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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探索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大学英语》 

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蔡  琳  杨  黎 

（云南旅游职业学院 外语学院  云南昆明  650221） 

 
摘要：为了提升高职《大学英语》课程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的学习积

极性，对“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高职《大学英语》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进行实践探索，结果表明该教学法在课程学时少、学生学习主动性差的

情况下，可以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发展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从而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大大提升教与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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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应用背景 
笔者所就职的学校在 2018 年上半年开始对《大学英语》课

程进行改革，由原来按行政班级进行授课改革为按学生的英语水
平进行同级分班授课，即按照全校新生高考英语成绩高低分成
A、B、C 三个等级的不同班级进行授课。同时，将以前《大学英
语》课程每周 4 课时共一个学期的设置更改为每周 2 课时共两个
学期进行。在《大学英语》的课程结束后，学生将参加全国高等
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 A 级或者 B 级。在学生数量多、课时少、
教学任务重的情况下，笔者采用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进行《大
学英语》课程的教学。 

“对分课堂”是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提出的一个新的课堂教
学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将一半课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讲授，另
一半分配给学生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交互式学习。“对分课堂”的
创新在于，在讲授和讨论两个环节中间，让学生在课后有一周时
间自主学习，进行个性化的内化吸收。此外，在考核方法上，“对
分课堂”强调过程性评价，并关注不同的学习需求，让学生能够
根据其个人的学习目标确定对课程的投入。“对分课堂”将教学
分为三个过程，分别为讲授(Presentation)、内化吸收(assimilation)
和讨论(Discussion),简称为 PAD。 

二、“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应用 
根据我校课程设置，《大学英语》课程是非英语专业学生的

必修公共基础课，整合听、说、读、写、译 5 种语言技能训练，
注重语言应用能力培养，一共 64 学时，分两学期进行，周学时
2。从 2018 年秋季我校新生开学时，笔者便开始采用“对分课堂”
教学模式。笔者共教授 4 个 B 级班级，平均每班学生 40 人，教
材按照全校统一标准，选用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十二五”职
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畅通英语中级教程 2》第三版。 

按照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的论述，“对分课堂”教学体现在
实操性很强的 4 个基本教学模式中，也就是呈示模式、独学模式、
对话模式、讨论模式。张教授将这 4 个模式统称为“PAD 模式”，
其核心就是教与学在空间和时间上分离，先教后学，教后的时间
就是学生按照要求自主内化学习的时间，以此提高学生对知识的
探索欲望，并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知识建构。 

为了对“对分课堂”的教学效果进行对照研究，笔者从 4 个
授课班级中拿出 2 个进行对分教学实验，另外 2 个还是使用传统
的方式进行教学。采用对分课堂的班级平均用 8 课时完成一个单
元的教学。在教学第一周的 2 课时中，笔者向学生详细呈示了对
分教学教与学的规则，包括课堂教学流程、课外内化任务以及隔
堂讨论方式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学生对新教学方式有一个
清晰的了解，明确自己该做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以及怎么做，
以便对分教学能够顺利开展。按照对分课堂先教后学的理念，在
接下来一周 2 个学时中，笔者针对大学英语课程教材每个单元涉
及的词汇、阅读、语音、语法、写作等内容进行讲解和呈示，也
即“PAD”中的 P 环节。在这个环节中，主要针对词汇、阅读、
语音、语法、写作出现的难点、重点进行精讲，具体包括英语能

力测试 A/B 级考试中出现的高频词汇、阅读技巧、常错发音以及
重点语法、写作技巧等。在这 2 课时的呈示环节中，还会对同学
常犯的发音错误进行纠正，并采用提问方式进行检查，这也属于
对分中的一种形式，即当堂对分。在 2 课时 P 环节结束后，学生
有一周时间对 P 环节涉及的内容进行消化吸收，即 A 环节。在
这个环节中，学生要按教师要求完成独学模式的内化任务。这些
任务包括扩展词汇词义、例句摘抄，课文长难句分析、翻译，词
汇课文朗读并将音频上传网络“对分易”平台，以及课文重点语
法现象归纳等。这些任务有的需要书面完成，有的需要口头完成，
并且针对不同基础的学生设置有基础任务和进阶任务两类。这两
类任务主要区别在于量和难度，目的是为了满足学生的差异性需
求，鼓励想学的学生多学。在一周的独学 A 环节结束后，第二
周的 2 课时就是 D 环节的课堂展示及讨论。讨论采用差别分组
进行。差别分组就是将学生按基础好、中、差进行交叉分组，以
便互相监督和带动。D 环节的核心是对独学环节的内化任务进行
展示和竞赛。每个小组由不同代表完成词汇、语法等内容的展示；
不同小组的同学可以就展示内容进行提问和纠错。这样做的目的
是想通过竞争和交际的方式完善认知，拓展知识。最后 2 课时由
老师对内化任务进行点评、总结，并进行课堂测试，以深化单元
知识点的吸收和掌握。 

需要强调的是，对分课堂 PAD 模式需要一个详细的形成性
评估体系作为支撑。尤其是学生在 A 环节和 D 环节的表现需要
以分数的形式体现在评估体系中。具体来说，整个大学英语课程
的总评成绩由三个部分构成，即平时、期中和期末，而比例分别
是 60%、20%、20%。很明显，与对分课堂的要求相适应，平时
成绩的比重大大增加，这也是对分课堂的内在要求。在教与学在
空间和时间上分离后，学生的课后任务的完成情况就成了督促学
生和推进对分教学的关键。那么大比重的平时成绩就成了培养和
督促学生进行自主学习的最有效地手段。 

三、结语 
通过一个半学期的实践，采用对分方式教学的 2 个班级在及

格率和中高分段（70 至 99 分）学生比例分别是 73%和 56%，高
于普通班 10 和 14 个百分点。另有问卷调查反映，学生对“对分
课堂”教学模式满意度较高，希望在今后继续采用这样的模式教
学。可见，对分课堂满足了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提高学生学
习积极性，大大提升教与学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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