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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发展心理学》课程中开展“教师主导线下教学 + 学生主体线上学习”的混合对分课堂模式教学改

革，充分调动了学生的主动性和参与度，培养了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沟通交流能力及团队

协作能力。实验组学生课程综合成绩优秀率高，学习目标认同度、达成度及课程总体满意度等均反映很

好，混合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效果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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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urse of Development Psychology, the teaching reform of mixed PAD mode of “teacher-led 
offline teaching + student-subject online learning” was carried out, which fully mobilizes students’ 
initiative and participation, and cultivates students’ critical thinking, creative thinking, communi-
cation ability and teamwork ability. In the experimental group, the students had a high excellent 
performance rate in the course, and the recognition degree, achievement degree of the learning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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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verall satisfaction of the course were all well-reflected. The effect of the mixed PAD mode is 
satisfa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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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 8 号)中明确提出，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

要素，课程质量直接决定人才培养质量。要建设适应新时代要求的一流本科课程，让课程优起来、教师

强起来、学生忙起来、管理严起来、效果实起来，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一流本科课程体系，构建

更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体现了国家对课程建设的高度重视。 
《发展心理学》是应用心理学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对后续《心理咨询与治疗》等课程的学习和未来

工作生活及个人发展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近些年，随着科技进步，《发展心理学》教学手段也不断

更新，尤其是经过疫情期间全面线上教学的考验，网络教学平台引入到教学中，混合式教学兴起，使课

堂教学突破了以往时间和空间上的限制，实现了教学手段的革新。虽然教学模式有改进，但《发展心理

学》的实际教学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第一，仍然以讲授式教学为主，辅以线上教学，但线上线下融合不

够，课程设计欠协调统一，整体效果不太理想。第二，课堂上师生互动不足，学生对老师的主动回应少，

学生的积极主动性还有待于进一步调动。增加课堂讨论可增强师生互动，提高学生主动性，但若在缺乏

设计的情况下将课堂大部分时间用于讨论，则会明显减少课堂教学容量，影响课程进度。第三，从课堂

氛围上看，学生活跃度不高，课堂学习效率需进一步提高。大部分同学能够认真听讲，跟着课堂节奏走，

但部分同学还是存在上课睡觉、玩手机，甚至逃课的现象。第四，线上学习学生参与被动，教学视频和

主题讨论未实现全员参与，拓展资源利用率偏低，没有充分发挥出线上教学资源融入教学的优势。 
针对《发展心理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课程教学中引入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提出的“对分课堂”

教学模式[1]，该模式可综合传统课堂与讨论式课堂的双重优势，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自主性，提升学生

课外学习的积极性和课堂的学习参与度，并结合线上丰富的学习资源，以一种创新的混合式“对分课堂”

开展教学，以提高课堂的教学效果。在当今混合式教学兴起的大形势下，对《发展心理学》进行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对分课堂模式教学改革，这是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可称为“混合对分课堂”。混合对分课

堂是将课堂时间分为两部分，其中一半时间教师讲课，另一半时间留给学生讨论，并把讲课和讨论时间

隔开，以便让学生有一定时间内化吸收。本研究在课堂讲授之后的讨论时间后移，给学生留一周时间自

主安排学习，进行个性化的内化吸收。对分课堂可分为结构清晰的三个过程，即讲授(Presentation)、内化

吸收(Assimilation)和讨论(Discussion)，简称 PAD 模式，其中内化吸收是对分课堂的特色。在内化吸收阶

段，学生要结合课程线上平台丰富的教学资源进行自主学习，要完成“亮、考、帮”内容梳理，为讨论

环节做准备。“亮、考、帮”是指在课后自主学习过程中，学生要总结出已掌握的知识点，称为“亮闪

闪”；学生针对他们已经理解的知识，但其他人可能不知道的知识来考别人，称为“考考你”；自己不

懂或想要解决的问题，并在讨论中向同学寻求帮助的过程称为“帮帮我”[2]。这个过程可以促进学生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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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掌握知识，培养学生归纳总结能力及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可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提

升学生的成就感。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2021 级应用心理学专业 1~4 班学生共 125 人，其中，1~2 班 62 人为实验组，3~4 班 63 人为对照组。

实验组实施混合式对分课堂教学，对照组实施常规教学。 

2.2. 研究方法 

于 2022 年下半年 2021 级《发展心理学》课程开课期间开展基于现场的“混合对分课堂”实践教学

研究。 

2.2.1. 教学流程 
《发展心理学》第一周课讲授内容，要求学生课后自主复习学过的内容，并绘制思维导图作为作业

于第二周上课前提交至学习通平台，同时准备讨论时需展示的个人亮点、考点和疑点，内化吸收用时一

周。第二周课的前一半时间用于讨论，以“亮、考、帮”的思路组织讨论；后一半时间由老师讲授新内

容。以后实施过程也基本相同。 

2.2.2. 讨论形式 
学生 4 人一组，上课时各组集中坐。讨论分层进行，先进行组内讨论，组内同学依次亮收获、考同

学、提疑问，重复问题可跳过，无法解决的问题带入组间讨论。组间讨论相邻组结对子，两组间互亮、

互考、互答疑，组间讨论解决不了的问题带入班级讨论。班级讨论，又称师生对话，老师随机选 3~4 组

报告讨论情况，并在全班范围内征集组间讨论未解决问题，鼓励能解答的同学积极发言，同学无法解决

的由老师讲解，讲解过后进行简短总结，讨论结束。各层讨论用时 10~20 分钟，整个讨论过程 45 分钟。 

2.2.3. 线上学习(学习通平台) 
学生课后在学习通平台进行独立学习、观看课程视频、阅读拓展材料，教学活动主要包括提交课程

作业、线上测验、共享教学资源、主题讨论等。要求每组学生在课程学习期间完成一个发展心理学实验的

设计和录制，并附上文字说明，在最后的讨论环节进行公开展示，择优收录到学习通平台课程教学资源，

以丰富课程资源建设。在整个过程中，学生完成思维导图可锻炼总结、概括、条理化等思维能力，文献

阅读汇报可锻炼学生的科研素养，发展心理学实验设计及录制可培养学生的探索精神和团队协作能力。 

2.2.4. 课程考核(过程性考核 + 期末考试) 
过程性考核包括线上学习情况考核(教学视频观看、主题讨论、作业和线上测试以不同比例计入成绩)

和课堂讨论情况考核(同学互评即每个同学接受另外三个同学的评分取平均分，从学习态度、参与度及知

识掌握度三个方面评分，老师结合每个同学提交的“亮、考、帮”书面材料及实际表现判断其合理性，

郑重要求并指导学生客观评价)，分别以 30%和 20%的比例计入综合成绩。期末考试为闭卷考试，以 50%
的比例计入综合成绩。 

2.2.5. 教学改革效果评价 
一是课程综合成绩：满分 100 分，按照分数分为优秀(≥90)、良好(80~89)、合格(60~79)和不合格(<60)

四个等级；二是对学生发放课程学习效果调查问卷，对课程重要性认识、学习目标清晰度及达成度等进

行评价。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3.112036


杨美荣 等 
 

 

DOI: 10.12677/ces.2023.112036 221 创新教育研究 
 

3. 结果 

3.1. 课程综合成绩的比较 

实验组成绩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1)，且实验组的优秀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 < 0.01)。见表 1。 
 

Table 1. Comparison of the comprehensive scor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1. 两组学生综合成绩比较 n (%) 

分组 人数 总成绩**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实验组 62 88.02 ± 4.86 27 (43.5) 31 (50) 4 (6.5) 0 (0) 

对照组 63 84.95 ± 5.27 9 (14.3) 44 (69.8) 10 (15.9) 0 (0) 

注：**表示 P < 0.01。 

3.2. 课程学习效果调查结果 

两组学生在课程重要性认识上没有差别，而在学习目标认同度、达成度、是否喜欢讨论式学习、注

意力维持在课堂上的时间占比、课业任务是否繁重、课程总体满意度以及课外线上学习时长上均差异显

著，表现为实验组高于对照组。而且在混合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下，线上自主学习及课余作业量明显增多、

难度加大的情况下，实验组仍有 90.32%的学生认为课业任务并不繁重，体现了学生对这种新教学模式的

高度肯定。见表 2。 
 

Table 2. Comparison of the course learning effect between the two groups, n (%) 
表 2. 两组学生课程学习效果的比较 n (%) 

项目 选项 实验组(n = 62) 控制组(n = 63) 

课程重要性认识 重要 62 (100) 59 (93.65) 

学习目标认同度* 认同 60 (96.77) 55 (87.30) 

学习目标达成度* 达成 59 (95.38) 52 (82.54) 

是否喜欢讨论式学习* 喜欢 60 (96.77) 53 (84.13) 

注意力维持时间占比** 80%以上 53 (85.48) 41 (65.08) 

课业任务是否繁重* 否 56 (90.32) 47 (74.60) 

课程总体满意度* 满意 59 (95.38) 51 (80.95) 

课外线上学习时长* 小时 3.9 ± 0.77 2.2 ± 0.63 

注：**表示 P < 0.01，*表示 P < 0.05。 

4. 讨论 

“对分课堂”系统贯彻了四大经典学习理论(行为主义、认知主义、人本主义和建构主义)和三大现代

教学理论(发展性教学理论、结构主义教学理论、范例教学理论)，整合了“教师主导”与“学生主体”两

大理念，契合中国教育现实，本土特色鲜明[3]。对分课堂是将传统的教师讲授课堂与讨论式课堂相结合

的新型教学模式，融入线上教学的混合对分课堂，与时俱进，与当今“互联网+”的大背景相适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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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中的混合对分课堂包括“教师主导线下教学”和“学生主体线上学习”。线下教学由教师主导，

采取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实施过程具有“3 个三”特点，即“学习过程三步骤”(教师讲授、学生内化、

师生互动分享)，“讨论交流三层次”(组内讨论、组间讨论、班级讨论)，“学习内容三重复”(教师上课

讲一遍、学生课后自主学一遍、师生讨论交流一遍)，学生对所学内容理解透彻、掌握扎实、范围拓宽。

在“混合对分课堂”模式下，内化吸收环节的自主学习及对分课堂的讨论充分调动了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针对性地解决了传统教学中学生的消极被动问题，教学效果得到保证。实验组的同学课程综合成绩显著

高于控制组(P < 0.01)，说明混合式对分教学模式教学效果显著。 
课程学习效果调查结果显示，实验组学生在学习目标认同度、达成度、是否喜欢讨论式学习、注意

力维持在课堂上的时间占比、课业任务是否繁重、课程总体满意度以及课外线上学习时长上均高于对照

组，这说明混合式对分课堂教学模式非常受学生欢迎。课堂讨论环节中“亮、考、帮”的设置，使得学

生课前准备更充分了，课上听讲更认真了，课堂讨论更投入了，学习效果更突出了。因此，实验组学生

的课程目标的认同度、达成度及整体满意度都很高，而且，即使学习难度增大，课业任务加重，课下自

主线上学习投入的时间大量增加，大家也乐在其中。研究结果也充分体现了混合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优

势：首先，混合对分课堂教学融合讲授法和讨论法[5]，重构《发展心理学》传统教学模式，培养学生核

心素养，让批判性思维、创造性思维、沟通与合作能力在日常教学中得到贯彻落实，有效提升学生倾听

关爱、人际交往等能力。其次，混合对分课堂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促进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

学习和研究中，在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获得成长和发展，让学生学会学习，增强学生的创新精

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能力，实现知识目标和能力目标。第三，可以让学生学会独立学习和独立思考，

在学习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在讨论中实现观点碰撞，不断检验、修正个人观点，培养学生思维的逻

辑性、客观性、理据性。第四，可以重塑师生关系，能促进教师和学生之间的理解和认同，建立更为积

极、健康和发展的师生关系，达到教学情感目标。第五，师生互动、生生互动可以培养学生诚信、友善、

平等、自由、和谐、文明等核心价值观，实现立德树人的思政目标。在混合式对分课堂的教学过程中，

学生在上述各方面的提高均有所体现。 
综上，本研究发现，混合式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课程目标达成度高，教学效果理想，建议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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