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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对分课堂融合了讲授法与讨论法的优点，在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方面有良好的效果。本文根据对分课堂

的特点，以中职数学中“指数函数”为例，从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教学考核三方面进行研究，探讨基

于对分课堂模式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能力的教学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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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D class combines the advantages of the teaching method and the discussion method, and has a 
good effect in enhancing the initiative of students in learning.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AD class, this article will take the “Exponential Function” in secondary vocational mathematics as 
an example to conduct research from three aspects: pre-class preparati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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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ching assessment，to explore the teaching design for cultivating students active learning ability 
was discussed by using PAD cl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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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分课堂(PAD class)是结合传统课堂与讨论式课堂各自的优势提出的一个新的课堂教学模式，其核

心理念是把一半的课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讲授，另一半留给学生讨论，注重先教后学，既强调生生、师生

之间的合作交流，又鼓励学生自主探究[1]。相关研究表明，教师应用对分课程模式进行课程教学，有助

于增强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实现师生角色转变；能通过互动交流的方法提高对学生学习需求的关注度，

并最终提升学习效果[1] [2]。 
数学教学设计是教师根据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和培养目标，制定数学课程具体的教学目标，选择教

学内容和方法，设计教学过程的各个环节的过程[3]。本文以指数函数的教学设计为例，研究对分课堂教

学模式在中职数学教学中的应用，并在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促进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效

率等方面给中职数学教学提供一些有益的建议。 

2. 对分课堂的教学设计 

本文作者之一所教的基础数学课程的教材是由李广全与李尚志主编的《数学(基础模块 第三册)》。

我们以该教材第四章第二节“指数函数”为例，根据对分课堂的特点，从课前准备、课堂教学和教学考

核三方面详细地给出本节课教学的每一个环节。 

2.1. 课前教学设计 

2.1.1. 教学目标 
知识与技能：理解指数函数的概念，掌握指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及其简单的运算和应用。 
过程与方法：通过观察函数图像，学生经过观察、猜想、分析后归纳、总结指数函数的性质。引导

学生体会数形结合、分类讨论的数学思想方法，培养学生发现、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通过生活实例引入，让学生深刻感受到生活处处有数学，激发学习兴趣，同时

在探究指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过程中，体验从特殊→一般→特殊的认知过程，通过互动交流，促进学生

主动学习，提高学生抽象、概括、分析、综合的能力。 

2.1.2. 学情分析 
本文第一作者所带的 2020 级计算机应用 A1 班，共 56 人，大部分学生基础薄弱，学习积极性不高，

思维的严谨性和归纳推理能力都有待提高。本节课内容是在学生学习了函数的概念、表示法、性质以及

一次、二次函数图像，掌握了指数运算的基础上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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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教学重难点 
重点：理解并掌握指数函数的图像、性质。 
难点：指数函数图像和性质的发现过程，底数 a 对指数函数的影响及判断指数幂的大小方法。 

2.1.4. 教学策略 
对分课堂强调在教师讲授重难点之后，学生独立学习，内化吸收，然后进行小组讨论，掌握知识。

因此根据对分课堂的特点和本节课的重难点，笔者将采用问题驱动和合作探究相结合的教法，先通过实

际问题引出课题，再根据两个函数的例子引导学生观察、思考、自主学习，最后以对分课堂小组的形式

进行合作讨论、共同探索完成本节课的教学目标。 

2.1.5. 分组原则 
为保证讨论效果，小组在课堂前事先分好，根据班级 56 人的人数，每组 4~5 人为宜，分组时采用“组

内异质，组间同质”的方法，每个小组内部最好男女搭配、高低搭配，按能力水平采用 1:2:1 的比例，各

小组之间水平接近，有利于进行全班交流。分组一旦定下来，不能变动，但为了避免学生产生倦怠，建

议一个学期调整 2~3 次分组[4]。分组的位置根据教室的实际情况，将 4~5 个移动桌椅围成一圈，以利于

学生有效的讨论交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2.1.6. 奖励设置 
由于中职生的学习积极性比较差，为了让隔堂讨论能顺利进行，将设置奖励机制。在讨论环节中，

挑出两个积极发言并且表现不错的小组进行奖励，以此激发学生的内在驱动力，提高学生学习的热情。 

2.2. 课堂教学过程的设计 

该教学过程分为精讲新课、独学内化、“亮考帮”作业、合作讨论、解疑总结和布置作业共 6 个环

节，两节课连堂，共 90 分钟，中间休息 10 分钟。第一节课包括精讲新课、独学内化和亮考帮；第二节

课包括合作讨论、解疑总结和布置作业三个环节。 

2.2.1. 精讲新课 
1) 创设情境(2 分钟) 
教师导入案例： 
① 某种细胞分裂时，由 1 个分裂成 2 个，2 个分裂成 4 个，1 个这样的细胞分裂 x 次后，得到的细

胞个数 y 与 x 的函数关系式是什么？ 
② 《庄子·天下篇》中写道：“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请你写出截取 x 次后，木棰剩

余量 y 关于 x 的函数关系式？ 

学生：y 与 x 之间的关系式，可以表示为 2xy = ，
1
2

x

y  =  
 

。 

【设计意图】通过 PPT 展示，让学生在问题情境中发现问题，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让学生感受数

学与生活息息相关，在学生的头脑中初步建立指数函数的概念。 
教师：上述两个函数有什么样的共同特征？ 
学生：通过观察与分析，得出两个函数的共同特征： 
① 均为幂的形式； 
② 底数是一个正的常数； 
③ 自变量 x 在指数位置。 
【设计意图】引导学生从具体问题抽象出指数函数的模型，从而归纳得出指数函数的概念及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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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特殊→一般”的认知过程，培养学生观察、分析、归纳等抽象思维能力。 
2) 形成概念(2 分钟) 
指数函数的定义：一般地，函数 xy a=  (a > 0 且 a ≠ 1)叫做指数函数，其中 x 为自变量，a 是常数，

定义域为 R。(板书) 
【设计意图】对于 a 的范围，作为“留白”部分，教师不做详细讲解，留给学生独立思考，利用已

学知识可以解决。 
3) 探索新知(8 分钟) 

提问：请大家用描点法，在同一个平面直角坐标系中画出 2xy = 和
1
2

x

y  =  
 

的图像。(学生画图像，

教师巡视，教师用投影仪把画图像的过程演示一遍，引导学生分析 2xy = 和
1
2

x

y  =  
 

图像的不同之处在 

于 a 的取值不同，并画出 xy a= 当 a > 1 和 0 < a < 1 的图象的示意图) 
教师：现在来总结函数 ( )0, 1xy a a a= > ≠ 的性质，共同完成这个表格。 
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并用多媒体课件一步一步显示指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如表 1 所示。 

 
Table 1. Image and properties of the exponential function 
表 1. 指数函数的图像与性质 

 0 < a < 1 a > 1 

图象 

  

定义域 R 

值域 (0, +∞) 

性质 
定点 过(0, 1)，即 x = 0 时，y = 1 

单调性 在 R 上是减函数 在 R 上是增函数 

 
【设计意图】用几何画板的动态演示，学生能更直观地感受指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进一步让学生

领悟到数形结合、分类讨论和抽象概括的数学思想，同时表格的完成将会使学生体会到很大的成功感，

也便于学生能通过表格清晰系统地掌握知识点。 
4) 突破重难点(8 分钟) 
例 1. 判断下列函数在(−∞, +∞)内的单调性。 
① 4xy = ，② 3 xy −= ； 
例 2. 比较下列各题中两个值的大小： 
① 1.72.5, 1.73；② 0.8−1, 0.8−2； 
【设计意图】利用指数函数的单调性判断大小，引导学生观察这些指数值的特征，思考比较大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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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一方面掌握指数函数的图像和性质，另一方面掌握底数对指数函数图象的影响，突破本节课的重

难点知识。 

2.2.2. 独学内化(15 分钟) 
1) 下列函数中，哪些是指数函数? 
① ( )3 xy = − ；② 2y x= ；③ 15xy += ；④ 4xy =  
2) 已知 ( )f x 是指数函数，且 ( )2 4f = ，求函数 ( )f x 的解析式。 
3) 函数 ( )2 1 xy a a= − 是指数函数，求 a 的值。 
【设计意图】 1~3 道练习题是为了进一步加深学生对指数函数概念的理解，使学生认识到“指数函

数”的定义是形式定义。 
思考题 1：指数函数的解析式有什么特点？ 
思考题 2：定义中底数 a 满足 a > 0 且 a ≠ 1，为什么定义中规定 a > 0 且 a ≠ 1 呢？ 
【设计意图】通过给出这两个问题，让学生进一步掌握指数函数一般形式，对指数函数概念有更好

的理解。 
4) 画出下列函数的图象并判断它们在(−∞, +∞)内的单调性。 

① 2
x

y = ；② 2
3

x

y  =  
 

 

5) 比较下列各题中的两个值的大小。 

① 
3 6

2 ____ 2 ；
2 4

___2 _ 2
− −

 

② 
2 52 2

____3 3
   
   
   

；
1 32 2

____3 3

− −
   
   
   

 

③ 
0.3

1.5 12 ____
2

 
 
 

；
3.1 0.272 2

____3 3

− −
   
   
   

 

思考题 3：如何判断指数函数的单调性和大小？ 
【设计意图】第 4~5 道练习题是考查学生对指数函数图像与性质的掌握程度。题目的难度不大，学

生可以利用画图，根据指数函数的单调性，观察这些指数值的特征，思考、总结出比较大小的方法，最

终突破本节课的难点。即结合题实际，选择合理的方法比较数的大小，一是利用函数的单调性；二是中

间量法。 

2.2.3. “亮考帮”作业(5 分钟) 
对分课堂引入了一个明确的“亮考帮”作业框架[5]。其中，“亮”即亮闪闪，是学生对教师讲授环

节及独立学习后自己的最大收获或最深感受，学生需用一两句话概括，并在课堂讨论中与小组成员分享；

“考”即考考你，是学生把自己通过独立学习后弄明白的知识点，形成个性化问题，在小组讨论时提出

来考考其他组员；“帮”即帮帮我，这里学生需要把自己通过第一、二环节的学习后仍然没有弄明白的

知识点以问题的形式提出来，在小组讨论时求助其他同学或教师的帮助[6]。 
“亮考帮”作业框架是学生参与课堂讨论的发言提纲，也是提高学生自主学习的辅助工具。因此为

了更好地调动中职生的学习积极性以及保证讨论环节顺利进行，教师可以适当提供相关的思考题让学生

作为参考，有助于学生发散思维去思考探究。“亮考帮”作业是纳入考核的，所以要求学生书面上交亮

考帮作业，其中包括 1 个“亮闪闪”，2 个“考考你”，3 个“帮帮我”，规定不交作业要扣分，教师可

根据实际情况批改或者抽查作业，同时根据学生完成情况、学习态度和创新性三个维度去打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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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合作讨论(30 分钟) 
1) 共析疑难，互帮互助(15 分钟) 
小组进行讨论，讨论内容是根据亮考帮作业和布置的习题，小组成员在组长的带领下各自展示自己

的答案，共同解决低层次的问题，凝练高层次的问题，把小组成员解决不了的问题汇总出来，留待小组

提问环节教师来解答。 
2) 小组汇报，分享成果(15 分钟) 
教师抽查 2~3 组，每组随机抽取 1 名学生进行汇报小组讨论的结果或许尚未解决的问题。对于学生

提出的问题，可以要求其他小组的学生回答，一是增加生生互动，二是监督全班学生认真聆听[4]；对于

学生的答案，精彩的地方要给予表扬，可以加德育分或者奖励；不对的地方可以指出，但不要过分苛责，

避免增加学生的挫败感，打击他们的学习积极性。 

2.2.5. 解疑总结(9 分钟) 
1) 小组提问，教师答疑(8 分钟) 
对于讨论环节仍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遗留的问题，学生和小组可以自由提问，教师给予解答。 
2) 思维导图，师生总结(1 分钟) 
师生通过思维导图，共同总结本节课的重难点，帮助学生巩固知识，掌握知识之间的联系，加深

记忆。 

2.2.6. 布置作业(1 分钟) 
对分课堂模式下，除了“亮考帮”这一部分的作业，还要布置有质量作业巩固知识，为了照顾每一

个学生的学习水平，作业分为必做题巩固基础，选做题提升能力。教师可以根据知识点的轻重难易，灵

活批改作业以便了解学生学习掌握的情况。 

2.3. 教学考核设计 

对分课堂的亮点是“隔堂讨论”和“亮考帮”作业，学生在此过程中的表现是教学效果的直接体现，

因此，对分课堂相对于传统课堂更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考评[4]。本次课主要是过程性考核形式，按照

2:2:3:3 的比例，学生的总评分数由这四部分组成：课堂考勤、课堂讨论的参与表现、平时作业 + 亮考帮

笔记、期末测验。通过这种考核方式增强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促进学生之间的参与度，提高对分课堂的

学习效率。 

3. 结语 

本文以“指数函数”的教学设计为例，详细介绍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中职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这一教学活动的基本流程是在教师精讲知识后，把课堂留给学生讨论交流，既注重教师的教，也关注学

生的学，提升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也促进生生、师生的互动，使教学活动回归到教与学的双主体双边

互动、以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7]。 
在中职数学教学中应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尤其是在这一模式中如何将

传统的讲授法与讨论法做到有机的融合，需要在教学实践中及时总结经验，通过教学评价不断地进行反

思。教师的精讲既要将难点讲透，又不拘泥于细节，而学生的讨论则在教师的引导下要层层递进，完成

对知识个性化的内化吸收，这对教师的教学组织能力和教学艺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们相信，随着

对分课堂这一教学模式在中职数学教学中不断实施，教师的教学水平与学生的学习能力将得到稳步提升，

从而促进中职数学教学的不断改进，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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