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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分课(”教学改革中的Cz颠覆

摘要：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首创的“对分课堂”这一全新的高校课堂教学模式，在教师、学生及教学生态层
面掀起了巨大变革，颠覆了传统课堂教学模式下的许多观念。对讲授、课后学习、课堂讨论以及师生职权关系
都进行了重新的定位。文章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课程为实例，结合多年讲授高校思政课经验，道出“对分”的
意义、难点、创新所在，为高校思政课教改进行有益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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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思"课教师，多年讲授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课程，这E年亲自经历了高校课堂里学生低头看
手机、做作业、心不在焉、K游象外的状态。虽然用教
师权O逼K督促学生认真听讲，但学生被@学习、游
离学习，教室里平淡如水的课堂氛围依然如故。在失
落、挫败与困顿之际，听闻了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P
创的对分课堂教学模式，这A疑为我K入困境的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堂教学提供新的改革思k与方
法，为R塑与提高教师UV、为大学生自主创新学习
提供了@力支持。

张学新教授结"传统课堂与讨论式课堂各自的
优t，进行取舍折中，提出的“对分课堂”新=教学模
式，*的核心理念是把一半课堂时>分配给教师进行
讲授，另一半课堂时>分配给学生以讨论的形式进行
交U性学习。类似于传统课堂，对分课堂强调Q教后
学，z教师讲授在Q，学生学习在后。类似于讨论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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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部分内\都觉得机械生硬，所以对分不是机械*
切分，并不是原F20个知识点，用对分i=讲10个。对
分教学要勾勒出这20个知识点的组织结?，具体到数
量M，可以讲6个，也可以讲16个，要看这E知识点的
性V。[3]笔者运用对分教改后遇到的瓶颈问题i是不
知道该讲什么及不该讲什么，不知道如何对教材进行
有机的切割。所以对分t践中最难以摆脱的惯性思维
与做法，i是满堂灌的全覆盖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的知识点讲授，既枯燥v乏味，学生不感兴趣，教师也
’绪低落。如何设计框架式的讲授，如何设计吸引学
生Q意力的精讲留白，直h挑战教师的专业科研与教
学能力。为了能够讲出R点、框架以及引B学生自学
和有效讨论，教师需要更加系统*掌握课程内\，需
要在大学生0处于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形1的关
键时期，以马克思主义指B思想为灵K、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题、以?族精L和时代精L为
精髓、围绕思"课的2Z树人的育人目^，对教材做
高度凝练的总结与反思后，找出框架、R点、难点，制
作1主题式的讲授，用主题去涵盖R点与难点，将R
点、难点与基本概念和原理RM。

2o知识的灌输与引B性教学。原F的课堂教学=
是单纯*讲解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识，q本%科*
阐述教材的R点和难点知识，没有创新，没有U@，学
生被@h受的讲授，全面覆盖、关Q细节，但忽略知识
的系统\讲与连a性，更忽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知
识与当代中国t际的衔h，缺乏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t践的解释与%传。课堂讲授中呈现给学生的主要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知识堆砌，仅仅是w本知识，
没有t践经验，没有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革命和_
设具体t践的经验与教训的思考。所以，不能进行理
论的“迁移”，不能讲授知识与t践的结"，很难令学
生产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以及0在进行的中国梦t
践_2’感链h，从而端0态度，并进而_?价值观
的生命教育e面的教学引B。

相比原F讲授法围绕教材体系q本%科，全覆盖
*知识灌输，对分课堂主张tn引B性教学，对分课
堂的精讲留白要做到告诉学生学什么、为何学和如何
学。学什么，指的是框架、R点、难点。为何学，要点出
教学内\的意义与价值，突出“有用性”，要告诉学生
这是以往的理论，看这个理论如何解决时代所面临的
问题的，将知识点与现t结"rF，这是对分课堂体
现学习的根本属性：迁移。能迁移的才是能力，教师要
特~有意识*培养学生将理论知识向t践迁移的能
力。知识i是力量。知识帮助人们解释事t，明了其发
展方向，解决事B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如何学，
是提供方法、技巧与L略，让学生能够更为有效*完
1课后学习。理想的对分讲授要突出意义、价值，对于
知识模g，讲清楚背景F源，突出其功能与应用。不仅
如此，每周三节课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课堂教
学，用一节课进行(堂对分的讨论外，还有}节课需
要讲授教材内\。如果单纯*满堂灌输，教学效果还

是会不够理想，需要tn(堂对分的S化形式，z当
堂对分。i是在一节45分钟的课M，教师在讲授一个
知识点后，教师给学生一分钟的时>，让学生i一个
S单的相关题目或问题独2思考解答，或者直h让学
生思考教师刚才讲授的内\，进行“w考帮”模式的提
炼收获、发现问题，然后给一分钟时>让学生与邻座
同学S单讨论分享，最后再用几分钟时>抽查}位学
生，让他们S述刚才讨论的内\，教师随后继续讲授
直至下课。[4]

二、课后学习的观念颠覆与能力挑战
1o<置作业的理念。传统的作业，是教师用F帮助

学生巩固知识的方法，教师也常常围绕知识点<置作
业，目的是考核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所以，如果学
生作业都做对了，教师会很高兴，认为自己教得不错，
学生也学得不错。这样的’(如果发生在对分课堂教
学中，教师不应该开心（由会开心到不开心，真是观念
的颠覆啊‘），因为对分作业<置的理念是让多数学生
在作业中p错误，错误的数量不能太多，也不能太少，
分寸视具体’(而定。如果学生不p错误或错误很
少，iA法产生足够多的问题，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中
A事可做，意味作业难度太小。如果学生的错误很多，
在随后的小组讨论中会有太多问题要解决，讨论时>
不够，这说明作业难度太大。<置作业的原则是让学
生在独2思考中产生疑惑，随后才有小组讨论有效的
解惑。[5]对分课堂在教育理念M的一个很新观点是不
以1败论英雄。学生是否知道了0确答z，并不是最
R要的，勇于思考、善于思考才是第一目^。所以，在
对分课堂中，教师<置作业的目的是希望学生掌握

“迁移”的能力，帮助学生在理解课堂讲授内\的基础
M，设想一E遇到的问题，,试把理论运用进去，做理
论的解释、检验、运用与创新。

2o作业的常规形式与“w考帮”形式的对比。在传
统的作业模式中，原理课大多会<置选择题、判断是
非题、S答题、材料分析题等体现应试教育特征，有^
准答z的作业形式，目的是强化巩固学生对知识点的
掌握。对分作业有一个新的形式，i是“w考帮”。学生
在听课、读w、完1常规作业后，要总结出学习过程中
自己感受最9、收V最大、最欣赏的内\，1为“w闪
闪”u要把自己弄懂了但觉得~人可能存在困惑不懂、
不会的*方，用问题的形式表述出F，F挑战~人，1
为“考考你”u要把自己不懂、不会的*方或想要了解
的内\，用问题的现t表述出F，在讨论中求助于同
学或者老师，称为“帮帮我”。[6]

3o作业评分^准的^革。传统的教学模式，教师依
q作业答z的对错去评分，为了{责任，教师往往还
逐个纠0学生作业中的错误，这需要大量的时>F批
改作业，笔者在运用对分课堂后，还常常不自觉*依
q对错^准F给学生作业打分，z使面对态度认真的
学生，也因为答题不够0确而给分不高，这在一定程
度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和创j性。为了鼓励创新，在
作业评分^准M，对分课堂的原则是淡化对错，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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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度与创新。因为强调对错会抑制学生的自由思考。
淡化对错，可以为学生带F宽2自由的学习氛围。所
以，“对分”总是给有创新的学生作业最高分，以激发
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和创j性思维。对分课堂依据“w
考帮”的作业模式，给学生的作业评分提供三个等f：
A是有创新或者有创意的，创新主要指内\，创意主要
指形式，如一位美术系的学生用漫画的方式完1作
业。B是认真完1的作业，主要指按q教材和教师的讲
解，找到已有的比较完整和准确的答z。C是完1作
业。[7]作业不再按对错打分，而是根据完1、态度和创
新3个维度去打分，这确t是对传统作业打分模式的
一种观念的颠覆。

三、课堂讨论的观念颠覆
1o小组讨论的问题设计。在传统模式下，教师一般

根据所讲授的知识点设计问题，抛给学生，让学生围
绕问题展开讨论，目的还是要巩固学生对知识点的掌
握。!不知，这与对分的基本理念v是相悖的。用对分
时，教师=是设计作业，通过作业让学生产生疑难。疑
难是F自学生个人的，是学生在自己的学习过程中产
生的。小组讨论的核心是共析疑难，U相帮助。对分课
堂教学的目^是让学生自己发现自己的疑难，并清X
表述出F，希望通过小组讨论或者全班交流F解决。
在理想状态下，用对分时，教师=是设计作业，通过作
业让学生产生疑难，而不是设计问题，供学生讨论。所
以，<置作业在对分课堂里，纯粹是技术活，也是需要
教师不断习练的一个技术活。

2o全班交流的发言抽查。在传统的全班交流中，总
有一E学生不爱发言，做吃瓜群众，不爱发言的学生
或者是因为基础差，或者是怕出头、怕出丑。于是为了
避免冷场，i总是有那么几个认真搞懂问题，v积极
发言的学生，被老师经常喊rF发言，以活j课堂气
氛。可是在对分课堂，恰恰是要喊那E平时不主@发
言的学生rF，对分不以1败论英雄。z使是基础差

的学生，=要他们做了作业，i有一定的思考与疑难，
i有讨论和发言的材料，喊他们rF发言，对分的方
式能慢慢锻炼他们的表达能力，锻j他们的思维方
式，让他们在自学与"作学习中找到学习的乐趣，获
得学习的1i感。[8]

四、教师的角色认同和职权的观念颠覆与更新
经过讲授、内化吸收和讨论三个环节的教改t

践，笔者对教师的角色认同也慢慢发生改^。在传统
教学模式中，教师是知识的灌输者和权O者，{责在
课堂M苦口婆心面面俱到的全覆盖的知识讲授，{责
在作业中纠0学生错误，{责帮助大多数学生在期末
考试中不挂科，顺利过关。教师H]了太多的责任，像
保姆那样大[大揽，一旦力不能胜，内心会生出很R
的内疚感。教师还是师生关系中的权O者，学生不爱
学，教师以权O者的身份逼K他们学。教师和学生的
U@仅限于课堂M教师围绕知识点而设计的单向提
问，学生没有权利V疑和挑战教师，教师很少h收到
F自学生的反馈，没法根据学’F纠0和调整自己的
教学。在对分课堂中，教师的角色从知识的灌输者，转
^为学生的引B者，教学过程中的机械性1分降低，
劳作{]降低，指B性1分升高。

五、结语
依据学校^革的基本规律：“课堂不^，教师不会

^u教师不^，学校不会^”，面对今天中国思"课堂
教学的困境，课堂教学改革1为教育改革的核心。确
t，课堂^革后，P当其冲h受挑战和^革的是教师，
教师需要在教材选择、内\分割、学’评估、精讲留
白、作业<置、讨论组织、答疑总结等多个环节进行教
学^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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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ubversion of Concepts in the Reform of PAD Class
CHENG Ying-zi

(School of Marxism,Shantou University,Shantou,Guangdong 515063,China)
Abstract: The new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of "PAD Class",which was proposed by professor Zhang Xuexin

from Fudan University,has caused great changes in college teachers,students and teaching ecology,finally subverting
many ideas in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The teaching,after-class study,classroom discuss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achers and students' responsibilities and rights have been repositioned.Based on years of teaching
experience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this paper makes a case study on courses about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It discusses the implications,difficulties,and innovations of PAD Class ,hence making a useful exploration for
reform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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