决

的问题。我们将细化对分理论，设计符合学生特点和培养
目标要求的教材结构，精选符合课程思政时代要求的教材

内容，编制“吉利学院对分课堂之‘大学语文’”教材，
在实践中打磨课程理论，探索出一条适合新时代应用型本

科高校的语文教学改革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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