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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教改纵横 

对分课堂在生物教学中的效果反馈分析 

刘明秋*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上海  200438) 

 
 

摘  要：PAD (Presentation-Assimilation-Discussion)课堂即对分课堂，是一种突破传统课堂、但

又区别于翻转课堂和研讨式教学的新模式，已被列入上海市教委新进教师培训内容和教育部网

培中心“卓越教学法”系列，正在被广大教师采用。笔者 2015 年首次将对分课堂引入高等生物

学教学，迄今已分别在专业必修课“微生物学”和通识选修课“改变生活的生物技术”中全程实践，

共 4 个学期。本文分析了关于 PAD 教学模式的 106 份有效问卷，给读者呈示出该模式在生物

学教学中的应用效果，希望为同行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供一种思路，推荐一种新模式。 

关键词：对分课堂，生物学，教学模式，教学效果 

The teaching effect on Presentation-Assimilation-Discussion (PAD) 
class in Biology 

LIU Ming-Qiu* 

(School of Life Scienc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 PAD (Presentation-Assimilation-Discussion) class is a new kind of teaching model which 
is not only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but also different from the flipped classroom and 
the seminar style teaching. It has been included in the training of new teachers in Shanghai Education 
Commission and Excellent teaching method series of online training center of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author introduced the PAD class into the Biology teaching firstly in 2015. After the application 
of 4 semesters in two courses, questionnaire surveys were carried out in an anonymous manner. 
106 valid questionnaires were gotten. It shows the application effect of the PAD model on Biology 
teaching and will provide a new idea and a new model for peer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classroom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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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课堂面临教师讲授为主，学生被动跟随、

积极性不高、参与度不够的问题，导致学生浅层学

习，缺乏主动探究和创新、实践能力。而西方式研

讨型课堂对普通教师职业素养要求高，很难被采

纳。尽管高校教改多年，翻转[1]、慕课[2-3]取得可喜

进展，但大多数课堂仍没有突破传统模式，因此近

期教育部又吹响“课堂教学改革”的号角。 

PAD (Presentation-Assimilation-Discussion)课

堂把教学分为时间上清晰分离的 3个过程，分别为

讲授(Presentation)、内化吸收(Assimilation)和讨论

(Discussion)，提出者称其为“对分课堂”。其基本原

则是分配一半课堂时间给教师进行讲授，另一半给

学生以讨论的形式进行交互式学习，突出课堂讨论

过程。“对分”是 PAD的最高目标，开始使用时不要

求严格对分。其核心理念是更强调教师讲授的引导

作用，也突出学生的中心地位；关键创新在于把讲

授与讨论在时间上错开，让学生在中间有一周时间

自主安排学习，进行个性化的内化吸收[4-5]。 

笔者曾尝试过“学生展板”、“一分钟课堂总结”、

“学生档案”等多种阶段性教学方法，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大多数课堂又回归到讲授为主的模式。而 PAD

课堂连续在“微生物学”和“改变生活的生物技术”课

程上实践了共 4个学期[6-8]，发现该模式已经表现出

一些独特的优势，如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质疑意

愿增强、作业质量提高、延伸性问题增多等。虽然

这两门课课程性质不同(“微生物学”是生物专业必

修课，3 学分，54 学时；“改变生活的生物技术”

是通识选修课，主要是非生物专业学生，2学分，

36学时)，但学生对对分课堂模式的认可度趋同。从

学生对问卷反馈的总体情况看，PAD 课堂是一种学

生喜欢、教师容易实践、有效增加课堂互动、促进

学生思考、适合生物学课程的有效教学模式之一。 

1  问卷说明 

为了能够得到学生对 PAD 课堂教学模式的真

实反馈，问卷调查安排在期末考试结束后，并建立

公共邮箱，学生可以自由登录，在没有任何顾虑(影

响成绩、透露姓名)的情况下，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感

受、意见和建议。4 次调查中总选课人数 130 人，

收到有效问卷 106 份，回收率 82%，其中“微生物

学”课程 48份，“改变生活的生物技术”课程 58份。 

本次问卷采用矩阵式问题，共设置关联问题

10对，单独选择题 7个，自由填空题 3个，主观回

答题 1 个。关联问题如：“本门课程试图通过教师

讲授，帮助学生熟悉章节内容，克服重点、难点，

为课后学习及读书笔记奠定基础。你是否认同这个

目标？这个目标是否达到？”括号内数字是该选项

的赋值。 

很不认同(1)；不很认同(2)；保持中立(3)；比

较认同(4)；非常认同(5)。 

基本没有(1)；达到较少(2)；保持中立(3)；达

到不少(4)；基本达到(5)。 

问卷中问题包括：教材选择、授课情况、课后作

业、课堂讨论、考核评价、对该课堂整体评价、对自

己学习效果满意度、可否推广到其他课程、是否需要

资深教师、是否需要考勤、同等条件下你是否还会选

择对分课堂以及对对分课堂的感受和建议。 

2  对分课堂实施阶段反馈与分析 

下面针对对分课堂的 3个阶段来分析学生的反

馈情况。 

2.1  授课阶段 

PAD课堂的讲授区别于传统授课，要求“精讲留

白”，即精炼授课内容，尤其是完整框架，突出重点、

难点，以便留出一定的时间进行课堂讨论，要求讲

授清晰，达到使学生学习更容易的授课目的。 

对于“本门课程试图通过教师讲授，帮助学生

熟悉章节内容，克服重点、难点，为课后学习及读

书笔记奠定基础。你是否认同这个目标？这个目标

是否达到？”的问题，学生回答(图 1)显示，98%的

学生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这一目标，而且 93%的学

生认为基本达到或达到不少。这说明，教师讲授对

于学生掌握本门学科的知识非常重要，也是教师在

教学中主导地位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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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学生对“讲授有助于课后学习及写读书笔记”的认

同情况与反馈 
Figure 1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feedback on lecture 
helping to study after class and finish reading notes 

 
2.2  内化吸收阶段 

内化吸收阶段是对分课堂的关键环节，也是对

分课堂的特色环节。这一阶段要求学生课后通过阅

读教材、教参，消化课堂讲授的重点、难点，写出

读书笔记(形式不限，可以是图文并茂，也可以是思

维导图)，并提出“亮、考、帮”等至少 7个问题[4]。

该阶段的产品是学生作业，每次作业计入平时成

绩。可以说，这一环节既为后面的课堂讨论奠定

基础，又是过程性评价的组成部分；既改变了多

数学生平时不翻阅教材的习惯，又减轻了学生期

末负担。为了让学生有效完成读书笔记，教师需

要对学生作业及时反馈，并通过优秀作业分享达

到示范作用。 

对于“通过读书笔记作业，促进学生对章节内容

的认真学习，为分组讨论做好准备”的问题，学生反

馈(图 2)显示，94%的学生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实

践以后 93%的学生认为基本达到或达到不少。 

对于“通过读书笔记的形式，让学生根据个人

学习的兴趣、动机和时间，掌控在本门课程上的学

习负担”的问题，学生反馈(图 3)显示 88%的学生比

较认同或非常认同，84%的学生认为基本达到或达

到不少。 

 
 

图 2  学生对“读书笔记与讨论关系”的认同情况与反馈 
Figure 2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feedback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ading notes and discussion 

 
对于“教师及时地对学生的读书笔记进行打

分、课后疑难问题互动，鼓励了学生学习，促进了

学生进步”的调查结果(图 4)显示，94%的学生非常

认同或比较认同这一观点，实际体验后 89%的学生

认为达到不少或基本达到。 

对于“通过有特色作业或优秀作业的分享，使

学生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目标，83%的学生基本

认同或非常认同，69%的学生选择“达到不少”或“基

本达到”(图 5)。 

从与读书笔记有关的几个问题的反馈来看，

1) 学生对课后作业能够促进复习、保证讨论有效进 

 

 
 

图 3  学生对“作业形式和目的”的认同情况与反馈 
Figure 3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feedback on the 
form and purpose of the home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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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学生对“教师及时评价作业”的认同情况与反馈 
Figure 4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feedback on the 
teacher’s timely evaluation of the homework 

 
行的目标认同度高，目标达成度也比较高，这有力

地证明了内化吸收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是 PAD课

堂的关键一环。2) 及时评价反馈、课后疑难问题互

动得到学生认可，说明及时评价在教学中的作用，

不仅是答疑解惑，还有心理学因素，学生存在感提

升，有助于提升学习兴趣。3) 关于作业展示的结果

提示，学生希望以优秀同伴为榜样提升自己，但是

因为分享次数偏少或形式单一，受益学生没有达到

预期，以后要加强。 

 

 
 

图 5  学生对“分享作业”的认同情况与反馈 
Figure 5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feedback on sharing 
homework 

2.3  讨论环节 

讨论环节是对分课堂的亮点，也是学生最喜欢

的环节。对分课堂的讨论既有别于研讨型课堂，又

不同于翻转课堂的讨论。因为对分课堂的讨论是基

于教师讲授、学生独立学习之后的交流，是学生独

立思考后产生疑问的交流。学生有备而来，通过讨

论完成对学习内容的质疑、巩固和理解深化，其中

包括小组讨论和教师答疑。师生之间、学生之间自

由发挥、大胆质疑的互动环节，大大提高了学生课

堂积极性、参与率。 

对于“通过分组讨论，使学生互相促进、化解

疑难，达到对章节内容的深入理解”的反馈(图 6)可

知，93%的学生非常认同或比较认同这一观点，88%

的学生反映基本达到或达到不少。 

对于“通过抽取小组代表全班交流、鼓励学生

发表不同见解的形式，促进学生提高表达能力和倾

听能力、培养质疑精神”的目标，学生认同率 96%，

达到率 90% (图 7)。 

以上结果说明，1) 小组讨论对于学生深入理解

课程内容意义重大，正如马祖尔的“同伴教学法”[9]

中证明的一样：学生同伴讨论可以大大提升对知识

的准确理解[10]。2) 对全班交流环节的认可说明该

环节实现了学生渴望表达、锻炼倾听和质疑能力的

愿望。 
 

 
 

图 6  学生对“小组讨论”的认同情况与反馈 
Figure 6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feedback on group 
discu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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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学生对“全班讨论环节”的认同情况与反馈 
Figure 7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feedback on class 
discussion 

 
3  PAD 课堂模式的总体评价及其他相关
分析 

除以上针对课堂教学环节的相关问题外，问卷

中还包括学生对本次课程对分课堂满意度、自己学

习效果满意度、是否适合推广、考核方式是否合理

等问题，以便全面了解学生对 PAD课堂教学的评价。 

3.1  对本门课程采用 PAD 课堂的总体评价及学

习满意度 

“与传统课堂相比，你对本门课程的总体评

价”的问题中，82%的学生认为对分较好或很好，

仅 5%的学生认为传统较好或很好(图 8)。这说明

这 2 门课的 4 个学期的教学模式改革中，PAD 课

堂模式得到 82%学生的认可。关于“在本门对分课

堂形式的学习上，你对自己的学习效果是否满意”

的问题，从图 9可知，82%的学生比较满意或非常

满意。 

3.2  对分课堂可否推广到其他课程及学生对教

学模式的选择 

关于“你认为对分课堂可否推广到其他课程”，

63%的学生认为比较可行或非常可行，34%的学

生认为要根据具体课程而定，所以选择保持中立

(图 10)。 

 
 

图 8  与传统课堂比，你对本门课程的总体评价 
Figure 8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classroom, your 
overall evaluation of the course 

 

 
 

图 9  在本门对分课堂形式的学习上，你对自己的学习

效果是否满意 
Figure 9  Whether you are satisfied with your learning 
effect in the form of PAD 

 

 
 

图 10  你认为对分课堂可否推广到其他课程？ 
Figure 10  Do you think PAD can be extended to other 
cla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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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问卷中，学生对“如果其他课程同时提供

对分课堂和传统课堂，你会如何选择？”的反馈

结果(图 11)是，1%选择传统课堂，7%倾向传统，

38%保持中立态度，54%选择倾向对分或采用对

分。仅 8%的学生倾向或选择传统课堂，说明对传

统课堂改革的必要性。38%的中立意见说明，虽然

学生对本课程采用 PAD 课堂多数认可，但是对其

他课程还要看具体情况，也反映了学生对改变传统

学习模式的顾虑。 

3.3  考核方式 

对分课堂教学模式需要完成平时作业，强调过

程性评价。如微生物学课程平时作业 10次，每次

5 分，占总成绩 50%；期末闭卷考试，占总成绩的

50%。适合的考核方式不仅公正评价学习效果，还

能够减轻学生负担，促进学生的主动学习。 

调查中，95%的学生认同“通过督促学生完成读

书笔记把学习落实到平时，而不是积压到期末考试

前”，94%的学生认为达到了预设目标(图 12)。 

对于“采用平时作业和闭卷考试相结合的考核

方式来更准确、更公平地评估学生的学习效果”，

学生认同率 96%，达到率 92% (图 13)。 

 

 
 

图 11  如果其他课程同时提供对分课堂和传统课堂，你

会如何选择？ 
Figure 11  What would you choose if other courses offered 
both PAD class and traditional class? 

 
 

图 12  学生对“平时作业可以减轻期末压力”的认同情况

与反馈 
Figure 12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feedback on 
“homework can relieve the pressure of final exam” 

 

 
 

图 13  学生对“多样化考核方式公平评价学习效果”的认

同情况与反馈 
Figure 13  Student’s identification and feedback on 
diversified assessment methods to evaluate the learning 
effect fairly 

 
3.4  作业负担、学习满意度、教学模式选择与

推广、对分课堂总体评价的相关性分析 

经过对以上问题的独立分析发现，学生在对分

课堂实践中表现出认可对分课堂教学模式，不愿意

继续传统模式，但又有一定比例的学生认为课业负

担较重，也不很满意自己的学习效果。这似乎有点

矛盾，但以 2015年第一个微生物学班级反馈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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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分析发现了很有趣的现象。 

1) 认为学习负担较重的 36% (8人)学生中，有

5人(62.5%)对自己学习效果比较满意，高于全班学

生满意度 59%。3 人不满意自己的学习效果，但在

综合评价本课程时，有 1位学生认为对分较好；如

果有其他课程同时有传统课程和对分课程，有 2位

学生倾向对分；有 2位学生认为对分课堂推广到其

他课程比较可行。这说明：一方面，学生认为这样

的教学—学习模式下，课业负担较重，但是对自己

的学习效果比较满意；另一方面，虽然有的学生认

为课业负担较重且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但并不完

全否定对分课堂。 

2) 对自己的学习效果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的

59% (13人)学生中，62% (8人)认为作业负担比较

合适，38% (5 人)认为作业负担较重。进一步相关

分析发现，13 人中的 92%认为对分课堂很好或较

好，说明这部分学生通过对分课堂取得了自己满意

的学习效果。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尽管一些学生认为作业

负担较重，一些学生对自己在本课程中的学习效果

不很满意，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对分模式较传统课堂

有很大优势，仍然会选择对分课堂。这说明，对分

课堂除了通过分数表现出来的学习效果以外，对学

生还有其他方面的吸引力，这些也体现在学生对课

程的文字评价中。 

3.5  师资需求及课堂签到 

对于“是否只有资深教师才适合使用对分课堂”

的调查发现，仅 29%的学生认为需要资深教师或资

深教师更好，44%学生认为无需资深，27%选择青

年教师比较好或更好。由此可见，对分模式不是资

深教师的特权，青年教师可能更值得尝试，让教学

工作更顺利、更有效。 

关于是否需要签到的问题，93%的学生认为上

课应该签到。笔者第一次发现来自学生对签到的要

求。这可能与对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小组为基础的课

堂讨论环节有关。因为签到可以促进学生进入学习

状态，保障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4  教学改进措施 

问卷中还请学生提出对 PAD课堂的建议。根据

建议以及上述问卷的分析发现，虽然 PAD课堂容易

让教师突破传统模式，但要达到预设或期望的教学

目标，还需要师生共同配合。而教学改革的主动行

为者是教师，所以根据 2年来的对分课堂实践和效

果调研，总结出以下几个方面加以改进： 

(1) 重构教学知识网络。重新厘清课程重点、

难点，明晰章节知识点及知识点之间的联系，构建

知识架构网络；借鉴经典外文教材，结合科研前沿

进展，拓展知识网络，重建授课内容。 

(2) 精炼讲授重点、难点。通过精炼讲授课程

重点、难点，有针对性的解答疑难问题，明确作业

内容，努力做到不降低学习效果的前提下减轻学生

负担。 

(3) 合理安排课堂教学。根据教学大纲和具体

章节内容，合理安排课堂时间，尤其是讨论时间的

控制和讨论内容的引导，确保课堂讨论参与度与讲

授听课参与度，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以课

后微信群讨论为有效补充，做到疑难问题不过夜，

保护学生学习积极性。 

(4) 加强作业指导和分享。通过有效的作业指

导和优秀作业分享，帮助学生提高作业效率和学习

效果，引导学生掌握学习方法，减轻课后作业负担，

提高学生对自己学习成绩的满意度，以及对对分课

堂的满意度。 

在教学过程中，通过以上改进措施能够整体提

升对分课堂的教学效果，提升教师教学能力；促进

同伴学习和合作学习；促成对分课堂在学习成绩以

外的更大效应。 

5  总结 

根据本次 PAD 课堂教学效果反馈可以发现：

82%的学生对 PAD教学模式认可，仅 5%的学生认

为传统较好或很好，说明学生对改变传统课堂教学

的强烈要求；82%的学生比较满意或非常满意 PAD

课堂的学习效果，说明对分课堂实施的可行性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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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性。 

尽管部分学生认为作业负担较重，但其中大多

数的学生依然选择对分课堂，并认为“对分课堂可

以推广到其他课程”，这说明对分课堂是一种有效

果、有潜力的教学模式，但也暗示还有很大的提升

空间。当然，这对教师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战。 

国际著名教学模式研究者乔伊斯认为，教学模

式多种多样，没有任何一种教学模式能够胜任所有

课程或课堂[11]。作为教师，我们需要不断地学习、

了解、掌握并尝试新的教学模式，探索适合本课程、

本教师、本专业学生特点的教学模式或者综合运用

多种教学模式，提高教学效果，努力培养具有创新

意识、质疑精神、合作能力的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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