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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多年來大學課堂上的多數大學生都深受傳統教育之影響，被動接受知識，

沒有真正轉化和吸收知識。因此高等教育必須不斷改革教學模式以適應教學品

質之要求，但教學模式是關於整個教學活動的基本結構和活動程序，如何找出

一個合適的新教學模式，科學合理地組織設計教學過程以形成有效的教學方

式，已成為各大學所關注之問題。時光、張紹學、羅曉芹（2003）都認為新教學

模式應具有幾個基本標準：(1) 融拓寬知識、培養能力、提高素質為一體；(2) 強
調學生在教學過程中的主體地位；(3) 強化教師與學生的溝通和對話；(4) 採用

先進的教學方法和現代教學手段；(5) 實現教學評價模式的多元化。 

大學教學模式改革必須注重教師與學生的角色，全面發揮這兩個主體的作

用與能力，而且有一周時間準備讓師生之間在課堂上進行互動討論、溝通。基

於此，對分課堂教學模式能符合目前大部分教學情形與需求，而且教育的起點

和終點皆是學生的成長與發展，與中小學生相比，大學生的獨立思考能力、學

習動機與主動性等各方面都很強。基於大學的課堂現狀以及認知心理學，中國

復旦大學心理學系張學新教授於 2013 年已提出一種新課堂教學模式對分課

堂（PAD CLASS）。 

二、對分課堂的特徵 

對分課堂是把一半課堂時間分配給教師進行講授，另一半分配給學生互動

學習與討論，教學活動分成三個過程，分別為講授（Presentation）、內化吸收

（Assimilation）和討論（Discussion），因此用三個過程的英文首字母組合起來

簡稱為 PAD CLASS。對分課堂是先教後學，鼓勵學生獨立思辨，強調學習的自

主性和教學的互動性，把教師的「講」與學生的「學」和「思」結合起來。 

張學新教授（2014）的研究中已指出對分課堂的幾個優點： 

1. 增強學生學習主動性 

    教師只需講授重點、基本框架，並提出一些有關的思考問題，留給學生進

一步探索的空間。課後要學生主動學習，做作業來內化吸收。上第二堂課時，

學生帶着作業和思考結果到課堂參加討論與分享。通過這樣的活動可以訓練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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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獨立思考能力與多元化能力。 

2. 減輕教師負擔，實現教師角色轉型 

教師備課量少，只需講授重點，其他內容留給學生自主學習，引導學生學

習與思辨。 

3. 增加生生、師生互動交流 

強調生生與師生之間互動，學生帶着作業與問題到課堂互相協作共同解

答，加強團隊合作，從此訓練多元能力。 

4. 提升評價準確度，關注學生學習需求 

注重整個學習過程，關注學生不同學習需求，以「達標式」考核讓一般學生

能保底通過，以「開放性」考核讓優良學生能展示優異空間。 

5. 提升學習效率 

鼓勵平時學習，把學習付出努力分散到整個學期。學生每週都要寫讀書筆

記、做作業來內化、深化吸收，有助於記憶力，學習效果必然提高。 

基於上述的優點，在此與傳統教學模式進行比較`（如下表 1）： 

表 1 傳統教學與對分課堂模式的優缺點 
傳統教學模式 對分課堂模式 

 以教師為中心 

 被動學習 

 缺少思考與創造能力 

 教師負擔大 

 各自學習，少機會交流 

 不重視學生的學習需求 

 平時不學，考前死記硬背 

 定期性評價 

 缺少技能訓練 

 以學生為中心 

 主動學習 

 思考與創造能力強 

 減輕教師負擔 

 生生互動、師生互動 

 重視學生的學習需求 

 要求平時自主學習、內化 

 過程性與多元化評價 

 多元技能訓練 

 
三、對分課堂之實施原則 

    依據個體知識獲取的認知心理規律可得出以下對分課堂三個過程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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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對分課堂實施框架圖 

楊淑萍、王德偉、張麗傑（2015）認為這三個環節是緊緊相扣的，上一個對

下一個起作用，上一個的效果決定着下一個能否有效進行，因而每一環節都針

對作為教學主體的教師和學生在該環節所承擔的特定角色提出相應的教學能力

要求，唯有如此，才能有效銜接和貫通。因此實施之前師生都要了解并掌握實

施方式，而且師生角色在每個不同的階段都要合理定位和轉換。 

四、對分課堂在英語教學之應用 

對分課堂教學模式的最大優勢是易懂易用、流程清晰，適合各種不同科目

與學段，而且激發學生的積極性與主動性，提高互動學習的效率。在此進行敘

述對分課堂在英語教學之應用，其具體流程如下： 

上課前教師要先做教學大綱安排，上傳到選課系統和教學系統（E-learning/ 
Moodle）上，以便學生參考與了解重點內容、要求以及對分課堂實施方式等。 

(一) 課堂講授（Presentation） 

在第一課堂教師必須先對全班學生講清對方課堂實施方式、學習方法、整個

課程的評價比例組成，小組的組成等相關事項，然後再介紹單元內容的重難點

如：課文結構、知識文化背景、重點詞彙、句型、語法點等基本框架，其他內容

就留給學生課後自主學習、探索的空間，即「有所講有所不講」引起學生的興趣

與激發思辨能力。 

講授課文結構時，盡量利用課堂時間講授難度較高的課文，對於中低難度的

課文，可以讓學生在課餘時間自主學習。在講解重點詞彙時，需要提前給學生安

排作業，讓學生自己利用課餘時間選擇重點詞彙，並標註出來，進行課前預習。

對於語法句型以及難句翻譯的問題，教師只需要給學生堅守相關的語法句型重點

以及翻譯的技巧，然後讓學生模仿文章自主練習。此外還在 E-learning, Moodle
系統上布置一些相關練習和「亮、考、幫」課後作業。「亮」表示自己學到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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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考」表示自己認為的難點，別人可能不懂但自己學懂了，可以在討論中挑

戰別人，自己能給出正確的講解；「幫」表示疑問點，在討論中需要求助他人。

經過這樣的總結學習，學生的自主學習能力、獨立解決問題能力和批判性思維就

會逐漸提升。 

(二) 內化吸收（Assimilation） 

    課後一周時間由學生主動自己完成，通過媒體網路或參考文獻來查閱、分

析、寫讀書筆記、完成作業等進行獨立學習，通過課後作業深入理解課堂知識要

點，為下一堂課做好準備進行討論。 

    此外教師對學生完成作業情況做出準確而恰當的評價，同時也要關注學生的

差異性、學習態度和主動性，建構多元評價標準進行彈性評價學生的整個學習過

程。 

(三) 課堂討論（Discussion） 

依原則以學生討論為主，教師指導總結為輔。全班隨機分成四人一個小組，

討論設置四個環節：一是小組討論，學生依託課外完成的「亮、考、幫」作業進

行組內輪流發言，強調人人參與、交流分享和互幫互助，對於準備充分有條件的

組可以推介跨組討論，提高討論品質；二是教師抽查，教師隨機抽點小組中學生

發言，建議分享小組討論的精華，提出尚未解決的問題；三是自由提問，全班自

由發言，分享觀點，提出問題；四是教師總結，教師在學生討論的基礎上對於較

集中提出的問題進行精講與拓展。 

課堂討論時要求每個學生都要用英語進行討論，把自己的學習心得、體會以

及疑問等與小組成員互相積極討論與交流，以致取長補短，達成共識，形成小組

討論結果；然後各小組派出代表將討論結果向全班分享，共性的問題要與教師討

論，以獲得解答。從此彼此不僅加強團隊合作，互相了解增進友誼更新，而且還

可以練習語言表達、演講能力等多技能。 

教學模式改變，學習方式也改變，同時也要求評價方式做相應的調整。對分

課堂注重整個學期過程的表現與多元化評價，採用達標式考核讓一般學生能夠保

底通過，以開放性考核讓優良學生能展示優異能力，更好地適應了學生不同的學

習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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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結論 

對分課堂模式豐富了學生參與課堂的形式，學生有備而來，在課堂上進行

組員中、小組間及全班有目的交流與討論，不僅成為課堂學習的主體，更在學

習過程中獲取知識和信息，培養思辨能力。學生之間、師生之間增加交流，促

進合作，有助於學生多元能力的提高。 

對分課堂以學生為主，符合學習的科學性，充分地調動了學生的積極主動

性，訓練學生主動學習、團隊合作能力、獨立思辨以及靈活運用課程中學到的

知識解決實際問題，使課前預習和課後練習順利完成，這對英語教學來說有一

定可行性和實操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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