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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已经在中高校多种类型的课程中得到广泛应用。但是，在计算机高级语言程

序设计课程中的应用还较为少见。同时，在计算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存在教和学脱节的现象，学

生并不能掌握老师教授的所有知识。因此，在计算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引入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

并针对该课程的特点、授课环境等进行改进、创新，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每周有理论课和实验课，将理

论课和实验课都进行了对分，让学生一周内进行两次自主学习和讨论，内化吸收知识，减少老师授课的

时间。改进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学生中反响较好，同时，学生的期末成绩较好，表明在高级语言程序

课程中引入改进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是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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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PAD (Presentation-Assimilation-Discussion) class teaching mode has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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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dely used in various types of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owever, its application in 
advanced computer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s is still relatively rare. At the same time, there 
is a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advanced computer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s, and students cannot master all the knowledge taught by teachers. In the course of com-
puter advanced language programming, the PAD class teaching mode is introduced and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teaching environment of the course. In the course of computer 
programming, there are theory classes and experimental classes every week, which both adopt 
PAD class teaching mode, so that students can study and discuss twice a week to absorb know-
ledge. The improved PAD class teaching mode has a good response from the students,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students’ final grades are good, which indicates tha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m-
proved PAD class teaching mode in the advanced language programming course is eff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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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1] [2]是由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张学新教授提出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是将课时分为

两半，一半时间让学生分组讨论上一次课讲授的知识，一半时间教师讲授新知识，同时给学生留出内化

吸收的时间，该方法可以强化学生的主体意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将学习过程

分为了三个阶段：讲授(Presentation)、内化吸收(Assimilation)和讨论(Discussion)三个阶段，因此也称为

PAD 教学模式。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高校多种类型的课程得到广泛应用，比如英语[3]、旅游管理[4]、化

学[5]、物理[6] [7]、美育教育[8]等学科，文献[9]提出了将对分课堂和在线教学融合的教学模式，文献[10]
针对对分课堂讨论环节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文献[11]从基于脑科学的人脑工作特性和基于心理学

的认知负荷调控分析了对分课堂的有效性。多年的实践与理论证实了对分课堂是一种有效的教学模式，

能够调动学生积极性，更好地内化所学知识，可以将其尝试引入到各种课程的教学中来。 
目前，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现状是老师讲得多，学生学得少，教和学存在脱节现象。由于计

算机的编程知识比较枯燥难懂，即使教师讲得清楚，学生也很难集中注意力，容易听不懂，跟不上，破

罐子破摔，最后，教师讲了很多内容，学生掌握的知识却比较少，期末考试成绩不理想。这种现象主要

是因为学生没有及时地吸收了老师讲授的内容，继续讲后面的内容，会让学生越来越听不懂，时间长了，

学生就跟不上了，失去了学习这门课的兴趣。 
因此，我们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引入到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中，并针对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特点

及教学环境等进行改进，使该方法适用于在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学，具体创新如下： 
1) 将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理论课和实验课都采用对分课堂模式，增加讨论环节，让学生及时地掌

握所学知识，而不是一味地教师讲授新知识。 
2) 根据学生的掌握程度精心布置讨论内容，难易适中，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有时也

让学生自己设计程序题目，这样，学生更有动力去编程实现。 
3) 灵活安排讨论时间和课程进度，有些章节适当缩短讨论时间，有些章节不安排讨论，有些章节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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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置习题，多安排上课的周数，通过反复上机操作和讨论，掌握所学知识。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实施过程中，学生反响良好，并且在期末考试中，取得了较好的成绩。 

2.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高级语言程序课程中的实践 

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是一门比较枯燥、不易掌握的课程，掌握编程知识需要学生多上机操作，互相

讨论来掌握编写程序和调试程序的思路，光听老师讲解是远远不够的。因此，针对这一特点，我们将对

分课堂教学模式引入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时候，将内化吸收和讨论的过程重复，减少教师的授课时间，

使得学生得以掌握所学知识。 
目前，在多数高校电脑设备完备，计算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一般安排在机房授课，一周上两次

课，一次两小时，第一次为理论课，第二次为实验课。我们将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引入计算机程序设计课

程的理论课和实验课中。理论课，120 分钟，分为两半，前一半时间学生讨论上节课所学的内容，掌握

上节课学习的难点，解决作业中遇到的难题，后一半时间老师对学生讨论过程中未解决的问题予以解答

并继续讲授下一章的内容。实验课，120 分钟，分为三段，前 40 分钟学生自主完成作业，中间 40 分钟，

学生讨论，解决作业中的难题，根据学生的理解程度，老师要给予适当的点拨，讲授解决问题的关键点，

最后 40 分钟，学生继续完成作业。这个时间之所以分为三个部分是从实际出发考量的，前 40 分钟是给

学生独立思考的时间，中间 40 分钟让学生互相讨论，激发学生新的思路，从而解决问题，最后 40 分钟

是为了让学生在讲授完毕后能马上编写、调试程序，及时完成课堂作业。 
具体来说，我们在“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采用了对分课堂教学方法，班级里有 50 名学生，教学

周数 16 周，第 1 周教师讲授程序设计和 C 语言的基本概念和运行程序的步骤与方法，实验课，学生上机

进行操作，并完成简单的编程作业和简答题作业，第二周开始采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理论课前一半时

间讨论上一周学习的知识和作业中没有解决的问题，后一半时间教师进行总结，可以让会的同学讲解难

题，教师给予补充，也可以提一些问题，检查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同时，讲授新课，并布置作业。

实验课，前 40 分钟学生自主完成作业，中间 40 分钟，分组讨论，解决作业中的难题，教师可以给予适

当点拨，后 40 分钟继续自主完成作业。第三周开始，重复第二周的教学过程，最后一周理论课不再讲授

新课，实验课做期末测评。经过讲授、内化吸收、讨论、内化吸收、讨论的过程，让学生充分掌握计算

机的编程技能。第二周到第十五周的对分课堂模式如图 1 所示。从图中可以看出，内化吸收和讨论的时

间总和为 180 分钟，一周内内化吸收、讨论两次，有助于学生掌握编程技能。 
 

 
Figure 1. PAD class teaching mode from week 2 to week 15 
图 1. 第二周到第十五周的对分课堂模式 

 
下面以“循环结构程序设计”一章为例，具体阐述对分课堂的实施步骤。理论课对分课堂的教学步

骤如下： 
步骤 1：课堂讨论 
给学生 1 小时的讨论时间，讨论上一节课的学习内容，为“循环结构程序设计”一章的 5.1~5.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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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C 语言的三种循环语句，将学生五人分为一组，因为机房一排有十个电脑，五人分为一组比较合适，

大家针对具体题目，讨论三种循环结构的写法，掌握三种循环结构的异同及循环语句的要点。 
步骤 2：教师讲授 
教师集体答疑，回答学生最终没有解决的难题，并总结所学知识。同时，讲授 5.5~5.8 节内容，即循

环嵌套，循环程序综合应用等知识。 
实验课对分课堂的教学步骤如下： 
步骤 1：学生独立完成作业 
给学生 40 分钟时间，让他们自己思考，独立完成作业，循环程序综合应用的编程题。 
步骤 2：讨论作业中的难题 
给学生 40 分钟时间，5 人一组，小组内的同学互相讨论，解决不会编的程序和调试不出来的程序。

如果学生解决不了，教师要统一讲解解题要点，对学生做适当引导。 
步骤 3：学生独立完成作业 
给学生 40 分钟时间，继续独立完成作业。 

3.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高级语言程序课程实施的问题 

采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也发现一些问题，分别存在于教师

讲授、学生独学和讨论方面。 

3.1. 教师讲授存在的问题 

教师讲的课过于细致，没有留给学生自己思考的空间，或者对有些知识引导不到位，学生没有自学

的方向，不知道应该去学些什么知识。 

3.2. 学生独学期间的问题 

学生在独学的期间，不够积极主动，比较懒散，也有的同学不会学习这门课程，不知道从何下手，

甚至有的同学还在记忆编程语法。 

3.3. 讨论环节的问题 

这个环节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也是需要重点把控的环节，讨论的效果好，学生可以学到知识，讨论

的效果不好，会浪费学生的时间，一无所获。具体有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 学生分组不合理 
有些小组的同学平时关系过于生疏，他们很难讨论起来。有些小组的同学都爱发言，抓不住重点，

讨论效率低。有些组内的同学都比较慢，遇到难题都不知道从何下手，有些小组全是掌握得比较好的同

学，没有太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2) 学生懒散 
部分学生比较懒散，讨论时间做了别的事情或者和注意力不集中，没有真正抓紧时间参加讨论。 
3) 讨论内容难易不适中 
讨论内容有时布置得太难，大家都不会，讨论不起来，有时太简单，也没有讨论的必要。 
4) 教学进度和讨论时间安排不合理 
有些章节比较简单，讨论时间安排得过长，有些章节比较难掌握，安排的讨论时间不够，没有根据

各章节的难易程度，灵活地安排讨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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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高级语言程序课程中的创新 

针对上一节中提到的对分课堂在计算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措施改进对

分课堂教学模式。 

4.1. 教师讲授的改进 

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下，教师要引导性授课，对于学生可以自己看懂、琢磨会的问题留到实验课，

让学生自学，这样可以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将来可以自学更多的计算机编程知识。同时，教师可以提

出问题，让学生课下解决，提高学生学习的动力，也可以让学生在已有的程序上做一个简单的修改，增

加一些功能，来逐步掌握编程的技能。 

4.2. 学生独学过程的改进 

实验课留给学生独立完成作业的时间要加强监督，禁止看视频，打游戏，玩手机，同时，要给学生

回答疑难问题，引导学生去上机编写程序，调试程序。 

4.3. 讨论过程的改进 

针对讨论环节存在的多个问题，采取的应对措施如下： 
1) 合理分组 
学生分组的好坏，会关系到讨论结果的好坏，同一组的同学应思维互补，性格互补，才能碰撞出思想

的火花，否则，大家思路相近，可能一起走进死胡同，解决不了问题。性格上都内向或都外向，可能会讨

论不起来或者太乱，没有章法，达不到预期的讨论效果。因此，本着组内互补的原则，在学生自愿报名的

基础上，做出适当调整。同时，兼顾学生的成绩，每个小组里要有尖子生、中等生和后进生，5 人一组的

话，1 名尖子生，1 名后进生，3 名普通生，这样，好学生会带动普通生和后进生，提高学习成绩。 
2) 完善考核机制 
为了避免学生懒散，要加强监督，教师授课时，要随机抽取小组，回答一些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

情况，或者是让小组派代表总结所学知识。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给出学生的平时成绩，按比例算入期

末成绩。期末成绩的比例为 60%为期末考试的成绩，40%为平时成绩，将平时成绩的比例加大，使学生

更注重平时的学习态度而非最后的成绩。 
3) 精心布置讨论内容 
根据学生的掌握程度精心布置讨论内容，要难易适中，循序渐进地引导学生掌握所学知识。比如，

数字的排序程序可以分成如下阶段：两个数排序→三个数排序→多个数排序，在这个程序的编写过程中

逐渐地掌握选择结构语句、循环语句、函数语句、指针语句。不能一开始让学生编写多个数排序的程序，

要逐步引导掌握。 
4) 灵活安排讨论时间和课程进度 
根据课程内容的难易程度，灵活安排对分课堂的讨论时间和课程进度，比较容易掌握的章节要减少

讨论时间，比较难掌握的章节要多安排周数，多布置作业，延长讨论时间。比如，常量、变量、表达式

等一些内容，因为它没有理解的难点，不需要讨论，讲一下就可以了。程序设计的选择结构，也比较容

易理解，难点较少，也不需要太长的讨论时间。而有些章节的知识有一定的难度，需要多布置作业，多

次讨论才能掌握，比如程序设计的循环结构、数组、指针等知识。 

5. 教学效果 

通过企业微信群和学生互动，随时接受学生的反馈信息，调整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中的一些细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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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采用调查问卷的方式，考察学生对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满意程度，大部分学生比较满意，能适应这

种教学模式，能从讨论中学到了更多知识。 
从期末考试成绩来看，学生的成绩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参加考试的人数 49 人，1 人缺考，90~100 分

的学生 13 人，60~89 分的学生 35 人，不及格的学生 1 人，期末成绩的分布表明大多数同学掌握了高级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达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6. 结论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在计算机高级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初见成效，该教学模式能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更好地内化吸收所讲知识，改善了计算机程序设计课程的教和学的脱节问题。但是，该教学模式仍然存

在一些问题，有一些同学发言不是很积极，下一步要继续改进，探究如何能激发学生的讨论热情，让更

多的同学活跃起来，也准备尝试采取分层布置作业，阶段性调整分组等措施，让不爱发言的同学放下包

袱，参与进来，进一步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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