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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作为教育核心的课堂，亟待一场“课堂革命”以适应

新时代新要求。本文基于对分课堂教学新模式与新媒体新技术工具相结合的教学改革实践，试图建立课上课下、线上

线下立体式思政课堂教学模型，探索提高思政课教学实效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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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ided Classroom: Exploration of the Practice of Classroom Revolution
i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the New Media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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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w media era, colleg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is facing new challenges. As the core of education, a

classroom revolution is urgently needed to meet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the new era. Based on the teaching reform practice of combin-

ing the new mode of classroom teaching with the new media and new technology tool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stablish a three-dimen-

sional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l under the class, online and offline, and explore new ways to improve the ef-

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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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智能手机

的普及，以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移动技术为核心

技术的新媒体时代已经到来。新媒体时代下，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对象——当代大学生的精神生

活场域、思维方式、交往方式和学习习惯等都已发

生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习近平主席在全国高校思想

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

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

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1]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在《人民日报》撰文，吹响了“课堂革命”

的号角。他指出，“课堂是教育的主战场，教育改

革只有进入课堂的层面，才真正进入了深水区”。[2]

如何结合新媒体时代的新特征、新要求，抓住课堂

这一教育核心地带，探索新媒体时代下思政课“课

堂革命”方式与途径成为了思政教育理论与实践工

作者的重要任务。

一、新媒体时代高校思政课新挑战

当代“95后”、“00后”大学生被称作“数字原

住民”“移动网络原住民”，互联网重构了他们的学

习方式甚至生活方式。在新媒体时代语境下，他们

的主体意识逐渐增强，追求个性化和独立性，更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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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接受开放互动、及时反馈的学习方式，更习惯于

在线获取资讯。新媒体时代，传统的思政课教学，

特别是课堂教学面临严峻挑战。第一，教学内容方

面的挑战。在新媒体时代，课堂作为学生获取知识

渠道的作用已大大淡化，网络给每个学生提供了一

部巨型“百科全书”，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的“权

威”地位也在被削减。课堂更多提供的不再是知

识，而应是学习知识的方法，单纯的知识点讲解已

不能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不利于学生的成长与

发展。第二，教学效果方面的挑战。传统的高校思

政课教学方式难以吸引学生，单向的灌输式教学难

以使学生有深刻的情感体验和思想认同，课堂教学

效果欠佳。第三，课堂管理方面的挑战。高校思政

课的教学班规模一般在 100～150 人，而丰富多彩

的网络世界和“扣人心弦”的手机游戏使课堂上出

现一批批的“手机控”“低头族”，如何有效管理课

堂成为一个难题。第四，教育目的达成方面的挑

战。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思政课更是以促进学生树

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法治观和道德

观，帮助大学生成长成才、全面发展为教育目标。

而传统思政课堂，教师唱独角戏，填鸭式的满堂灌

不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思辨能力、实践能

力，无法满足新时代下的教育需求。

二、对分课堂新模式在高校思政课堂实
践探索

（一）对分课堂新模式的提出

针对当前大学课堂教学的普遍困境，复旦大学

张学新教授综合考虑人人交互心理机制、教学过程

的可操作性等因素，结合网络和新媒体的发展形

势，提出了全新的教学模式——对分课堂（PAD课

堂）。该模式核心理念是将讲授模式和讨论模式相

结合，把一半课堂时间分配给教师进行讲授，另一

半时间分配给学生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交互式学习，

使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得以充分体现，构建“师—

生”双主体课堂。（时间平分不是绝对的）高校思

政课课堂引用对分课堂理念，课堂教学活动分教师

讲授（Presentation）、学生内化吸收（Assimilation）
以及学生讨论分享（Discussion）三个环节。 [3]教师

整合课程内容，结合时下热点问题、社会动向，联

系学生最为困惑、最为关心的实际问题，以问题为

导向，并进行专题化设计，形成讲师专题讲授与学

生自学讨论相结合的课堂教学模式，促使学生自主

学习与独立思考，并在课堂上进行充分的讨论和积

极的表达，通过高效的生生之间、师生之间的交互

学习，使大学课堂真正成为学生能动学习的舞台。

（二）对分课堂新模式的实践

根据对分课堂的理念，笔者主持的课题组在

2017-2018-2 学期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 3
个教学班、《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体系概论》 1个教学班，进行了对分课堂教学新模

式试验，并在 2018-2019-1学期的《思想道德修养

与法律基础》课程中铺开。以下就 2017-2018-2学

期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程（以下简称《史

纲》）试验情况做介绍说明。

笔者试图对传统思政课堂中的《史纲》课进行

结构性改革，采取对分课堂（“PAD”课堂）的教

学新模式，构建“师—生”双主体；引入新媒体

New media 时 代 的 新 技 术 工 具 （New technical
tools），如微信公众平台、对分易教学平台、弹幕

等，以丰富课堂组织形式，并将思政课从课上延伸

到课下，从而形成课上课下、线上线下立体式思政

课堂教学模型。（以下简称“PAD+N”模型）

1.“PAD+N”模型搭建准备

第一，分组与团队建设。开学初第一节课，进

行教学班分组，一组 6 至 8 人，并进行团队建设。

每个团队选出组长，定组名和口号，并上台展示团

队建设情况。接下来一学期的课程，学生就以团队

的形式参与课堂，尤其是对分课堂讨论课。

第二，配套资料体系搭建。在对分易教学平台

上创建本课课程资源，以每个专题为一个单位，添

加延伸阅读文章、相关视频资料等。编制、导入每

专题复习测试试卷，学生通过对分易教学平台即可

自主答题、自测自查，教师也可后台把控、了解学

生学习情况。

2.“PAD+N”模型课堂结构性改革

“PAD+N”模型课堂结构性改革的核心就是实

施对分课堂。如图 1 所示，“PAD+N”模型的教学

分课前、课上、课后三个部分，课前是学生通过对

分易教学平台上的资源进行学习准备，教师将讨论

主题、课程资料、自学指南等传至对分易教学平

台，学生查阅资料、自主思考。课后环节是结合微

信公众号开展一些线下学习、分享活动。主体是课

上。课上分“教师主体讲授”与“学生主体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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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部分，即实现师生“教与学的对分”。在“教师

主体讲授”时间，教师进行课程导入、总体框架介

绍、重难点分析讲解（P）。在“学生主体学习”时

间，学生根据课程资源与自学指南进行任务性自学

（A），之后开展组内讨论，最后是全班交互讨论与

表达（D）。全班交互讨论环节，采取随机抽取与自

愿发言相结合，以避免“搭便车”的现象，并鼓励

学生积极发言。具体就一个专题的教学而言，专题

教学分讲授课与讨论课，讲授课结束后进行一节课

的对分课堂讨论课。讨论课时间安排如图2所示。

教师将专题内容框架与重难点解析之后，根据

教材内容或联系社会现实、理论热点，提出思考

题，并给出可供参考的讨论框架。学生有 10 分钟

的时间对已学知识进行内化吸收，然后 15 分钟在

小组内进行自由讨论，继而有 15 分钟时间进行全

班的分享交流，最后5 分钟，教师对学生的表现进

行鼓励与总结。

3.新媒体工具运用

笔者试图运用新媒体时代的新技术工具，服务

于对分课堂教学过程，使学生更容易接受、更喜欢

参与。首先，运用对分易教学平台，搭建起对分易

课程网络资源体系，整合教学资源，形成课程每个

章节或专题的课程资源库，搭建以学术文章、视

频、新闻链接等为主要形式的专题课程资源体系、

制作每专题复习思考题试卷、进行学生学习管理。

充分运用对分易教学平台各项功能，实现“考勤”

“课堂抢答”“在线练习”等课堂活动；

其次，创设《史纲》课程微信公众号，

作为课程的延伸和辅助。在微信公众号

上，教师分享有关中国近现代史或对于

大学生成长有切实意义的文章；作为激

励方式，将学生的优秀作业制作推送进

行展示；以自愿承包的方式，给学生机

会制作一期微信推送，进行创意表达。

最后，引入弹幕，作为即时小调查，提

高学生课堂参与度，体现课堂活动交互

性、反馈即时性。

4.考核标准与机制的确立

结合“PAD+N”教学模型的实施，本课程考核

采取过程性考核与期末考试相结合的方式，平时成

绩占60%，期末成绩占40%，并实行优秀学生免试

政策，平时学习表现突出，平时总成绩在前15%者

免试得优，以鼓励学生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平时的学

习过程。建立与完善过程性考核即平时成绩生成的

标准与机制。目前，本课程平时成绩设有考勤分、

个人分、团队分和两次作业分。每位同学既以个人

的身份，又以团队的形式参与课堂。个人的课堂表

现可以为个人加分，同时也为团队积分，对团队积

分进行排名，期末按照团队排名情况给每位同学打

出团队分，以此激励每组同学尽可能参与到课堂活

动中来。在对分课堂讨论课上，各团队必须紧密合

作，认真思考、讨论，勇于表达，以获得更高的团

队成绩。

三、新媒体时代下对分课堂新模式的反思

（一）实施优势与反馈

为了检验和评估对分课堂新模式在思政课试行

的教学效果，笔者运用网络问卷对试验班学生进行

了问卷调研，收回 296份有效问卷。对于“是否喜

欢这种对分课堂教学新模式”，有 51.35%的学生选

择了“非常喜欢”或是“喜欢”，选择“非常不喜

欢”的占 3.72%；对于新媒体工具的运用，有

61.83%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喜欢”或“较为喜

欢”；58.79%的学生表示在对分课堂讨论课上，会

与同学进行“频繁”或是“非常频繁”的讨论，而

70.61%的学生表示通过对分课堂讨论课，对知识的

理解和掌握更加深入和全面了。通过以上数据，可

以看出学生对于对分课堂新教学模式整体接受度较

图2 讨论课时间安排

图1 课上课下、线上线下立体式思政课堂教学模型（“PAD+N”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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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学生在思政课堂的参与度提高了，教学实效性

也得以增强。在与学生进行个别访谈的过程中，有

学生认为，这种新教学模式使他们在课堂上更加投

入，并培养了团队合作意识；有学生表示，这种模

式给了学生内化吸收的时间，可以进行充分的准

备，使得讨论更有针对性、更具效果，因引入了竞

争机制，小组每次的讨论都异常激烈，这样的教学

方式培养了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和表达能力等。

（二）实施难点与突破

在实施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些实际问题和

难点，需要在后续改革实践中继续探索突破。第

一，如何使学生持续保持参与热情？学生对一种新

教学模式的兴趣很快会随新鲜感的消失而减弱，甚

至过多的讨论会被认为是一种负担，部分学生认为

讨论课只是教师偷懒。因此，一方面，教师应对教

材进行整合重构，进行专题化设计，如《史纲》课

设置六个专题，根据每个专题内容充分准备一个讨

论主题，即一学期进行六次对分课堂讨论课。讨论

主题应充分结合社会实际、时事热点，选择学生最

关心或最疑惑的开始式问题。另一方面，学生对于

教学新模式的认同与学习理念的转变。在问卷中，

我们也发现只有31.08%的学生会在课前进行充分准

备，55.41%的学生只是简单看下，13.51%的学生不

会在课前准备或认为没有时间。并且，有部分学生

认为课堂时间用于讨论、分享，势必减少了教师讲

课的绝对时间，他们的课堂获得会大大减少。教师

应帮助学生转变“必须从教师处得到正确答案、获

得知识”的陈旧学习观念，树立提高自主学习与思

考能力、分析与解决问题能力、表达与合作能力的

全新的学习理念，应充分介绍对分课堂新模式的实

施目的和意义，从而使学生产生参与课堂互动的内

在动力。第二，如何进行课堂管理与组织，避免讨

论课“搭便车”现象？一方面，教师在讨论课的引

导作用不能缺位。讨论课不是完全放任给学生，教

师应进行具体细致的引导。从资料的获取，到思考

与讨论框架的给出，到对分课堂讨论课每个环节的

进行，教师应给予全程的指导。另一方面，组织与

考核机制的完善。分享汇报环节，教师可采取随机

抽查与自愿发言相结合的方式，汇报者为随机抽取

产生，将使学生既兴奋又倍感压力，有效避免“不

讨论”“搭便车”现象。自愿发言者则给予平时成

绩加分，做到激励机制与防控机制的结合。

四、结语

实践表明，“PAD+N”教学模型是在新媒体时

代语境下，对思政课教育对象特征与时代变化的深

刻剖析，进行教学理念革新，继而进行的教学方式

转换、教学模式的变化，是思政课堂的“课堂革

命”式实践。思政课教学工作者应转变教学理念，

从“灌输者”“权威者”的单向封闭教学者思维，

转向努力构建与教育对象和谐平等的主体性关系，

实现思政课单一话语向对话话语的转换。[4]思政课

教学应打破单向性模式，打破教学中教育者对教学

内容和信息的封闭式传播，畅通信息共享和思想交

流的渠道。以新媒体为基，建构开放的教学模式，

使思政课教学极富参与性、互动性、娱乐性、渗透

性和穿透力。[5]从而真正实现思政课的时代感和实

效性，使思政课切实让学生真心喜爱、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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