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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探讨对分课堂这一教学模式在心理学教学效果的应用状况，本研究从概念、基本模式、教学应用和

效果等方面进行归纳总结，分析该模式在心理学课程中的实施效果和制约因素，从而提出建议和改善方

法。作为我国创新教学课堂模式新成果之一，对分课堂在心理学专业各个课程中被广泛应用和推广，不
仅获得了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还具备最新的理论成果，该教学模式为心理学教学中的改革和教学模式

创新研究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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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statu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l of the PAD class in the effec-
tiveness of psychology teaching,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oncept, basic model, teaching applica-
tion and effectiveness, analys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constrain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model in psychology courses, and thus proposes suggestions and methods of improvement. As one 
of the new achievements of China’s innovative teaching classroom model, the PAD class has been 
widely used and promoted in various courses in psychology, not only gaining rich practical ex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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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ence in teaching, but also possessing the lates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s, and this teaching mod-
el provides a reference for reform and innovative research on teaching models in psychology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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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教师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发挥主导作用，该模式主要表现为在时间上以教师讲授为主，学生接收教

师传达的知识，显著突出教师中心和课堂中心的现状，这与现如今提出的以学生为主的现代教学理论相

违背，结果导致学生的创造思维和发散思维受到限制，无法发挥学生个体巨大的潜能，因此，教学效果

不理想。然而，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发展，研究者根据教学需求创造出了新的教学模式(如：对分课堂教

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的优点在于融合讲授型课堂教学与讨论型课堂教学的长处(即：交互式学习)，其

主旨是留给教师一半时间授课，确保专业知识的准确性、普遍性和有效性，剩下一半时间让学生进行讨

论，进行先教后学的教学环节，课后学生进行自主复习、消化和吸收知识点，从而提高学习成绩，对分

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学实践中取得良好效果，同时也在心理学教学中被广泛应用，有助于提高学生对心理

学知识的学习和利用，希望通过对“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心理学各个课程教学中应用效果进行归纳和

梳理，推动应用心理专业其他理论课程教学模式改革工作，同时为其他课程的教学改革提供借鉴。 

2. 概念界定 

“对分课堂”(presentation-assimilation-discussion class, PAD class)在时间上把教学分为三部分：讲授

(Presentation)、内化吸收(Assimilation)和讨论(Discussion)，因此被称为 PAD 课堂，由国内学者张学新在

2013 年首次提出[1]。 
随着研究发展；杨淑萍(2015)等人[2]称学生作为课堂中心，师–生或生–生间交互式学习的一种新

型教学模式为“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同时，王照芳发现“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存在层次性、主导性和

主体性等特点，具体表现为教师对知识进行解读，学生探究与整合三大模块内容[3]，前人研究表明对分

课堂强调先教后学。但是，也有学者有了不同的看法，韩红梅[4]则指出“对分课堂”模式中的教和学可

以同步进行，该学者认为“教”的部分不仅仅是教师一人传授知识，这一环节也应该包括学生讨论，换

句话说，是将教师教授和学生讨论相融合，其主要原因是如果教师一人独自授课，学生则被动接受知识，

这一做法不符合学习理论(如构建主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认知理论等)，随着研究不断深入发展，更多

的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和实践中总结对分课堂的详细内容，完善其概念的界定，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

“对分课堂”是指教师讲授环节和学生信息输入环节同步进行，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主导地

位相结合的优势，使学生充分吸收和内化知识点的一种教学模式。 

3. 对分课堂在心理学理论课程中的应用 

作为高等教育新发展形式的必然趋势，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改革是各大高校培养高素质应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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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的重要举措。近年来，各高校在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上下功夫，取得了良好效果，为

新发展阶段的教学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参考模式。目前教育工作者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应用于教育教学时，

多是根据授课对象的不同，设计不同的讨论内容和形式，如 2014 年春季，“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被首次

在复旦大学心理学研究方法这门课上进行，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在保持适度学习负担情况下，该模式良

好教学效果获得大多数学生的认可[1]；赵丹发现在教育心理学课程中应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逐渐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热情，改变了学生被动学习心理知识的现状[5]；同时，姬菁在心理咨询与治疗课堂和发展心

理学中应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结果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激发了学生学习兴趣，提高了主动性，从而

使学生参与到实践交流，解决了实践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更好的促进了这两门课程的教学[6]；次年，相

关研究在心理学实验教学改革中发现通过实施对分课堂模式锻炼了学生批判性思维、演讲和领导能力，

使得使心理学实验教学更佳突出[7]；随着研究深入发展，对分课堂被应用到管理心理学、临床心理学和

医学心理学教学中，实践应用总体上是积极有效的，提高了教学质量[8]；除此之外，还有研究将对分课

堂教学模式应用到西方心理学史、心理学导论、人格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等课程中，学生的学习成绩有

了显著性提高，同时也大大增强了学生的学习动力，促进学习行为的进步[9] [10]。上述研究表明，对分

课堂在心理学专业教学实践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使心理学专业理论课程在学校教学改革和发展构建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中取得了创新的成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该教学模式可推广到心理学其他理论课程中。 

4. 研究不足和展望 

首先，关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高水平论文比例和理论研究较少，说明研究层次与成果质量不太高，

未来研究通过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方式探究该教学模式内在机制，提高论文质量；其次，研究深度和广度

有待拓展，只是进行简单的归纳和总结，未来研究应选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合理应用相关理论支撑，精

准把握选题角度和新颖性；更为重要的一点是，研究结果分析不足(缺少详实的数据支撑)以及研究设计缺

乏科学性和严谨性；未来研究应将数据与理论分析相结合，量化研究方法，以客观数据支撑结果；再者，

研究主体是国内学者，国外关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少之又少，未来研究可借鉴和参考国外在这一

领域的相关研究；最后，大多数学者只是将对分课堂这一单一教学模式应用在心理学各理论课程中，只

存在极少数学者考虑到混合教学模式的教学效果，未来研究可以考虑电子教学工具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

或其他教学模式(直播与课堂并行相融合的教学模式，三维教学模式等)相结合的教学模式。 

5. 结语 

在心理学课程中有效实施对分课堂教学，教师只占用一半教学时间进行精讲精练，减轻了教师的课

堂讲授负担。此外，对分课堂中相互讨论的形式提高了学生交流互动、思维逻辑及语言表达的能力，课

下的消化吸收环节促进了自主学习及对心理学知识的深入思考，这体现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不可替代

的优势。这种参与式学习，提高了学生对心理学课堂的兴趣，使学生从被动型学习者转变为主动学习者，

充分发挥其巨大的学习潜能。随着研究不断深入，新的教学模式不断呈现，出现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与其

他教学模式相互交融的形式，不论采取何种教学模式，都要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突出学生个性发展，

注重学生综合素质培养，有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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