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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当前社会文明的发展，通识课程固有的教学思维和模式已不能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通识课程教学

改革迫在眉睫，“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学模式的实践探索是一种必然的教学改革趋势。本文从《物

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教学现状分析“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教学模式，阐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在《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教学中的应用以及教学优势，提出构建“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在通识课程教

学中的新教学模式，分别从构建“教，学，赛”三位一体的实践体系、多元化的教学评价体系以及挖掘

哲学元素融入课程三方面进行探讨。以求有更新的教学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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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current social civilization, the inherent teaching thinking and mode 
of general courses can no longer meet the learning needs of students, and the reform of general 
course teaching is imminent.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the teaching mode of “promoting teach-
ing and learning through competi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teaching reform. This paper ana-
lyzes the teaching mode of “promo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competition” from the teaching 
status of “Physics and Human Civilization”, and describes the application and teaching advantages 
of “promo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competition”. It proposes a new teaching model of “pro-
moting teaching and learning by competition” in the teaching of general courses, and explores the 
three aspects of constructing a three-in-one practice system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competi-
tion", a diversified teaching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corporating philosophical elements into the 
curriculum, in order to seek innovative teaching breakthroug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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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教事业的发展，以及高等教育的逐渐大众化，企业以及社会对高校学生专业技

能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校学生的专业素质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已经成为教育部门和高等院校共同

关注的重大课题 [1]。以教学改革达到教学质量的提升一直是高教教学的主要方向，更是新时代教育工作

者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本文以《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为例，并阐述在“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教学模式下的课程改革实践的探索，最终提出有关于“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在通识课程教学中的改革

办法。 

2.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学模式内涵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的模式，指的是从教学课程的特点出发，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选修课程

的学生参加有关课程的比赛活动，以此锻炼学生自主学习思考能力，让其激发自身的潜能 [2]。最终目的

是让学生将自己在课程上所学的理论知识，实际运用到具有真实情境的比赛活动当中，拓展学生的创新

思维能力，勇于批判的精神，尊重科学的理性思维以及分析问题和主动解决问题的能力。在该模式下，

教师可以通过在课程中设置比赛增强教学效果，学生可以通过参加比赛提升学习效率，将“教”“学”

“赛”有机融合，充分展现“教师主导”“学生主体”的新教学理念，以顺应新时代中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趋势 [2]。除此之外，通过对比赛内容和水平进行评价，不仅可以考察学生对课堂知识的掌握程度，

还能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老师的教学效果，有助于教师课堂教学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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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在《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教学中的应用 

3.1.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设计 

3.1.1. 课程理念 
《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是一门通识课程，也是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选修课程，该课程区别于传统

的“科学哲学”或是“科技史”等科目，以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进程为背景，通过古今中外科学与人文的

具体事例，将物理学中奥妙无穷的自然现象和规律与其深层次的哲学意义融合，缩小自然科学与人文社

科之间的鸿沟。具体内容包括物理学与社会文明发展史、物理学与艺术、物理学与哲学等，通过阐述物

理学的科学思维、发展规律和研究方法，分析物理学研究现状和发展问题，巧妙的将物理与人文、艺术、

社会深层次的结合，表明了物理学即是人类文明开始的基础，也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原动力。该课程在拓

宽学生专业知识和帮助学生了解和探索物理学最新前沿知识的基础上，了解物理学的发展、社会历史条

件、哲学思想以及人类各方面的科学认知水平的关系，培养学生的人文哲学思想、社会伦理及家国情怀，

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能力，勇于批判的精神，尊重科学的理性思维以及分析问题和主动解决问题的能

力 [3]。 

3.1.2. 课程实践 
选修该课程的学生通过共同组织策划、自主选题、初赛、决赛一系列步骤，最终以“论文 + PPT 汇

报”形式现场呈现，不同学院不同专业年级的同学在《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这门课程通过论文汇报的形

式进行考核。如表 1，本次论文比赛共有来自药学、护理学等 8 个不同专业的 14 位同学参加比赛，同学

们准备参赛作品之用心，汇报表达之流利，知识思想之广阔，通过不同学科交叉的思维碰撞，激发了同

学们对课程学习的更大兴趣。本次参赛作品 14 件，比赛项目以通过 PPT 汇报评委打分为主，参赛同学

在限定的 5 分钟里即席挥毫。通过评委的认真评选，最终选出特等奖 2 名，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4 名，

三等奖 5 名，优秀组织奖 5 名。 
本次论文比赛的参赛作品中既有充满想象力的人工智能和天文学结合，也有脚踏实地结合所学专业

对传统中医联系起来渴望在未来在学业上有所作为，更有善于发现的眼睛讨论污水治理问题，希望能为

家乡的青山绿水做出自己的贡献。 
 
Table 1. The entries of 14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majors in the essay competition 
表 1. 本次论文比赛不同专业年级 14 位同学的参赛题目 

年级 专业 论文题目 

2022 级 药学 物理理想模型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 

2021 级 护理学 物理学与生态文明 

2021 级 护理学 人类文明新形态视域下人工智能发展的动态 

2022 级 中药学 物理学与传统中医药的火花 

2021 级 市场营销 天体物理与人类文明 

2022 级 医学检验技术 浅谈物理学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2022 级 医学检验技术 物理学与生态文明发展—以污水处理为例 

2022 级 医学检验技术 牛顿对人类文明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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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21 级 公共事业管理 浅谈物理学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多元贡献 

2022 级 公共事业管理 漫谈人工智能伦理学 

2022 级 公共事业管理 物理闪耀人类文明前程 

2020 级 药物制剂 浅谈物理学在新药研发中的作用 

2020 级 药物制剂 超导体促进人类文明 

2022 级 药物制剂 浅谈物理学与哲学的互相影响 

3.2.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教学方式的优势 

3.2.1. 以比赛为手段，提升大学生综合能力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教学模式可以提高学生学习主动性和学习兴趣，进而促进学生主体意识的

养成 [4]。《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该门通识课程相对于医学类课程较为枯燥，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

教学模式打破了以往的囫囵吞枣学习模式，通过比赛机制提升学生的竞争意识，有助于学生积极主动参

加学习，提高学习效果 [5]。在课程教学中，不再是教师不断地给学生灌输知识作主导，而是老师与学生

共同完成任务与项目，成为彼此的合作伙伴 [6]，选修此门课程的同学结合自身兴趣倾向自主选择研究方

向，查阅文献，完成论文，最终以 PPT 形式汇报成果，该教学方式打破传统理论教学中学生被动学习惯

像。“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教学模式突出“学生主体，老师主导”使学生更为主动地了解学习物理学

与人类文明关系，更好地将所学理论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最终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 

3.2.2. 以比赛作载体，提升高校教师教学水平 
在以赛促教促学的实践教学模式下，授课教师根据学生学情分析，有明确目标地进行教学研究以及

教学实践内容设计，调整实践课程与理论课程的比例，能很大程度上提高老师的专业素质、授课水平和

综合能力，教学质量也能得到有效提升 [7]。同时在“促教”活动中，教师的“教”要强调教师设计策划

课堂活动的重要性，“教”与“学”的互通过程中，教的行为促进学的行为。这种教学方式对教师实践

经验和专业教学水平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想要更好地解决学生在赛前、赛后、赛中过程遇到的问题，

老师必须学习新教学理念，将学科前沿知识有机融入，增强自身专业素质和教学能力的培养与训练，有

针对性地跟进当代社会发展对课程理论知识的新要求，以此满足学生多元、多层次的培养需求。从课程

引入、课堂提问、课堂交流、即时反馈等多个教学环节向不同形式的课堂借鉴总结经验，有利于培养老

师因材施教的能力 [8]。 

3.2.3. “教，学，赛”三位一体，对师生具有双向促进作用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将“教”“学”“赛”三个方面融合，对师生起到双向促进作用。以往的

教学模式学生难以检验自己的学习状况、难以感受到新教学方式的特点，教师难以接受新知识和新教学

模式。“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教学模式要求教师具备淳厚的知识储备以及较丰富的实践经验，才能为

学生做好引导和演示，对教师的高要求推动教师全面发展 [5]。同时不同学院、专业、年级之间组织比赛

不仅能让不同教师之间互相学习借鉴，还能让学生打破年级界限参与学习提升团队协作能力。“以赛促

学、以赛促教”教学模式使学生更容易理解并掌握专业知识，获得实践机会，检验自身的自主学习思考、

创新意识、实践技巧。在“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模式下，若学生想要取得成绩，必须主动学习，从实

践中获取经验教训，教师需要较强的学习指导能力，学生与教师荣辱与共，同时在“教，学，赛”三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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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融合的教学模式中，双方都能得到知识提升与实践能力的培养。 

3.3. “以赛促学、以赛促教”现存问题分析 

3.3.1. 缺乏新的考评激励体系，学生参与积极度较低 
随着我国高教事业的蓬勃发展，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对高校学生的要求已不仅仅限于基础课程

学习成绩，而是要求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对学生综合能力、素质拓展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由

于高校学生专业课程较多，学生的时间和精力有限，花费在《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这样的通识课程时间

相对较少，参加一个比赛是较为漫长的过程，从最开始的选题，到准备和最后的参加考核有可能需要大

量占用学生的课余时间。同时该类通识课程作为学生的选修课，学生完成考核后，除了获得相应选修课

程学分，将不会再获得额外项目如素质拓展类加分，导致学生对于课程的比赛参与度不如其他学科，学

生参与积极性也大幅降低。 

3.3.2. 学生实践能力基础差，思想觉悟不高，难以适应实践性教学 
高等院校学生大多是从高中毕业进入学校学习，高中教育主要围绕理论课堂知识，以高考成绩为主

要目标，实践性教学环节缺乏 [9]。学生直接由高中过渡至大学，大多数学生缺乏实践经验，使其自身缺

乏实践基础。而“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实践教学的模式，主要采用赛制以及模拟专业实践场景从而增

加学生学习难度，提高学生专业素养以及综合实力。除此以外，高校大多学生没有树立一个正确的比赛

认识观念，他们浅显地认为“赛”只是为了完成老师的考核，完成老师的任务，最终获得学分。长此以

往，学生难以认识到实践对提升自己综合能力的重要性，无法适应学校开展的实践性学习，甚至会对参

赛产生恐惧以及抵制心理。 

3.3.3. 缺乏完整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教，学，赛”难以有机融合 
通识课程的“赛”与教育部所组织的技能大赛不同，通识课程的“赛”面向的是选修该门课程的学

生人群，其参赛资格要求相对较低，但目前高校的大多数通识类课程还停留在传统的应试教育层面，大

多数以完成课程考核为主要目的 [10]，缺乏完整有效的实践教学体系。《物理学与人类文明》是一门以提

升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为目的的课程，单纯地依赖授课教师来讲授知识，学生难以真正理解掌握教学内

容。“以赛促学、以赛促教”教学体系的不完善使得授课老师的教学内容、学生的课程学习、课程比赛

方式难以有机结合。难以使学生由被动转为主动地接受课程知识，难以让学生正确认识通识课程。不全

面的教学体系，容易使优秀的学生创新思维以及自主学习能力原地踏步没有长足发展机会，甚至使其对

学校通识课程产生厌学，恶学的心理，极大程度的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发展 [11]  [12]。 

4.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在通识课程教学中的改革措施 

结合当前《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课程教学方法、经验以及现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当前通识课程

的几点改革措施。 

4.1. 结合第二课堂构建多元化课程考评体系，激发学生学习的动力 

第二课堂指的是，除学校按照专业培养计划所规定的教学计划以外的第一课堂，能够提高学生综合

素质，丰富其课余生活的一系列活动 [13]。第二课堂作为大学生能力发展的主要平台，其多采取新形式、

新手段，以进一步调动学生学习热情与兴趣。第二课堂与通识课程二者结合，将通识课程“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的教学理念融入，构建丰富多彩的通识课程评价制度。学生通过选修《物理学与人类文明》

等通识课程，完成课程的“赛”制考核，最终以论文比赛和 PPT 汇报，由授课教师和其他考评教师对其

成果进行第一课堂和第二课堂的“双考评”(图 1)，若被第二课堂考评合格，则学生可获得第二课堂相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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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素质拓展学分加分。在教师考评体系制定方面，组建由授课教师、管理人员、课程教研室和学生共同

参与的多元联动考评团队，制定通识课程各模块的考评比值 [14]，同时制定不同考核结果获得第二课堂相

应学分的比值。通过融合第二课堂的考评体系，有助于提升学生对选修类通识课程的学习积极性，同时

有利于高校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培养具有通识基础的创新型人才 [15]。 
 

 
Figure 1. Dual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general studies courses 
图 1. 通识课程双考评机制 

4.2. 挖掘哲学元素融入课程，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 

“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使学生足不出户就能从网络获取信息、了解社会，但是网络信息难以辨别是

真是假，一些虚假的信息通常会影响大学生形成良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16]。通识教育在拓展大

学生专业知识和学科见识的基础上可以培养学生的人格，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认识观和世界观。在这种情

况下，通识学科教育作为大学素质教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更需要起到“哲学思政”的作用，通过以“哲

学元素”渗透课堂教学的形式让大学生尽可能自主思考，培育他们的人文哲学思想、社会伦理及家国情

怀，让他们具社会责任心，从而成为一名有担当作为，认真负责的优秀大学生。因此，“哲学”知识融

入通识课程教育教学是必要的。在通识课程中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课堂哲学思政融合的体系 [17]，将

课程思政、人文哲学、社会文明元素有机融入到课程教学，提升学生的思想素质。 

4.3. 在教学过程中融入参赛内容，构建“教，学，赛”三位一体的实践体系 

将“教、学、赛”三者进行融合并非要求学生以获奖为目的，而是希望学生能够通过这种教学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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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新途径、新思路、新方法去解决问题，查找自身弱项，以此更好地学习进步 [18]  [19]。以学生为中心，

课程的“赛”为起点，以“赛”促“学”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实践创新能力、信

息整合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以“赛”促“教”提升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理论应用教学能力、

科研能力、创新能力，提升教师专业水平；“教”与“学”相互作用，最终为社会培养出实践创新型人

才。在通识教育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运用综合比赛，构建完整的比赛赛制框架，让教师、学生、学校三

者一起实现教学活动目标，让学生在理论教育中实践，在实践中学习运用理论知识，在此过程中不断取

长补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从而真正达到“以赛促教、以赛促学”的目的。(见图 2) 
 

 
Figure 2. Practice system of “teaching, learning and competition” in general studies 
图 2. 通识课程中“教、学、赛”实践体系 

5. 小结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学模式是对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大胆尝试 [20]。结合高等院校专业教学模

式基础，将“以赛促教，以赛促学”教学理念融入《物理学与人类文明》这类通识课的教学模式，实现

师生共同进步，构建多元化课程考核体系，注重赛教融合模式的丰富和创新，有利于促进教育思想的转

变、教学模式和思维的改革，有助于形成“教、学、赛”三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推进高校培养高质

量实践创新型人才进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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