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８卷 第８期
２０１６年８月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Ｖｏｌ．８Ｎｏ．８
Ａｕｇ．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３５８２／ｊ．ｃｎｋｉ．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６．０８．０５２

对分课堂对提升大学生人格的意义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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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一种新的教学模式，对分课堂综合了讲授式课堂和讨论式课堂的优点，它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学
习习惯，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提升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提高学生理解和尊重他人的素养和能力，对提升大学生的

人格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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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意义上，人格是指“个人相对稳定的比较重要的心理特征的总和”［１］，如道德品质、行为习

惯、情感意识和素质能力等特质。高校课堂是对大学生开展人格教育的重要渠道，长期的教学实践已经

表明，目前广泛采用的“以教师为主导”的传统教学模式对提升大学生人格的效果不够理想。“对分课

堂”汲取了传统教学模式和讨论式教学模式的优点，对提升大学生的人格具有重要意义。

“对分课堂”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博士、复旦大学心理学系博导张学新教授基于认知心理学原理

于２０１４年提出的一种原创性的课堂教学新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分配大约一半课堂时间给教师讲授，另
一半给学生讨论，并把讲授和讨论时间错开，让学生在课后有一定时间自主安排学习，进行个性化的内

化吸收。对分课堂把教学分为在时间上清晰分离的三个过程，为讲授、内化吸收和讨论，在操作中，在课

堂依次按照“讲授、独立学习、独立做作业、小组讨论、全班交流”５个阶段进行［２］。这一教学模式理论基

础坚实、设计周密、简明易学、灵活实用，门槛低，可操作性强，教学效果很好。

１　对分课堂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学习习惯
１．１　对分课堂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自学习惯

在传统教学模式下，学生在听课时记记笔记，考前看看笔记或课件，在这个过程中，学生没有充分的

内化吸收，只是把知识从老师那里转移到笔记本上，被动地完成学习任务，自学意识淡薄，难以养成良好

的自学习惯。

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下，在每次听完教师的讲授之后，学生要独立学习，阅读教材相关内容，理解基

本概念、重点和难点，自学教师在课堂上没有讲授到的知识点，并做读书笔记，以备下次课堂上交老师。

在完成作业的基础上，鼓励学生对知识点进行总结、提炼、汇总，鼓励学生写出心得体会，鼓励学生发现

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在此基础上，要求学生记录自己的“亮闪闪、考考你和帮帮我”，作为小组讨

论环节的材料。在这些过程中，学生需要阅读、理解、思考、比较、分析、批判、表述甚至是创新，这是对知

识内化吸收的过程，通过这一主动的内化过程，学生逐渐把所学知识真正变成自己的知识，学有所得，能

激发学生自学的热情和兴趣，从而逐渐养成主动自学的习惯。

１．２　对分课堂有助于培养大学生良好的讨论学习习惯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发挥着主导作用，生生、师生之间的互动机会较少，互动深度不够，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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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被动地学习，学习的积极性未调动起来，更谈不上养成讨论的学习习惯。

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下，小组讨论分４个环节，依次是小组讨论、教师抽查、自由提问、教师总结。
在课堂上每３～４人为一组开展小组讨论，每个小组成员阐述自己的“亮考帮”，在讨论中相互学习、相
互启发、观点交锋、共同解决问题，并共同确定本小组讨论的精华和未解决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

是在和同学的讨论中学习知识，在同伴的互助下学习，有助于提高学生讨论学习的能力。在教师抽查环

节中，被抽到的学生面向全班学生阐述本小组的精华，并向教师提问，教师回答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在这

个过程中，学生在自己和老师的讨论中学习。在自由提问环节和教师总结环节，学生向教师提出遗留问

题，教师予以回答，之后教师作简要总结，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通过和教师讨论交流进行学习。可见，在

小组讨论的各个环节，学生在和同学和老师的讨论中，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不断内化，不断深化，不断拓

展，学生通过讨论进行学习的行为不断强化，有助于培养良好的讨论学习习惯。

２　对分课堂有助于增强大学生的责任意识
传统教学模式下，在课堂上，多数教师“满堂灌”，大包大揽，教师承担了课堂的大部分责任，学生只

需要听课而已，承担的责任很小。在课下，学生的学习没有有效的约束，主要靠自觉，这就造成了教师和

学生所承担责任的严重失衡，导致学生的学习责任意识淡薄。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重构了教师和学生的责任，使教师和学生分别承担一半的责任，实现了责任的对

分，学生的责任增加了，能有效培养学生的责任意识。

在教师讲授阶段，教师承担着把课讲好的责任。教师要确定讲授时间、思路、重点、难点等。在这一

阶段，“学生主要是作为知识的初步接受者，吸纳教师所提供的课程内容的基本信息，为自己课后自主

学习和深入探究及下次的课堂讨论提供基础性支持和引导。”［３］因此，学生承担着接受知识和吸纳知识

的责任，如果对这一责任的承担不力，必定影响课后的自主学习和小组讨论，这就能激发学生在课堂上

承担起自己应有的责任，提升责任意识。

在自主学习阶段，学生需要阅读教材，理解课堂上教师讲授的内容，学习目标是明确的，“但何时

学、学多少、如何学，学生自己安排”［２］，这些自主的主动的学习安排无疑增强了学生的责任意识。而

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完成读书笔记和“亮考帮”，有任务在身，促使他承担起学习的责任。

在小组讨论阶段，每个同学需要承担的责任是多方面的。作为小组成员，每个学生都要向其他成员

展示自己的“亮考帮”；每个学生要聆听其他同学的“亮考帮”；每个学生要总结出本小组讨论的精华和

“未解决的问题”；每个学生承担着“考官”的角色，去考问小组成员；每个学生要承担“被考者”的角色，

接受小组成员的考问；每个学生要承担“解答者”的角色，解决小组成员没能解决的问题。学生主动承

担学习责任将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责任意识。另外，由于小组讨论是在课堂上开展的，运用宝贵的课堂时

间开展讨论，如果学生不肯积极参加讨论，那么他就不得不承担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和机会成本而学无

所获，给自己造成损失，这一压力会激发学生承担起积极进行讨论学习的责任，提升学生的责任意识。

在全班交流阶段，每个学生需要承担如下责任：被教师抽取到的学生要代表小组面向全班同学阐述

本小组的精华，承担着展示小组讨论成果的责任，承担着展示小组讨论的深度和水平的责任，承担着展

示自我表达能力的责任；未被教师抽取到的学生要聆听同学的阐述，理解同学阐述的知识点，积极思考

同学提出的问题，解答同学的问题；每个学生有责任向老师提出自己小组解答不了的问题，向老师请教，

和老师交流探讨，在教师回答问题的过程中，师生之间积极互动，在互动中把问题解决，并把知识点弄

懂、弄通、弄会并为我所用。

可见，在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各个环节，学生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这些责任是清楚明确的，学生把

这些责任承担起来，主动去学习，就能够不断增强自己的责任意识，进而提升人格素养。

３　对分课堂有助于提升大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教师负责所有内容的组织、呈现、解释、总结，学生是按照老师的要求被动的

知识接受者，学生的主动性和自我管理的积极性未充分调动起来，造成教学效果不理想。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这一缺陷，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以及自我管

理的热情，能有效提升学生的自我管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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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讲授阶段，教师并不面面俱到，只是呈现知识的框架、重点和难点，给学生留下了一定的学习

空间，能够引发学生主动去探索，能够引发学生主动地管理自己的学习探索活动。

在课堂上从教师那里获得了知识框架，理解了重点和难点，带着自主探索的兴趣和热情，学生在课

下开展自主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学生需要决定什么时候学、按什么顺序学、运用什么方法学、每次学多

少，需要设计读书笔记的思路和内容，需要确定“亮考帮”，这些活动都是学生对管理自己学习活动的锻

炼，有助于增强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和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在小组讨论阶段，学生要与小组成员进行讨论，每个学生要向小组成员阐述自己的“亮考帮”，受朋

辈的压力并有渴望获得小组成员的认可的心理需求，学生会积极主动的参与讨论，展示自己学习的成

果，积极和同学讨论观点的分歧，交换自己的理解，解答同学的疑问，在这个过程中，在压力和激励的双

重作用下，学生会积极对讨论学习进行自我管理。

在全班交流阶段，学生需要主动和教师以及其他小组成员交流，交换不同观点，共同深化对知识的

理解，对于解答不了的问题勇敢地向老师和同学请教。在这个过程中，学生在全班范围内和同学以及老

师进行交流，能锻炼学生主动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能力，这也是对自我管理的锻炼。

４　对分课堂有助于提高大学生尊重、理解他人的素质和能力
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下，师生、生生互动的机会和时间比较少，沟通交流不够，这就难免导致师生和生

生之间的理解不充分，也阻碍了相互之间获得足够的尊重。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教学模式的这一缺陷，专门留出一定时间用于师生、生生间的互动和

交流，为师生、生生之间的理解和尊重创造了条件。

教师讲授这一环节能保证知识传递的系统性、准确性和有效性，能引导学生的课后自学，“教师虽

然讲得少了，但其地位和价值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进一步的提升，更能赢得学生的尊重。”［２］在小组

互动环节，学生向小组成员阐述自己的“亮闪闪”，展示自己的学习成果，能够赢得小组成员的认可和尊

重，学生感受到尊重，会促使他自觉地尊重别人。学生作为“考官”把自己学会的知识拿出来考考小组

成员，此时学生是扮演着引导者和教导者的角色和小组成员交流，通过引导小组成员学习知识，同学的

反馈也加深了自己对知识的理解和认识，这不但能获得小组成员的理解和尊重，而且也认识到同学的价

值和优势，从而更能理解和尊重同学。在向同学提出自己的“帮帮我”问题时，学生扮演着请教者的角

色，学生获得了同学对问题的解答，得到了同学的帮助，能有效激发和促进学生尊重自己的同学。

在全班交流环节，学生向教师提出小组成员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教师予以回答，教师的这一“巧点

拨”，是对学生自己迫切想解决但自己和同学都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的回答，充分展示了教师高明之

处、价值和魅力，从而促使学生更加尊重教师［４］。随着学生提问题的能力不断提高，教师会感到回答问

题的挑战和压力，这会倒逼教师素质和能力的提升，教师素质的提高将会更能赢得学生的尊重，这一良

性循环就为学生更加尊重教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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