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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network age, classroom is still the main way and place for students to learn knowledge and the main battlefield 

of education. The investigation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bad phenomena in the current classroom. In view of these 

phenomena, the differenti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of "taking students as the center and teachers as the leading" is 

constructed. Through the relevant experimental research, it is proved that the differential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is a 

teaching paradigm with obvious teaching effect, which can be imitated and worth promo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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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网络时代，课堂仍然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和场所，是教育的主战场。调研发现当前课堂存在诸多不良现

象，针对这些现象，构建了“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差分课堂教学模式。通过相关的实验研究，实

证了差分课堂教学模式是一个教学效果较为显著、可以模仿、值得推广的教学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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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网络时代，知识获取的途径越来越多，但课堂仍

然是学生学习知识的主要途径和场所，是人才培养的

主渠道，是教育的主战场，是教学改革的核心。从某

种意义上说，只有抓好课堂教学改革，才能抓好教育，

才能培养出适应学生自身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求

的品格和能力。课堂层面的改革是教育改革的深水区。 

2019年通过对广州某学校学生调研发现：课前，

不预习上课内容同学占比 33.33%。上课迟到、早退、

旷课的同学占比 26.19%。课中，看手机同学占比

47.62%，睡觉的占比 7.14%；面对老师提问，知道答

案也不回答的占比 11.9%，胡扯个答案的占比 4.76%；

老师让学生讨论时，泛泛而谈的占比 45.24%；不知道

老师讲到哪儿了，占比 23.81%。课后，从不看上课内

容的占比 21.43%。 

这些课堂不良现象高比率的产生，固然与这些学

生缺乏学习兴趣和动力有关，但也与部分教师仍采用

“满堂灌”的传统教学模式有莫大关系。为降低这些

学生的学习倦怠，必须进行课堂教学模式改革。基于

此，我们在广州某学校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营

销类课程开展了差分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与实践。 

2.差分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2.1.课堂教学模式 

Bruce Joyce 等认为，课堂教学模式是可使教

师行为模式化的各种可供选择的类型 
[1]
；柳海民

认为，课堂教学模式是一套教学程序及其实施方

法的策略体系
[2]
；张武升认为，课堂教学模式是一

种设计和组织教学的理论
[3]
；何克抗认为，课堂教

学模式是在某种环境中展开的教学活动进程的稳

定结构形式
[4]
；杨小微认为，课堂教学模式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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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设计和调控教学活动的方法论体系
[5]
。

 
尽

管以上表述各有千秋，但总体而言，课堂教学模式就

是在一定教育理论指导下，一套可模仿、可推广的标

准课堂教学范式。 

2.2.差分课堂教学模式 

差分课堂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

导，通过教学时间和教学任务划分让每位学生的潜能

都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充分发挥的，一套可模仿、可推

广的标准课堂教学范式。 

差分课堂教学模式是一套关于教学时间和教学

任务划分的标准课堂教学范式，易模仿易推广。以高

职院校 90 分钟课堂为例，教学时间和教学任务划分

见表 1。

表 1 差分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时间和教学任务划分表 

过

程 
时间 教学任务 

课

前 
预习 

学生个人确

定 

教师：准备教学资料和学习任务清单；通过云平台如“云班课”发布教学资料和学习任

务清单。 

学生：通过“云班课”查看学习任务，按照学习任务清单预习。 

课

中 

测试 5 分钟 学生通过“云班课”测试，教师了解学生学习任务预习情况。 

精讲 
30 

分钟 

教师：1.讲框架；２.讲重点；3.讲难点；4.针对测试结果，讲易混点、易错点、易

漏点，其它部分是教师留白之处。 

讨 

论 

50 

分钟 

1.学生分组（大约 1 分钟）。 

2.学生运用“亮考帮”讨论（大约 30 分钟）。 

亮：向小组成员亮出学习中自己最欣赏内容；考：用自己弄懂了的内容去考小组成员；

帮：列出自己不懂的内容向小组成员寻求帮助。 

3.教师指定学生发言（大约 10分钟）。 

4.教师总结（大约 9 分钟）。 

测试 5 分钟 通过“云班课”对课堂学习效果测试，了解课堂学习情况。 

课

后 
提升 

学生个人确

定 

课外运用“云班课”个性化复习上课内容、学习老师留白之处，以及老师下发资料；微

信一对一解疑答惑；查网站论坛补不足处。 

由表 1 可见，差分课堂教学模式通过对课堂教学

时间和教学任务清晰、严格的划分，确保课堂教学每

一个时间段都有条不紊地按计划推行，并且每一个时

间段都有相应的教学任务。这种安排简便易行，容易

模仿和推行，只需要结合具体的教学任务和内容，把

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即可。 

差分课堂教学模式是“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

主导”的教学范式。教师引导、帮助学生建构和学生

的自我建构都不可忽视，详见表 2。

表 2  差分课堂教学模式教学时间和教学中心划分表 

过程 时间 中心 

课前 预习 学生个人确定 以学生为中心 

课中 

测试 5 分钟 以教师为主导 

精讲 30 分钟 以教师为主导 

讨论 50 分钟 以学生为中心 

测试 5 分钟 以教师为主导 

课后 提升 学生个人确定 以学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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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表 2 可以看到，差分课堂教学模式结合了

“以教师为主导”和“以学生为中心”教学模式。在

测试、精讲阶段“以教师为主导”，充分发挥教师的

“传道授业解惑”的功能，在“教与学”中起到了主

导作用；在课前预习、课中讨论、课后提升阶段“以

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了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对学生的学习倦怠有一定的缓解。但这两个阶段并不

是分离的，“以教师为主导”阶段，教师测试、精讲

是分别建立在学生预习、测试结果、讨论认知的基础

上的；“以学生为中心”阶段，学生预习、讨论、课

后提升分别是在老师资料发放、精讲、留白、测试基

础上的。在一定意义上，虽然是“教师为主导，学生

为中心”，但是两个阶段是相互衔接，互为基础的。 

3.营销类课程差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实践 

3.1.实验准备 

实验时间。2019-2020 学年秋季学期，即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1 月 11日。实验班级为广州某学

校工商管理学院市场营销专业二年级两个平行班。一

个班用差分课堂教学模式，作为实验班，；另一个班

为对照班，仍然用传统教学模式。实验课程选《消费

者行为学》。一方面消费者行为学是市场营销专业的

必修课，被视为“市场营销之母”、“开启市场营销大

门的金钥匙”，这门课程对于营销专业的学生学习具

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学生都是消费者，有不少的

购物体验，因此这门课程对于他们来说并不难理解，

也能够激发他们的兴趣。实验教材为荣晓华教授主编

的 21 世纪高等院校市场营销专业教材新系《消费者

行为学(第六版)》。之所以选择该教材，因为全书每

一章的引例、课后的案例及大部分章节正文中的同步

案例较新颖，且与各章次课内容较吻合；全书“同步

思考”、“教学互动”、“同步业务”等栏目使教材在内

容上更新、更精且不乏可读性；教材的趣味程度高，

该教材每一章都设置了一些与教材主要内容相关的

拓展知识，并生成了二维码，学生使用手机扫描二维

码即可阅读。 

3.2.正式实验 

3.2.1.对照班 

第一阶段，期初：①考试。通过考试摸底，了解

学生实际情况，为期末成绩对比以及和实验班成绩对

比打下基础。②调查。通过对以前课堂教学模式调查，

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状况。 

第二阶段，按照传统的教学模式组织教学。 

第三阶段，期末：①考试。通过使用与第一阶段

和实验班同样的试卷进行考试,然后和第一阶段摸底

成绩对比，了解这一学期学习后的成绩情况；和实验

班成绩进行对比。②调查。再次对本学期教学模式调

查，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状况。 

3.2.2.实验班 

第一阶段，期初：①和对照班一样进行考试、调

查。所用试卷、问卷和对照班一样，但分开进行，以

便后续对比分析研究。②对“如何实施差分课堂教学

模式”进行讲解，使实验班学生了解差分课堂教学模

式，以便学生能更好配合。 

第二阶段，按照差分课堂模式组织教学。 

第三阶段，期末：①考试。继续用第一阶段和对

照班同样试卷进行考试。和第一阶段实验班摸底成绩

对比，了解这一学期学习后的成绩情况；和对照班成

绩进行对比。②调查。通过对差分课堂教学模式调查，

了解学生的学习态度、课堂状况。③总结。通过实验

班实施差分课堂前后学习态度、课堂状况、成绩对比；

再通过实验班和对照班学习态度、课堂状况、成绩对

比，总结效果和不足，为下一步研究与实践打下基础。 

3.3.实验结果 

3.3.1.学习成绩 

通过图 1 可见，整体而言，实验班期初成绩“0

到 40 分区间人数”占总人数百分比比对照班期初“0

到 40 分区间人数”占总人数百分比高。说明实验班

期初总体成绩比对照班期初总体成绩差，换言之，实

验班基础比对照班差。通过一学期的学习，两个班都

从期初“0 至 40 分区间人数”占总人数百分比的主

体，到期末提高为“80 至 100 分区间人数”占总人数

百分比的主体，但实验班期末成绩“60 到 100 分区间

人数”占总人数百分比比对照班期末“60 到 100 分区

间人数”占总人数人数百分比高，说明通过一学期的

学习，无论是传统教学模式还是差分教学模式都对学

生的成绩提高有促进的作用，但是差分教学模式的教

学效果显著好于传统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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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对照班和实验班期初和期末成绩人数占总人数百分比对比图 

3.3.2.学习态度 

 
图 2 对照班和实验班期末预习人数增长百分比对比图 

 

图 3 对照班和实验班期末上课情况增长百分比对比图 

 

图 4 对照班和实验班期末课后情况增长百分比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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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图 2 对照班和实验班期末预习人数增长百

分比对比图，可以看到对照班和实验班期末“课前预

习”人数百分比都有增长，但差分课堂教学模式“课

前预习”人数百分比增长明显好于传统教学模式“课

前预习”人数增长百分比。 

通过图 3 对照班和实验班期末上课情况增长百

分比对比图，可以看到实验班上课情况期末增长百分

比在“听课”、“讨论”方面都是正增长，而对照班

在这两个方面却是负增长，而这两个方面正是差分课

堂教学模式和传统教学模式重要区别，说明差分课堂

教学模式的“精讲”环节和“讨论”环节效果明显好

于传统教学模式。在其它方面诸如“闲聊”、“看手

机”等明显也好于传统教学模式。 

通过对图 4 对照班和实验班期末课后情况增长

百分比对比图可以看到实验班“课后看上课内容”情

况好于对照班，“从不看上课内容”情况也明显好于

对照班，可见课后学习情况差分教学模式实验班也比

传统教学模式对照班好。 

  通过上述分析，可得出以下结论：差分教学模

式的课前预习、课中教师讲授和学生讨论、课后学习

情况普遍好于传统教学模式。 

3.3.3.课堂状况

 

图 5 对照班和实验班全班上课情况增长百分比对比图 

 

图 6 对照班和实验班学习效果评价增长百分比对比图 

从图 5 对照班和实验班全班上课情况增长百分

比对比图可以看到，实验班“很好，大多数很认真”

期末增长百分比比例远远超过对照班。“心不在焉”、

“逃课或在课堂埋头做自己事”，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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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 6 对照班和实验班学习效果评价增长百分

比对比图可见实验班对差分课堂教学模式的学习效

果评价也明显好于传统课堂教学模式。 

通过以上分析，可见，差分课堂教学模式实验班

课堂状况、学习效果明显好于传统教学模式。 

4.结论与启示 

4.1.结论 

相对传统教学模式而言，差分课堂教学模式充分

体现了“以学生为中心”，顺应了当前尊重学生个性、

能力差异，让每一位同学都能在其自身潜力基础上得

到可持续全面发展的时代潮流；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学

生学习倦怠，提升了课堂活力和效率，提高了学生主

动积极性，实现了学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索学

习的有机融合，有利于学生自己把握基本知识点、理

清知识体系，使课前、课中、课后教学效果显著改善。 

同时，差分课堂教学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

单纯“以教师为中心”或“以学生为中心”的不足，

克服了要么忽视了学生主观能动性，要么忽略了教师

指导、帮助作用之弊端。差分课堂教学模式强调了学

生在自我建构知识体系的过程中，老师的引领和一些

教学环节的“主导”作用的不可替代性，体现了教师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的价值之所在，存在之必要。 

总之，通过差分课堂教学模式研究和实践可知，

“以学生为中心，以教师为主导”的差分课堂教学模

式是一个教学效果较为显著、可以模仿、值得推广的

教学范式。 

4.2.启示 

差分课堂教学模式作为一套全新的教学范式，在

理论和实践方面都需要深化，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 

理论研究仍需深入。一方面需要深入学习各种教

学思想，松动我们的思维束缚，改变我们的思维定式；

另一方面需要深入研究各种教学模式，挖掘、借鉴、

发扬它们的优点，使差分课堂教学模式更有理论的高

度和深度。  

实验需要改进。在实验开始一个时期，同学们能

兴致盎然开展讨论，但实验后期同学们讨论兴趣大大

减弱，说明高职学生的持久性比较差，刚开始对一个

新生事物好奇，而后期边际效应递减，无法保持兴趣，

在以后的实验中讨论次数应该减少或者讨论形式应

该有变化。考核方式应该和教学模式相适应，差分教

学模式考核应以过程性考核为主，但囿于学校现有制

度，仍以结果性考核为主，影响到学生的积极性，这

也说明教学模式的改革是一个全方位的改革，需要配

套改革或者支持。 

实验需要扩大。目前仅是对一个文科专业二年级

的实践，今后要扩大实验面；对差分课堂教学模式的

前置变量、中介变量、调节变量要多做研究；对差分

课堂教学模式除了运用定性分析，还要进行定量实证

分析，使差分课堂教学模式更科学、更凝练、更具说

服力。 

项目基金 

本文为 2018 年度广州华商职业学院教学建设与

改革重点课题“营销类课程差分课堂教学模式的研究

与实践（2018-JXGG-07）”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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