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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过渡教育是大学新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亟待探索出一套可行性高、复制性强的教学模式。为解决大

一新生在专业课学习上的障碍，可开展以学术支持为主的新生过渡教育，在学业和生活上为大一新生提

供多元多维的支持和服务。本文从《管理学原理》的课程教学改革出发，探究“信息化新生研讨课”的

可行性及效用。“信息化新生研讨课”是以教育信息化2.0为背景，依托教学信息化技术，搭建线上学习

社区，充分利用学生的碎片化时间，延展学习的时空维度，旨在提高大学生学业求助能力以及正向提高

大学生的专业适应性。同时，常态化疫情防控的需要催生信息通信技术在教与学过程中的广泛运用。本

课程团队以“线上–线下新生研讨课”为主要教学组织形式，在“课前–课中–课后教学环节”设置有
针对性的特色研讨课，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或情感支架，帮助学生平稳渡过学习困难期。依托信息化教学

技术，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组等平台进行知识共享与学习需求反馈，以主讲教师的知识管理为主，

以高年级学生为人员支持，帮助学习者解构与重构知识体系。由此可见，切实地落实新生研讨课，对保

证有效教学、研讨式教学形式的推广以及提升课程教学质量具有重要意义。综上，持续推广与改进“信

息化新生研讨课”的教学理念有一定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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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ransition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egment of freshman education, and it is urgent to explore a 
set of teaching models with high feasibility and strong replication. In order to assistant freshmen 
in the study of professional courses, we can implement the transition education for freshmen 
about academic support, and provide multiple and multidimensional support and services for 
freshmen in their studies and life. This paper takes the teaching reform of “principles of manage-
ment”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information-based freshman 
semina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2.0, relying on teaching informa-
tion technology, we should build “the information-based freshman seminar”, make full use of stu-
dents’ fragmented time, extend the space-time dimension of learning, improve college students’ 
ability to seek for academic help, and then affect their professional adaptability. Meantime, the 
need for norma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is promoting the extensive use of informa-
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The course team 
takes the “online-off line freshman seminar” as the main teaching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sets up 
targeted characteristic seminars in the “pre class-in class-after class teaching processes”, so as to 
provide learners with learning or emotional support, and help students survive the difficult pe-
riod smoothly. Relying on information-based teaching technology, we use WeChat official account, 
WeChat group and other platforms for knowledge sharing and gathering feedbacks on learning 
demand, focusing on the knowledge management of the lecturer, with the support of senior stu-
dents, to help learners deconstruct and reconstruct the knowledge system. Carrying out effective 
teaching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ensure effective teaching, promote the discussion teaching form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of the course. In conclusion,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conti-
nuously promote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concept of “the information-based freshman semin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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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管理学原理》是医学院校公共事业管理、健康服务与管理等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对培养医院行政

管理人员的逻辑思维以及职业能力有一定作用。该门课程的理论脉络可以帮助学生认识到管理的基本职

能，理解组织对管理者的基本要求，无形中塑造良好的管理素养。同时，该门课程在管理类专业课程体

系中具有特殊的专业入门性质，课程教学内容及知识体系决定了教学团队需要在基础性与应用性、理论

性与实践性、入门性与高阶性之间进行权衡 [1]。应用型高校《管理学原理》的教学普遍存在教学手段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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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相对单一，对学生主体性的忽视，课程教学缺乏活力等问题 [2]。通过近 5 轮教学的反思，本课程团

队发现：该门课程的不及格率一直维持在 15%~20%。对大学生而言，大学的专业学科学习与高中的传统

教育是存在本质的区别。本校开展的《管理学原理》课程十分符合对“困难课程”的界定范畴，所谓困

难课程是指超过 30%的学生退选该门课程或者获得不理想成绩的课程，比如高数、化学、解剖学等 [3]。
本调查发现：60%以上的学生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学习障碍，比如无法掌握有效的学习方法，认为课程内

容晦涩难懂，以及专业认同感低等。作为学生眼中的困难课程，对《管理学原理》的教学进行改革势在

必行。课程团队在 2022~2023 学年的教学中，以 BOPPPS 教学模式组织“信息化新生研讨课”，以线上、

线下相结合的形式开展新生过渡教育，探索操作性强的教学路径，旨在为学生提供多元多维的学业支持，

促进学生的发展，以期有效地革新现况。 

2. 大学新生教育 

2.1. 新生过渡性教育体系 

高等教育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大学新生教育则是整个大学教育的起点。新生教育的成功与否不

仅影响到学生自身大学学习生活的质量，也关系到整个本科教学质量和高等教育事业的长远发展 [4]。而

过渡教育是大学新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实施形式 [5]。大学新生过渡教育以学生发展理论为基础，

强调学生的整体经验以及发展需要，旨在通过一系列的学习体验活动，帮助学生更好地融入大学的学习

和生活环境，顺利实现从中学到大学的过渡衔接，并为以后的学术与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6]。新生

研讨课是过渡教育的教学模式之一，面向大学新生开设的以探索研究和讨论为基础的教学课程，该教学

模式在授课方式、教学手段、组织形式、考核机制等诸多方面皆与惯常教学有很大突破和不同 [7]。区别

于传统的以知识传授为中心的课程，研讨课也称作习明纳(Seminar)，是一种以问题解决为中心，由教师

创设有效的问题情境，教师与学生一起查阅资料，经过研究、讨论、实践、探索等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从而使学生掌握相应的知识或技能的教学模式 [8]。新生研讨课更加重视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一种相互

信赖，畅所欲言的沟通交流模式 [9]，其目的是通过某一主题研讨活动，在教师的引导下，师生充分互动

讨论研究，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发现问题，探索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10]。同时，新生研

讨课能够完善我国本科教学的课程建设，促进研究型人才的培养，为新生提供一个良好的学术成长环

境 [11]。课程团队为新生组建起能力与知识结构互补的研讨组，搭建学习共同体，能更进一步促进学生社

会和学术领域的参与和发展，帮助新生成功过渡到大学生活 [5]。学习共同体的一种组织形式——学习社

区，是以共同目标为特征的学生小群体，可被用来建立一种团体认同感、凝聚力，以鼓励不同课程之间

的联系合作，帮助学生的课程经验更好的进行整合 [12]。综观所述，高校可以通过搭建线上学习社区，实

施过渡教育，达到对新生的有效干预。 

2.2. 我国大学新生适应性教育现况 

“大学新生教育”的概念在 20 世纪 90 年代才正式被中国高等教育界所采纳 [4]，起步较晚，缺少专

门的组织管理机构，存在“教学内容形式化，教学组织缺乏针对性、连贯性、系统性”等关键问题 [5]。
大学的发展与持续改革需要政策的导向，国内学者于 2019 年指出我国有关新生研讨课的课程激励与保障

层面的内容仍未得到应有的关注 [13]。但是，大学生的确在入学第一年需要面对来自社会心理调整和学术

调整的一场严峻考验 [14]。国外学者认为：新生研讨课这种小型入学课程能够帮助新生进行学业和社会的

衔接 [15]。同时，随着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推进，根据 2021 年教育事业统计数据结果显示，全国

共有高等学校 3012 所，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 4430 万人 [16]。面对如此体量的大学教育，如何

帮助每位学生都能更好地适应校园生活？如何有足够的教学人员去开展工作？这些问题都需要得到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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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地探索与解决。 

3. 信息化教学的重要性 

信息化普及对人们生活、工作和学习方式的影响与日俱增 [17]。对大学教育而言，信息化可以帮助学

习者提升学习效率，创造时间上更为自由、空间上更为开放的学习环境 [18]。教育 4.0 全球框架指出未来

学校教育与教学的发展趋势，即未来会出现更多混合式、多元化、个性化的教学模式与学习场域，学生

会拥有更多的学习自主权 [19]，特别是在智能技术和知识更迭的时代，学习者需要具备较强的学习意识和

自主学习能力。随着我国进入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教育信息化作为一种内在动力，给教育改革带来了

发展契机。信息素养已是成功大学经历的关键 [5]，尤其是 ICT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技术，即信息通信技术在教与学过程中的运用。比如，以微信企业号为渠道开展信息化新生研讨课，将

社交软件应用于教育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学生的碎片化时间，延展学习的时空维度，旨在高效地实现

教学目标 [9]。在教育信息化 2.0 时代的转段升级关键期，学习系统也会发生一系列变革，教师的角色定

位将从知识来源的“控制者”变为知识内容的“导向者”，从学习活动的“组织者”变为学习环境的

“建构者”，从知识传递的“主导者”变为知识建构的“协同者”，从学习体系的“中心者”变为“服

务者” [20]。学校教育应出现从传授“硬知识”为主的教学模式转型为师生共同建构“软知识”，即将每

个人的零星成果，通过碎片重构的方式，整合成系统化的成果 [21]。依托教学信息化技术的保障，搭建线

上学习社区，利用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等平台进行知识共享，以主讲教师的知识管理为主，解构与重构

学习者的知识体系。通过健全学生在校互动模式，提高大学生学业求助能力，进而影响大学生的专业适

应性 [22]。综上所述，从大一新生的学业需求出发，形成以高年级学生为生力军、以课程主讲教师为轴心，

利用信息化学习互动平台，打造“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多元多维的学习共同体，驱动教学活动的提质

增效，帮助大一新生提升认知能力与学习质量。 

4. 以 BOPPPS 教学模式为框架，课程团队开展“线上–线下新生研讨课”经验 

作为一种以导向互助为主的新型教学模式，BOPPPS 教学模式将教学过程分为导入(Bridge-in)、目标

(Objective)、前测(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及总结

(Summary)六阶段的教学模式，其在调动临床实习生学习的主动性、提高临床教学质量等方面起到重要作

用 [23]。本课程团队以互助精神为总遵循，以辅助教学为宗旨，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依托教学信息

化技术，开展“线上–线下新生研讨课”。 
本门课程的主要人员支持是主讲教师和课程助教团队，其中助教团队主要是由高年级学生组成，大

部分成员正在备考教师资格证。在满足课程实施人员的同时，彰显互助精神，也为高年级学生提供教学

实践的平台。在整个教学过程中，主讲教师的任务是规划课程教学大纲，确定课程研讨主题，引导课程

走向，指导助教团队对教学资源的理解再落实到为大一新生答疑解惑。课程助教的任务是在线上线下混

合式组织的新生研讨课中，对学生进行过程性评价，发现问题并且反馈给主讲教师，使教学过程形成一

个质量闭环，保证有效学习。目前，设置的研讨主题包括大学学习方法、管理学案例教学辅导、专题辅

导等，助教团队在“课前–课中–课后教学环节”均可设计研讨课，围绕主讲教师制定的章节主题，保

证每周安排线上、线下各一次教学活动。具体教学环节的安排，如图 1。 

4.1. 课前知识准备环节 

编写课程教学资料，指导助教团队开展新生研讨课。需要组建线上学习社区，发挥高年级学生的能

动性，为大一新生提供个性化定制的教学服务。比如，以“学习自律打卡 21 天”的教学活动去激发生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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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良性竞争；以“悦读经典管理著作系列”等知识共享形式去引导学生的主动性。主讲教师的任务是

设计学习资源，以微信公众号为例，课前推送公众号推文，预备学生的课堂学习，帮助学生系统地做好

知识管理。学生的任务是在高年级学生的支持下自主阅读学习资源，在新生研讨课的线上平台与高年级

学生以及同辈同学进行交流，潜移默化地掌握学习方法，找准大学学习的规律。 
 

 
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teaching path for the information-based freshman seminar, based on the BOPPPS teach-
ing mode 
图 1. 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信息化新生研讨课教学路径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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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课中知识教学环节 

明确章节知识目标，与学生达成教学目标的共识。通过课中持续的师生互动，多样化教学组织形式，

提高学生的注意力。在教学组织上，主讲教师提倡自主式、合作式和探究式教学方式，强调学生能够主

动思考，理性选择、全面搜集、科学整理以及合理运用有用信息去分析和解决学习问题情景 [13]。同时，

大一新生或多没有掌握专业课程的学习方法，教师需要保证提供充分的教辅资料及课程信息，保证有效

学习。比如，以“管理学原理案例研读”的研讨会帮助学生消化章节知识点，理论指导实践，培养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论文研读”的形式帮助学生锻炼科研思维，培养科研兴趣。 

4.3. 课后目标评估环节 

自编教学评估量表，量化教学目标的完成度。对标章节知识点，以信息化学习平台发放章节小测，

阶段性反馈，明确学生对知识点的掌握情况。同时，以自编量表评估教学环节的实施，形成“师生互评、

生生互评”的评价机制，全面了解课程教学的实施情况。阶段性收集学生的学习体验以及学习需求，总

结反思，提升学习体验。比如，组织以“学习互助会”为主题的研讨课，集中辅导有共同学习体验或学

习障碍的学生，为他们提供学习或情感支架，帮助学生平稳渡过困难期。 

4.4. 教学反思 

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2022~2023 学年《管理学原理》取得了一定的教学效果。以百分制作为考

量标准，该门课程的教学评价得分是 94.39，较过往学期有明显提升。比如，对“布置的课后作业有助于

我更好地掌握这门课程的知识，课后辅导、反馈及时顺畅(当面答疑、网络交流等)”这一评价指标，68%
的学生表示“非常满意”，17%的学生表示“满意”。 

教学团队以结构化访谈对教学实施效果进行了解，可以得出“信息化新生研讨课”对大一新生的学

业表现是有一定的帮助。比如： 
同学 A 表述：“新生研讨课帮助我快速了解该课程方向，以学长学姐的有效经验开展学习，把他们

的错误以此为鉴。” 

同学 B 表述：“新生研讨课帮助我突破社交圈限制，减轻社恐程度，学长学姐的知识经验能让我更

好的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 

同学 C 表述：“新生研讨课会给我们指出自己所碰到的弯路，提供一些较好的学习方法和经验。” 

5. 教育信息化 2.0 背景下“新生研讨课”的运营与建议 

5.1. 依托教学信息技术，开展线上学习社区 

构建主讲教师负责制的课程体系，细化“课前–课中–课后”环节的教学目标。主讲教师需要编写

课程相关的教学与教辅材料，指导助教团队搭建 10~15 位学生为一组的学习共同体，再与团队成员达成

知识与情感目标的共识后，每周组织 2~3 小时的线上互动，相互激励，营造出良性竞争的学习氛围，更

好地保障学生能够方向明确的开展有效学习。依托教学信息化平台，深度挖掘微信等平台的功能以支撑

教学活动的开展，保障学习能够“全时段全方位”的进行，真正引导学生学有所得、学有所思。同时，

新生研讨课应走出传统习明纳单一的教辅导向，强调跨学科、综合性较强的小班化课程特色，助教团队

需要设计与组织多样化的线上学习交流活动，丰富新生研讨课的外延。 

5.2. 以高年级学生为生力军，落实课程辅导 

遴选高年级学生加入助教团队，建立一套良性循环的“生生互动”机制。制定培训计划，有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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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实施过程中支持人员短缺的问题。通过高年级学生或主讲教师为学习者搭建学习支架，随着学习者

自身能力的提升再逐步撤去相应的支架，赋能学生进行独立探索，进而进行更高水平的认知活动。同时，

以持续的“生生互动、师生互动”加强沟通，答疑解惑，提升学生的专业认同感。相较于“灌输式”教

学，“信息化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模式延展了学习时间，课前、课后两个阶段学生之间的交流与切磋，

夯实了学习者对主讲教师输出知识的理解程度。 

5.3. 自编教学评估量表，量化研讨课效用 

对标课程教学目标，编写教学量表。自 2013 年起，中国人民大学将新生研讨课纳入本科课堂教学评

估，制定《中国人民大学新生研讨课课程规范(修订)》，同时配合课程总结、学生意见交流会、交流研讨

会等措施，构筑起定量与定性结合、动态与静态兼具的综合教学评价体系 [24]。本课程团队以“师生互评、

生生互评、学生自评”的考评机制，多元多维地考核教与学的过程，形成以教学效果评估量表，“研讨

课”教学需求问卷，教学目标完成度自查表为主的教学评估量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动态检测、评估

教学环节，及时做出教学反馈，以评促教，持续改进课程教学质量。 

5.4. 制定课程政策，保障新生研讨课制度化 

学校应结合自身办学定位与特色，给予新生研讨课足够的重视和投入力度 [13]。在国家与政府的教育

政策指导下，院校作为课程政策主导者，应确保资金分配、人员与部门的相互配合等，保障课程能够有

序运营 [11]。比如，河海大学依托“十二五”水利高等教育研究规划重点课题，在修订本科培养方法时，

革新观念，全校范围推行新生研讨课的教学模式，让新生入学后即与专业教授见面，了解学科发展动向，

尽快融入大学学术氛围 [25]，旨在培养学习者科学的思维方式与研究方法，发掘研究潜能。面对新生研讨

课教学模式的边缘化状态，需要大力推广，比如成立相关教育研究中心以保证师资队伍，同时争取高校、

教育部门及社会的多方支持 [7]。 

6. 结论 

综观所述，依托信息化教学平台，以学生实时反馈的学习需求与体验去调整新生研讨课的选题，精

准地解决困难学生或困难课程的痛点。基于 BOPPPS 教学模式的信息化新生研讨课能够有效地激发学生

的自主性与能动性，提高师生的情感互动以及改善课程教学质量等。同时，在得到学校层面的制度保障

后，可以大刀阔斧地改革大学困难课程的实施现况。比如将“信息化新生研讨课”的开设时间设置在开

学前的暑假，设计专业性强的特色研讨课主题，为大一新生做好心理建设，更有效地提升过渡教育的衔

接作用。《管理学原理》课程团队在“信息化新生研讨课”上所开展的教学活动可行性高、复制性强，

教学质量及教学满意度都有所改善。针对大学一年级的困难课程，持续推广与改进基于 BOPPPS 教学模

式的“信息化新生研讨课”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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