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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实践类课程面临的课后辅导问题展开研究。在反馈表调研的基础上，得出了课后辅导可以从学

习者和学习内容设计两个方面进行分层，即学生分层和教学设计分层。探究了分层原则和方法：动态模

糊学生分层方法——基础层、普中层、高阶层、隐形交叉层；教学设计分层方法——教学目标分层、辅

导方式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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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earch on the after-school tutoring of practical courses. Based on the feedback form survey, it 
was concluded that after-school tutoring can be stratified from two aspects: learner and learning 
contentdesign, namely student stratification and instructional design stratification. Explored the 
principles and methods of stratification: dynamic fuzzy student stratification methods-basic layer, 
general middle layer, high-level layer, hidden intersection layer; Teaching design layering me-
thod-teaching objectives layering and coaching methods lay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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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实践类教学是高校教学工作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教学设施中，也面临着同样的课后辅导

问题。实践课中既有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挖掘，又有对实操环境的熟悉与掌握，受课堂实践和实验环境

限制，实操课对“学以致用”的进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快速高效在课堂上完成由“学”到“用”的

转换又是学生接触新知识点时的薄弱环节。 
随着信息科技发展，对于教学辅导的实践和讨论越来越多。有研究是基于信息技术挖掘期末考试成

绩来分析学生特点，提出教学辅导策略的。[1]有研究是基于改善教师教学辅导行为细节分析、改善作业

辅导行为案例分析两方面展开的。[2]有文章通过对国内远程教育在线教学辅导实施过程的回顾，重点分

析了“兴趣激发”、“时间优化”两个控制因子的作用机理。[3]有文章对国外跨龄教学辅导的研究和实

践进行了介绍，探索了影响跨龄辅导效果的因素。[4]区别于传统答疑方式，有文章研究了基于 Web 的远

程辅导答疑系统的设计与实现，采用基于 Web 的数据访问技术进行开发，将问题和解答组织到数据库中，

为学习者提供在线答疑、非在线答疑和自动答疑服务。[5]研究文献发现两个问题：1) 辅导方式研究多针

对理论授课需求，若将其直接运用于实践类课程辅导中，缺乏一定的思路转换及办法归纳；2) 实操类教

学辅导设计缺乏分层次、分类两方面的研究。基于这两点的考虑，本文展开了研究。 

2. 实践类分层教学的调研 

课程组选择 2020 级不同专业的 100 名在校生进行了以上的问卷调查，见表 1。学员已完成某自然科

学实践课程的学习，其成绩分布从不及格到优秀不等，对实操课的学习习惯和学习期望均不同。由调查

问卷可以得出实操类课程存在以下情况： 
1) 课堂上学生实操进度不一致。实操进度方面，3 个选项选择比例数相当，差异不超过 5%。深入座

谈发现，与理论课的平行推进不同，进度的差异在课堂上表现较明显，并且通常存在实操卡在某步骤后，

导致下面所有环节无法进行，教员要及时有针对性指导，并且要统筹管理大块时间。此外，在兼顾学生

个人进度和集体进度过程中，学生难免会发生囫囵吞枣，不能独立复做实验实操的结果，随着时间推移，

印象淡薄，无法正确复做实验。4~6 题的问卷统计结果也验证了这点。 
2) 回答不一定的同学，自认为水平发挥不一，更适合模糊分层[6]。实操教员反馈：预习充分或者对

哪类实验感兴趣，就会发挥较好。反之，课堂实操时就会进度较慢，可以说在实操项目之间差异性较大，

并不能因此全盘肯定或否定学生所处层级，故更适合模糊分层。 
3) 综合问卷和座谈的反馈信息发现：在教学辅导中，若将学生的分层固定化，容易导致学生在本门

课程学习中获得感和体验感的降低。尤其是实验实操课程，需要当堂转化学习的知识为行动力、执行力，

这其中如果使用固化分层，会导致间接助长了学生的依赖心理和降低了思考分析的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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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Experiment practice feedback questionnaire 
表 1. 实验实操反馈调查表 

 问题 选项 A 选项 B 选项 C 

1 实验实操进度是否可以达到平均水平？ 是 否 不一定 

2 为什么达不到平均水平？ 没预习 没兴趣 没信心 

3 在课堂赶进度时，喜欢的方法？ 直接问教员 问同学或对比同

学操作 自己看书分析原因 

4 实验实操课后，隔一天是否能自主操作？ 是 否 不一定 

5 实验实操课后，隔一周是否能记得实验实操

的注意事项和易错步骤？能记住多少？ 是，都能记住 否 不一定，能记住一半

左右 

6 实验实操课两周后，是否能独立实操一遍？

正确率大致为多少？ 是，100% 是，70%以上 否 

3. 分层原则或目标 

综上所述，结合实验实操课的特点，可以从学习者和学习内容两个方面进行分层，即学生分层和教

学设计分层，两者相辅相成，层层递进，助力课后辅导的多元和高效。 

3.1. 学生分层原则及方法 

分层原则： 
1) 分析学生的基本学习情况，以学习状态自我监控情况[7]、学生认知结构、学习态度、学习习惯、

学习期望、相关学科成绩反馈表调查结果为主，将不同层级进行分属和概括。 
2) 更适合模糊分层，由学生自测结合教员的评价成绩，自主分层。特点是学生不固定化层级。 
分层方法如下： 
1) 基础层 
主要指基础比较薄弱的学生，调研分析原因主要集中在以下三种情况：对实验实操课的学习积极性

不高，或不重视实验实操课；相关理论课程基础薄弱，导致课下不能高质量地完成预习和复习；动手实

践能力较弱，对于实操环节缺乏信心，有一定的畏难情绪和依赖心理。 
虽然基础层的成绩落差较大，但主要集中在实验实操课的常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问题，有一定的

传统做法可以借鉴，并可预期的是，在课后辅导中学生的实操提升空间较大。辅导的短期目标就是能保

证学生课堂的基本实操进度，在基础知识方面尽快取齐差距，提高其学习积极性。 
2) 普中层 
人数较集中，有提高空间，教员的任务之一是帮助其找到自己的特长，向锚定具体任务或具体方向

的应用实践类、创新类高层跃进。同时，也可让其在课后辅导中发挥同伴互助的积极作用，深入研究实

验实践内容，发现隐藏问题和隐藏需求，为创新做探寻方向、收集素材的准备工作。针对这部分学生的

辅导，辅导内容可以更加深入，辅导任务可以适当拓展，辅导形式可以让学生自主选择。 
3) 高阶层 
高阶层学生一般对课程有较浓厚的兴趣[8]，归纳总结能力和融合各学科的能力比较强，进而有较强

的创新能力。个别学生还有一定的特长，更适合有针对性的特色辅导。课后辅导中，教员主要做好引导

工作，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根据学生创新需求，介绍创新作品，启发探究思路，组织学生讨论、

自主确定探究方向，自主选题，自主设计，完成任务或形成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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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隐形交叉层 
本层是隐含在以上三层中的一个阶层。统计课堂反馈表发现，在课程中不同实操项目里表现不同，

故规律性不强，且课堂实操成绩不稳定。分析原因发现，主要与学生自控力和学习兴趣有关。学生兼顾

特长与短板，对感兴趣的项目表现较好，反之较差。 
例如在大学物理实验课中，有的学生会对光学实验有畏难情绪，出现实操失误不能很好地分析原因，

进而导致实操进度慢、数据误差大等现象；在电学相关实验中，积极思考，能提出改进实验仪器方案，

表现出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和对项目的可控力。 
针对本层的课后辅导任务是扬长补短。以一定的辅导方式快速提高其短板，使其重新定位到常规层

级，实现稳步提升。 

3.2. 教学设计分层原则及方法  

分层原则： 
教学设计分层是学生分层的落脚点，是课后辅导分层的基础，基本原则是在教学目标、教学手段或

教学素材等要素基础上进行针对性、适应性的设计。 
实操类课程的总体难度系数有限，更侧重实操的熟练程度和技能训练，尤其是在此基础上的实验实

操思维、习惯、素养培养以及更高层级的创新实践。所以，在各层级的具体内容设置中，要更加注重有

递进、有联系，能促进学生在实操课程中形成良好的获得感和体验感，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反复练习的

自律性，引导学生积极跃迁升级。相应地，课后辅导也更有针对性，方式可以多元多样，适合不同学习

习惯、学习风格、学习基础的学生。灵活组合才能事半功倍的同时兼顾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分层方法： 
1) 教学目标分层 
教学目标分层[9]是教学活动各环节分层的总指挥，依据不同层次的目标和要求，才能构建后续的教

学活动，其中包含课后辅导活动。教学目标分层应依据人才培养方案、教学大纲和教学实施计划等指导

性、纲领性文件，重新梳理各章节的具体教学目标，在基本教学目标的基础上，结合人才能力培养的目

标，梳理重点和难点的不同层次，设置与基本教学目标相关的中、高阶拓展任务或拓展方向等。 
2) 辅导方式分层 
考虑学生分层特点和教学目标分层依据，辅导方式应以以下特点为依据，组织分层。 
基础层：实操以“扶着走”为主。教员提供具体详实的实验指导书、实操演示性操作等教学资源，

帮助学生完成实操的学习和复习，用讲授、演示、实操练习为主的方式，组织课后辅导。 
普中层：实操以“照着走”为主。挖掘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在完成高标准实操基础上，培养学生用

习得的实验实操方法、技能、思维等用于解决新的应用问题。教员预设拓展任务，或将实操中的具体内

容深化延展，提供一定的指导思路或辅助工具，组织学生练习、讨论、归纳、纠错及解决问题。教员起

到灯塔引导作用，学生在指导中完成自主学习和探索。 
高阶层：实操以“自己走”为主。教师在辅导过程中，不明确具体任务，依托创新俱乐部或相关学

科的国家及省级竞赛，介绍往届优秀作品，组织学生自主收集相关作品，归纳总结创新启发。学生自主

锚定研究方向，设计实验实操任务，最终完成任务，完善实践作品。 

4. 小结 

综上所述，本文针对实践类课程进行了学生反馈问卷调查，得出实践类课程面临的问题，即为课后

辅导中要解决的问题。在实践类课程分层教学调研的基础上，从学生本身和教学设计两个方面进行分层

探究，即学生分层和教学设计分层，分别探究了分层原则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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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采用动态模糊的学生分层方法，将学生分为基础层、普中层、高阶层、隐形交叉层。 
2) 教学设计方面主要从教学目标分层、辅导方式分层两方面探索了分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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