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reative Education Studies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2), 545-549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ce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2085  

文章引用: 陈亚飞, 葛康康. 《高等数学》教学研究[J]. 创新教育研究, 2024, 12(2): 545-549.  
DOI: 10.12677/ces.2024.122085 

 
 

《高等数学》教学研究 
——以BOPPPS与对分课堂的混合式为例 

陈亚飞1，葛康康2 
1陕西理工大学数学与计算机学院，陕西 汉中 
2淮北理工学院教育学院，安徽 淮北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29日；录用日期：2024年2月12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19日 

 
 

 
摘  要 

BOPPPS与对分模式是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自主性学习为辅的立体化教与学，并且使用“BOPPPS教学

模式”结合“对分课堂”的教学模式。此模式由Bridge-in、Objective、Pre-assessment、Participatory 
Learning、Post-assessment、Summary等六个部分组成。本文针对高等数学科目使用此种模式进行教

学研究，分析其优缺点进而提高学生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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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OPPPS and split-class teaching model is a three-dimensional teaching and learning model c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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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ed on classroom teaching and assisted by autonomous learning, and uses “BOPPPS teaching 
model” combined with “Split-class” teaching model. This mode consists of six parts: Bridge-in, Objec-
tive, Pre assessment, Participant Learning, Post-assessment, and Summary. This article conducts 
teaching research on the use of this model in higher mathematics subjects, analyzes its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nd improves student learning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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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等数学[1]-[6]是数学的重要分支学科之一，其内容涵盖了微积分[7] [8] [9]、实变函数[4] [5] [6]、复

变函数[10]、近世代数等多个学科。所以，对于高校数学专业的学生和老师来说，高等数学这门课程的学

习和讲述是至关重要的。针对本科高校中的具体情况，高等数学的教学是一项尤其重要的理论传授。如

何更好地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是本科高校教师们一直在探索的核心问题。经过实践研究，BOPPPS 与

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方法对于高等数学是一种比较有效的教学方法，此方法可以极大地提高学生的学习

兴趣，进一步加强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和理解。我们以 BOPPPS 与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方法在本科高校数

学分析教学中的实践作为研究的相关对象，目的在于探讨 BOPPPS 与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方法[9]-[15]在
本科高校数学分析教学中的探索和提升高等数学教学的实践效果。 

2. 课程难点分析 

首先我们探究数学分析这门课程的知识特点与教学难点。高等数学在整个大学阶段是一门具有较高

难度、深度和广度的数学课程，这门学科涉及的内容较为广泛，主要知识包括极限、微积分、级数、模

型等相关领域。此课程的相关特点是概念大多抽象、公式及其复杂、推理较为严密等。所以，我们认为

高等数学的教学难点在于如何更好的帮助学生理解抽象的概念和相关公式，如何较为精确的掌握严密的

推导、推理方法。另外的学生本身因素也许考虑，由于普通本科高校学生存在基础相对较弱，自主学习

的积极性和自律性不足，也给本科高校高等数学的教学带来了较大的挑战。 

3. BOPPPS 与对分课堂混合式的应用优势 

BOPPPS 与对分课堂[16]混合式具体内容为：“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自主性学习为辅的立体化教与

学”+ “BOPPPS 教学模式” + “对分课堂”，其优势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1) 提高学生对学科的兴趣：教学的过程中通过引入 Bridge-in (导言)、Objective (目标)、Pre-assessment 

(前测)、Participatory Learning (参与式学习)、Post-assessment (后测)、Summary (总结)等 6 个部分，进而

让学生感受到高等数学在实践生活中的实用性，最终达到提高学生学习兴趣的目的。 
2) 加深学生对学科知识的理论理解：具体此课堂模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对抽象概念和相关公式进

行更为具体化的理解，从而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掌握。 
3) 培养学生具体解决问题能力：BOPPPS 与对分课堂混合式可以帮助大多数学生学会如何运用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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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学知识解决抽象的实际问题。 
4) 促进课堂中师生进行思维的互动：BOPPPS 与对分课堂混合式模式的讨论可以增加师生之间的互

动，有助于教师了解学生的掌握程度，从而更好地调整课堂的教学策略。 

4. BOPPPS 与对分课堂混合式在本科高校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具体应用 

在高等数学的课堂教学中，BOPPPS 与对分课堂混合式的具体应用应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三年的真才实干，学校高等数学 III 教学实现了数字革命与大学教学变革七个转变：从注重知识点传

授的“以教为中心”向“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以导、学、讲、练、总的课堂教学流程”教学

模式转变；从“被动学习”向“主动学习”方式转变；教师从“知识传播者”到激发学生创新创造的“引

导者”的角色转变；学生从“考试型学霸”向“创新型学霸”的行为转变；从“学到问题的答案”为“探

索–转化–再创造”的学习过程转变；从“期末一考定成绩”向“全过程学业评价”的学业评价转变；

从教学投入单一向全方位教学投入的机制转变。“11 + BOPPPS + 对分”模式为：“以课堂教学为中心、

以自主性学习为辅的立体化教与学” + “BOPPPS 教学模式” + “对分课堂”。BOPPPS 教学模式是

以建构主义为理论依据，由 Bridge-in (导言)、Objective (目标)、Pre-assessment (前测)、Participatory Learning 
(参与形式学习)、Post-assessment (后测试)、Summary (作总结)等六个主要程序组成，涵盖了完整一次的

授课过程应该包含的六大主要环节。针对对分课堂的教学模式我们从第六或第七周开始实施，实施时间

为 2~3 周次，在该模式的教学方式下不要求学生提前做预习，应该保证教师讲授在前，学生对知识的学

习在后，通过多次组队讨论、不断的交流互动等学习形式，使尽可能多的学生都能参与其中，进而保证

每个学生都有内化吸收的过程，学习效果固然提高，同时 QQ 群、学习通、微信平台的使用，增加了师

生的交流的时间，通过提问、评价等方式，实现生生互动，充分体现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理念。 
实验设计我们选取一所本科高校作为具体实验对象，以一个学期作为一个具体的实验周期。实验

班[14] [15] [17]将采用 BOPPPS 与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法进行高等数学的相关教学，对照班我们将采用

较为传统教学法进行高等数学的常规教学。两个班级将由同一教师统一授课，以保证实验的内部效度

良好。使用实验教学前后我们会分别对两个班级进行数学水平的相关测试，以比较测试成绩进而达到

对比实验效果的目的。在实验过程中，高校教师应该根据高等数学的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课堂情况，

以陕西理工大学为例，基于 BOPPPS 与对分课堂混合式教学法，教学自 2018 年起按 30 人编班的高数

课程 10 门次，占比 75%，创新示范课程 2 门；激发了数智创新力，提升了教师数字素养，同时应用人

工智能技术在教学资源制作中的应用与实践实操训练，进一步强化凝练完善教学创新的策略与思路以

及有效的教学设计模式。在评价上，以能力培养为导向，“化整为零、零存整取、考试学习化”创新

了教学评价理念[13]，构建了线上与线下、理论与实践、个人与小组、过程与终结相结合的多渠道评价

体系，达到了全方位考查学生综合素质与能力。全过程多元学业评价：实施非标准答案创作型考试，

提交“一分钟答卷”的形式使学生参与到教学中，答卷的成绩可用于对本次课的教学效果进行评价。

强调考核动态多元化，推行全过程学业评价自建资源模块、课堂讨论、课外分组交流、作业均计入总

成绩，原则上平时考核不少于 5 次。通过线上平台的可视化，能实时、有效地掌握学生课堂的学习状

态，并可根据学生的学习状态反馈，教师可以及时调整教学进程，学生也可以摆脱了机械、被动式接

受的学习方式，并且掌握信息化的数学学习方法，在动手参与的过程中感受数学的应用价值，提高自

身的数学思维和数学素养，这些具有校本特色的课程资源非常适合陕理工学生的特点，也充分遵循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实验结束后，对两个班级进行数学分析水平测试。如果结果明确显示，实

验班学生的高等数学平均成绩和优秀率均高于相关的对照班。则可以说明，实验班学生在课堂学习过

程中积极性和参与度均明显高于对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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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核评价创新 

课程考核方式：多元学习评价及反馈——以评促学，打破成绩魔咒的外驱动机，优化考核结构，变

革了教学评价方法、通过线上平台学习过程的可视化记录，细化考核内容和方式。 
综合考查 = 过程性考核 + 终结性考核[17] [18]。 
1) 极具推广价值的陕理工创新教育实践经验引起强烈反响。 
① 在线开放课程平台 3 个，目前《高等数学》所有团队都使用“以课堂教学为中心[11]、以自主性

学习为辅的立体化教与学” + “BOPPPS” +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收益学生达 2000 人。 
② 出版陕理工《高等数学》教材建设 3 部，其中省级规划教材 1 部。 
③ 优秀“课程思政”示范课程[12] [13] [14]、典型案例 1 个，汇集教学改革案例 3 个。 
2) 推进了优质教学资源共享，课堂活跃度和学业挑战度显著提升，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和竞争力全面

增强。 
3) 创新课堂教育学生受益面广，受益程度深，借助建模训练思维，探索引导学生创新的有效方式，

学生竞赛获社会高度认可。 
以前瞻性和创造性思维为筑的各类竞赛中，学生作为主体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蓝桥杯全国软

件中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大赛、中国软件杯、全国大学生统计建模大赛、全国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陕西省首届

高校师范生教育教学能力大赛、本科田家炳杯全国师范生大赛、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等，获奖 200
多项。 

4) 创新教育理念和模式示范性、辐射力和引领性强，师生互动探讨增强了课堂吸引力，产生了重大

课堂效益。 
陕理工《高等数学》教学模式的创新路径，将具有时代前瞻性的角度来进行的教学创新，成功教学

案例 3 项，课程思政案例 7 项，已全部运用课堂教学，为国家培养出更多具备高阶数学核心素养的栋梁

之材。 
5) 教师全身心投入课堂教学和改革创新，成绩斐然，彰显了引领作用。 
每个教师应该自觉践行“老师作为第一身份、上好每一节课是第一要务、关爱每个学生是第一责任”，

积极参与各种教学培训，开展教学研究，主动进行课程和专业建设，乐于担任学生各类活动指导教师，

基本上所有陕理工高等数学教师开展了课堂多样化实践，调动了积极性和创造性。 

6. 结语 

2020 疫情期间的在线教学，对前两个阶段进行迭代升级，最终形成比较完整的线上教学资源。使用

小规模限制性在线课程(SPOC)和大规模开放式在线课程(MOOC)相结合；2021 年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

在混合式课程设计方案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基层教学组织作用，在抗疫期间做好“停课不停学”工作，

充分利用“互联网 + 慕课”资源，深度做好了疫情防控阻击战中的课程思政践行者，打造了有广度、有

深度、有温度的《高等数学》云课堂。创新课堂教学模式：“以课堂教学为中心、以自主性学习为辅的

立体化教与学” + “BOPPPS 教学模式” + “对分课堂”深入挖掘课程思政元素，强化传道授业的师

者本色，彰显立德树人的课程底色，助力学生的全面发展，锻造了金师，打造了金课。 

基金项目 

陕西理工大学科研项目(209010534)。 
安徽省高校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2022AH052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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