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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高等教育教学改革持续创新发展，BOPPPS教学法作为一种重要和新兴的教学

法近年来受到教育研究者的广泛关注。《高等数学》课程作为理工类专业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

其教学改革在人才培养质量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以《高等数学》课程为例，从引入、目标、前

测、参与式学习、后测和总结等六个方面，探讨BOPPPS教学法在《高等数学》课程中的应用策略。为《高

等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提供一个新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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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formation age, the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have constantly 
creating and developing. The BOPPPS teaching method, as an important emerging teaching model, 
has gained broad awareness from educational researchers in recent years. As a core course for cul-
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s, the reform of the “Advan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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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hematics” course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Taking the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 as an example, we will explore the application strategies of the BOPPPS teach-
ing method in this course from six aspects: bridge-in, objective, pre-assessment, participatory 
learning, post-assessment, and summary. It will provide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reform of the 
“Advanced Mathematic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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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部在《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意见》中指出：“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高等教育内

涵式发展，把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工作主旋律，通过深化教育教学制度改革、引导教师潜心育人、严

格教育教学管理、加强组织保障，全面提升本科教育教学，大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1]。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教育教学改革是很重要的和关键的一环。《高等数学》课程作

为理工类专业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核心课程，其教学改革一直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与研究。《高等数学》

课程自带理论性和抽象性强的属性，在开展创新性教学改革时往往更具挑战性。BOPPPS 教学法是近年

来兴起且受关注的一种教学模式，在教师教学能力提升培训中屡见不鲜，它源于建构主义理论和交际法，

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和教师的引导作用。BOPPPS 教学法是一个完整的和闭环的教学法，

由六个重要部分组成，即引入(Bridge-in)、目标(Objective)、前测(Pre-Assessment)、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Assessment)、总结(Summary) [2]-[9]。BOPPPS 教学法在教学效果和质量的提升上受

到国际教育界的广泛推崇，国内高校教师也尝试将此教学方法运用于课程教学的探索和实践之中。在教

学中，该教学模式主要在于提升学生在教学中的参与度和即时反馈学生在学习中的接受效果[2] [3] [9]。
它以学生为中心，可以结合多种教学手段，教学资源和教学策略等，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与主观能动性，

以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实现预设的教学目标。 

2. BOPPPS 教学法在《高等数学》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2.1. 引入(Bridge-in)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引入部分作为 BOPPPS 教学法的起始步，有着提纲挈领的作用，也是激发学

生学习《高等数学》课程的关键。在《高等数学》教学中，我们应以实际问题作为引领，创设问题情境，

带着问题去学习和思考，再由实例归纳总结出所用的理论知识。例如，在讲解定积分的定义时，可以从

思政的角度出发，让学生观察我国地图，发现在边界部分是一些曲边梯形，那么自然抛出问题：如何计

算曲边梯形的面积；在讲解用重积分来计算曲面面积时，可以让学生观察我国地标性建筑之一中国国家

大剧院，以此来提出如何计算曲面面积的问题。通过这些实例引入更能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得课

堂教学更加有趣生动。此外，生成式 AI 可以帮助我们解决基本的教案和 PPT 搭建结构，我们在此基础

上可以根据教学大纲再进行扩充和调整，这极大地提高了我们教学准备的效率，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思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2143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申晓慧 
 

 

DOI: 10.12677/ae.2024.14112143 875 教育进展 
 

考如何优化教学设计。在我们制作教学视频时，可以将自己已制作好的讲课视频上传 AI 网站，借助大数

据模型可以分析讲课视频的不足之处，进而再优化。还可以借助 AI 将教学用的图片美化和提高清晰度，

使学生感官更好，更容易产生知识的记忆点。案例来源于生活，知识应用于生活。改革后的案例教学法

以实际问题为引例，通过引例抽象并总结数学概念，再通过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学生体会数学来

源于生活，并学会将数学知识应用于生活[5]。 

2.2. 目标(Objective) 

合理的教学目标是教学活动的行动方针。以往在开展《高等数学》课程时，教师一般都是开课前直

接设置好教学目标，往往遵循惯例或理想目标，但实际上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往往很难达到心中所想的

目标。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高等数学》课程理论相对抽象，在开展教学

活动之前，没有进行细致的学情分析；2)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学生的时间被手机和电脑的碎片化信

息挤压，导致课前自主学习和课后作业情况不理想；3) 随着高校教师聘用制度的改革，对教师考核主要

集中在科研业绩的考核，教学工作往往不是考核的主要指标，这导致部分教师可能在教学准备上不够充

分，很难及时准确地把握学生学习情况。教学目标的制定需要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想要达到的教学效

果和可操作性的过程，需要进行逆向设定，也就是由预期结果来反设目标，且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进行小

幅度的动态调整，这样才能使得整个教学活动完整有序。教师在开展教学设计时应明确教学目标，通过

解构、重构教学内容，构建直观的思维导图，将课堂教学内容分为主干与分支，使学生直观地理解数学

知识及其之间的联系，以帮助学生降低学习难度，提高教学质量[5]。教学目标除涵盖知识、技能、态度

与情感等维度目标外，还应立足学科属性和为国育人的目标，设置思政目标。例如，在学习常数项级数

时，可以将培养学生爱国主义精神和科学探索的精神作为思政目标。 

2.3. 前测(Pre-Assessment) 

前测环节在《高等数学》课程体系中起着构建脉络的作用。这是一个看起来简单，实际操作起来复

杂的过程。它要求教师自身有着很好的专业功底、足够的教学经验、清晰的教学思路等。前测不是直接

地将每章节的知识进行总结和罗列，然后让学生做题，而是对知识点整体结构的梳理，要有脉络，有主

线，有逻辑关系，再让学生进行自主学习与练习。发布测试的目的不仅是检验学生学习情况，更是让学

生了解自己对知识的掌握情况，进而提出疑难问题，为小组讨论做准备[4]。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

教师可以借助思维导图、概念图等教学工具，理清复杂和抽象的知识脉络和逻辑关系，让学生在学习时

有初步的认识和清晰的思路。例如，在学习导数时，教师从极限的角度出发让学生自主学习导数的基本

概念，然后逐步展开到导数的性质、求导法则、导数的应用。在预习的基础上，让学生通过完成线上预

习作业，及时检测学生的预习效果，以便了解学生在预习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在接下来的课堂教学中做

到有的放矢基于前测的学习[5]。可以让学生更加清晰掌握知识点的先后关系和迁移性，能更好地提升学

生的思维能力，从而激发学习《高等数学》的兴趣。同样，好的前测不仅可以锻炼教师的归纳总结能力，

还可以在教师优化教学设计时提供有力支撑。 

2.4. 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 

在 BOPPPS 教学法中，参与式学习是六个环节中相对重要的组成部分。在《高等数学》教学过程中

实现参与式学习的方式是多样的如分组研讨、实例分析等。例如，在讲解曲率时，可以组织学生分组研

讨曲线上点的弯曲程度和什么改变量有关；在讲解定积分应用的时候，可以引入实际例子进行分组练习

与展示。参与式学习最重要的是分组。如果是课堂简单练习，可以是随机分组。如果是有一定的高阶性

的问题，在分组时要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进行恰当的分组，保证小组内驱动力足。为了保证学习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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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式学习过程应该纳入过程性考核里，给予适当的占比。参与式学习不仅能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还能够培养学生的沟通协作能力、发散思维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此外，教师在参与式学习过程

中应该充分发挥引导者的角色，对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及时的指导与解决。教师在授课

时需要引导学生踊跃参与、积极思考、勤于总结，以培养学生深入思考、积极发言的好习惯[8]。 

2.5. 后测(Post-Assessment) 

后测既可以检验基础知识掌握是否牢靠，又可以锻炼学生学以致用的能力。以学生为中心的后测练

习的设计，需要持续优化。后测包括课后作业、章节小测、课堂表现、线上延伸等部分，需要教师针对不

同基础的学生设计和布置不同的习题[8]。目前生成式 AI 种类很多，有侧重文本生成的，有侧重于 PPT
生成的，有侧重于图片和视频生成的等，这给与学生实践练习的设置带来了一定的挑战度。对于《高等

数学》课程来说，为了避免重复性的文本后测作业，在设置后测作业时，尽量避免用文字性的语言来描

述和刻画定义、性质和计算方法等理解，应该侧重于灵活应用能力的训练，可以设置基于基础知识的简

单应用题或计算题，这类题生成式 AI 无法直接解决，需要学生们自己理解知识点，才能进行解答。例如

在学习微分方程解法时，可以让学生分析某个与速度有关的影响因素并建立微分方程模型，进而求解，

用 Matlab 给出解的图形。通过后测环节的锻炼与学习，学生可以更加深入地理解《高等数学》基本知识

点与实际意义。 

2.6. 总结(Summary) 

总结环节是对教学目标是否达到的回看，也是为我们优化教学设计的铺垫。在总结中，最有效的反

馈问题的方式就是教学评价与教学效果评估。在设置教学评价时应和教学目标相呼应，如在过程评价中

应包括生生互评、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并对每种评价赋予相应的占比。这样能更好的体现出学生的学习

能力，而不仅仅只是作业成绩。对于教学效果来说，首先，可以对比同年级的平行班级，采用和未采用

BOPPPS 教学法的学生成绩变化来评估教学效果；其次，可以对比同一班级采用 BOPPPS 教学法前后的

学生成绩变化来评估教学效果；再次，可以对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与访谈交流，进行满意度评估；最后，

可以邀请同行专家，进行听课和指导，从教学准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等方面进行评价与评估。最重

要的是，通过总结可以发现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可以发现学生组内讨论与协作情况，可以对

照出学生学习效果与教学目标是否匹配。从而使教师更加全方位的发现问题，及时地解决问题，为以后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打下基础。 

3. 结论与展望 

BOPPPS 教学法作为一种重要的新兴的教学法，因其独有的特色与优势，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教

师关注与研究。从《高等数学》教学研究的角度出发，结合实际的教学工作与教学经验，探讨了 BOPPPS
教学法在《高等数学》教学中的应用策略。BOPPPS 教学法更加能体现出学生的中心地位和教师的引导

作用。BOPPPS 教学法结合多种教学手段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的创

新思维能力及发现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未来，我们将以培养计划和教学大纲为基石，以学情分析为

抓手，不断优化教学设计，进一步探索 BOPPPS 教学法在其他数学专业课中的应用策略并不断改进和优

化该教学模式以适应国家对于人才培养的要求。同时，我们还应关注人工智能与教育技术的发展和应用，

将人工智能和现代教育技术手段与 BOPPPS 教学法相结合以进一步提升教学效果和学生的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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