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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practice teaching is an important Experiment practice step in college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It can cultivate the high quality of various types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with innovative ability, to meet the need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But at 
present,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ourse of college practice, such as the single teaching mode, 

the cognitive process of the students, and so on.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innovation of the 
teaching reform of college practice course based on the "4C" model. The practical results show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4C" teaching mode in the practice course teaching and training students' ability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independent design, and experience a sense of achievement, inspire students 

to create, explore, discover and constantly learning. It can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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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学实验课程教学对于培养创新能力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质量各类型工程技术人才是非常重要的教学

环节。但是目前大学实验课程存在教学方式单一、脱离学生的认知过程等诸多问题。文章创新性地提出“4C”模式在大学

实验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实践结果表明，“4C”模式在实验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培养学生独立设计问题的解决方案的能力，

体验成就感，激励学生去创造、探索、发现并不断学习，提高学生的实践及创新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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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实验是科学的基础，是科学发展的动力源泉，是解决学生学习兴趣低，知识面窄，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与解决问题以及动手操作能力的关键，所以实验教学在现代教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大学实验教学过程

应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本，突出在实验教学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实验教学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所学理论知

识，引发学生的创新能力。推动学生探究性学习和合作性学习，树立了学生的合作精神和科学的价值观教

育。在实验教学环节中，如果学习者所处的学习环境能恰到好处地给学习者提供挑战，就能激励学习者去

探索、理解、不断学习，并体验到一种高度享受感。科学研究表明，这种状态正是学习效果最佳的状态，

而实践证明“4C”模式在实验教学中的应用可以使学习者达到学习效果最佳状态
[1]
。 

1 “4C”模式  

“4C”模式起源于建构主义。“建构主义”是瑞士认知发展领域最有影响的心理学家皮亚杰提出：知

识是建构的，而不是传播的。让学生自己动手实践，建构知识；指导教学是以教师为中心，实践教学以学

生为中心；让学生用不同的方式展示所学 [2]。 

“4C”模式，联系(connect)、建构(construct)、反思(contemplate)和延续(continue)。 

联系(connect)：如果学生能够把新的体验与已有的“经验库”联系起来，从而激发起他们了解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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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的愿望，那么就能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建构(construct)：通过在真实世界中建构事物，进而在头脑中组合知识。让学生思考、策划，最终

形成个人解决方案。 

反思(contemplate)：促使学生花时间思考所看到或所建构的实物，从而对自己的体验加深理解。让

学生对方案展开讨论、反思并调整自己的想法，教师则以提问的方式推进这一过程。 

延续(continue)：延续建立在学生渴求了解更多的欲望之上。寻求学习更多技能的愿望会将其带到一

个新的“联系”阶段，使他们在一个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循环过程中，超越难度不断增加的挑战。 

“4C”模式能使学生参与到真实世界的设计挑战中，思考并找出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团队协作，

分享思想和知识，参与动手操作完成实验任务，面对新挑战充满信心，有乐趣并快乐地学习。 

2 “4C”教学在大学实验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实施方案 

利用“4C”模式进行实验课程教学，使实践环节更具交互性、协作性，实验室就是一个研讨室，学生

在教师指导下聚在一起交换想法和观点。教师要注重学生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指导学生在深入掌握课程

理论知识的基础上，形成良好的实践操作能力，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工程实践能力为核心的工程应

用型人才。 

2.1 设计任务，构思、设计实验任务，促使学生把实践体验与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 

教师根据教学内容构思、创新、设计实验任务，促使学生把新的体验与已有的知识联系起来，激发学

生的思维兴趣和创作兴趣及对新知识、新方法的深度探求。在实验任务的设计过程中，教师首先要根据分

析和挖掘教学中的主要知识点，设计一些具有趣味性、竞技、目的性的任务，并将这些专业知识内容贯穿

于任务的始终，带领更多的学生进入到课程的情景之中。在充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同时，

使学生不断加深对各类知识内容的深入掌握和灵活运用，并形成一定的空间结构框架和思维能力。教师通

过设计任务，启发学生将知识点与任务有机结合，充分检验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应用能力，使得学习更具交

互性、协作性。在此教学过程中，教师只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教学促进者，学生在其指导下聚在一起交换想

法和观点，加强创新性思维和扩展能力的锻炼[3]。 

2.2 分组实施，合理分组，让学生在实施与探索中假设、验证，完成知识的自我建构 

教师在实验课程中遵循同组异质、异组同质的原则[4-5] 对学生进行分组，让学生在实践的同时分析、

思考、合作，重新构建知识，这样才能主动准确地学习知识。同组异质，包括性别差异、思维差异、动手

能力差异、性格差异等，力求形成互补型合作团队，便于发挥小组各成员的个性特长。异组同质，则是保

持组际之间的均衡性，有利于组际间的交流和竞争，有利于对各组实践活动的评价。将不同差异的学生搭

配分组，能言善辩的学生和沉默寡言的学生搭配，善于思考分析的学生和喜欢动手操作的学生搭配。通常

是 3-5 人为一组，人数不易多，这样有利于积极的相互支持与配合，有利于面对面促进性互动。要保证各

组实力接近，这样各组之间才具有可比性，有利于学生之间互相帮助、互相促进、共同提高，同时活动进

度相对一致。 

每一个实验任务都有建构活动。在建构阶段，学生通过分析、思考、运用知识完成既定任务，给学生

提供"涉身认知"的机会。通过任务活动，大脑的高级思维潜能被激发，学生可以深入理解事物的因果关系，

掌握事物运作的规律，从而达到课程要求的"知识建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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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引导课堂，师生共同引导课堂发展，完成学生的反思阶段 

反思阶段促使学生花时间思考他们所看到或所建构的实物，从而对自己的体验加深理解。83%的专家

预测，教育将变得更具个性化，教师的传统角色也被期望产生变化，教师完全主导的角色正在向师生共同

引导课堂发展。在学习过程中，教师要观察学生参与合作学习的情况，做好巡回指导。对操作中发现的错

误进行引导并给学生和小组提供帮助[6-7]，调动全员参与讨论，让每一位学生都参与其中。教师还要积

极协调人际关系，减少和避免组内、组间冲突，特别要对合作不协调的小组或合作有困难的小组给予及时

的帮助和引导，并积极指导学生进行自我监控，使每个小组都能在学习中有所收获，按时完成合作学习任

务。 

对学生的巡查和调控不能过于频繁，以免学生丧失信心，过分依赖教师。学生在生理发展和心理特征

上的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要针对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行灵活的、符合学生实际的差异性辅导，教师应给予

学生适当的激励，注重指导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让学生对实践方案展开讨论、反思并调整自己的想法，

教师则以提问的方式推进这一过程。学生在实践中体会到自我成就感，当学生体会成功的喜悦，就会对学

习充满兴趣和信心。 

2.4 评价，多种评价机制结合促使学生有寻求更多知识的愿望，形成新的“联系”，延续 

“4C”模式在实验课程中的创新应用，评价机制地改进至关重要。学校教育不应是“批量化生产”只

会读书、只会做题、只会考试的机器，而更应该是着眼于培养能明辩事理、有大爱胸襟、敢于担当、心智

健全，既全面发展又学有所长，并终身可持续发展的合格的社会公民。在“4C”模式中改变传统的单向评

价机制，不仅是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也要有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评价，这种评价活动能够有效地检测每一位

学生的知识获取水平和实践操作能力，让学生以一个欣赏者的姿态，真正进入到亲身经历、主动思考、实

践、创造的角色中，实现自我价值，体验成就感。 

评价的方式可以是过程性评价、反思评价和发展性评价[8-11]。过程评价主要是对学生在任务实施的

过程中，每一个阶段的实践操作能力，团队协作意识等内容进行评价。反思性评价主要是在学生完成任务

后，对任务实施的过程中，对技术上的自我评价和主要感想进行述说。发展性评价是展现学生个人潜力和

创新性思维的重要平台，学生阐述在整个任务实施过程中产生的创新性想法，教师对学生的想法进行相对

引导。 

展示实验任务结果，学生全体参与，让每个参与者都有成就感。在实践过程中，小组作为一个整体，

在学习反馈交流时，小组成员全员参与，各抒己见，使之有一定的责任，产生动力。同时鼓励和引导小组

间开展竞争，良好健康的竞争使学生产生积极向上的动力。小组竞争会促进小组成员之间的分工合作增加

默契，并逐渐形成各小组的特色。在竞争中，教师要关注团队成员的参与、分工、合作、协调，并及时鼓

励。 

3 结束语 

基于“4C”模式的大学实践教学改革，让学习者在互动中感觉到试错，在试错中学习；传统教学中以

教师为中心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实践内容以课本为中心转变为以“任务”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转变为

以实际经验为中心。“4C”模式把实验室交给学生，深入挖掘和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并且完成情感、

知识、智慧、价值观的碰撞与沟通。基于“4C”模式的大学实践教学改革，带给学生巨大而持久的学习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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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促使学生掌握变革、创新、团队合作等未来竞争的核心要素，成为具有工程实践能力的综合型应用人

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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