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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互联网教育的蓬勃发展，新型的课堂模式开始大规模的服务于教学，也逐渐应用于高等教育的课堂

中来，新的教育模式是教育和教学的创新，也是广大学生的福利。故本文作者总结了目前较为先进的中

外教学模式，从翻转课堂、对分课堂以及慕课教学中对比了各自教学的优势和劣势，选择了影视类专业

接受高等教育学生最适合的教学模式——对分课堂，本文作者主要从对分课堂的特点入手，以专业基础

课程《Cinema 4D基础》为分析蓝本，重点分析对分课堂在《Cinema 4D基础》课程中的应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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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ternet education, new classroom models have begun to serve 
teaching on a large scale and have gradually been applied to higher education classrooms.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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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ducational models are innovations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they are also a benefit to a 
large number of students. Therefore,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some of the more ad-
vanced teaching models from China and abroad, compar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flipped classrooms, split classrooms, and MOOCs, and selects the most suitable teaching model for 
students in film and television majors receiving higher education—the split classroom. The author 
mainly starts from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plit classroom, taking the professional basic course 
“Cinema 4D Basics” as the analysis blueprint, and focuses on analyzing the application process of 
the split classroom in the “Cinema 4D Basics”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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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教育部大力推动教育信息化及教学改革，积极鼓励学校探索和应用新的教学模式。2017 年

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推进教育模式的创新和教育资源的数字化，倡导以学生

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这一政策为创新教学模式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框架。在“互联网 + 教育”战略

的推动下，国家加大了对在线教育平台的建设和支持力度。特别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在线教育的快速发

展为探索和推广对分课堂等新型教学模式提供了技术支持和实践经验。2020 年，教育部发布《关于促进

在线教育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要加强数字教育资源的建设，并鼓励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的

创新。这些政策的实施为对分课堂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作为一种创新的教学模式，对分课堂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广泛关注和应用。随着我国教育改

革的不断深入，这一模式逐渐受到教育工作者的重视。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分课堂的实施效果、教学

策略和课堂管理等方面。研究表明，对分课堂能够有效提升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课堂参与度。然而，部

分研究也指出，这种模式在实际应用中仍面临一些挑战，例如教师教学方法的转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

的差异等问题。此外，如何确保学生在课前的学习效果以及如何高效组织课堂互动，仍是当前实践中的

核心难题。 
与国内相比，国外与对分课堂相关的研究起步较早，并在学生自主学习和教师教学效率的提升方面

取得了显著成效。美国教育专家 Jonathan Bergmann 和 Aaron Sams 的研究表明，对分课堂的实施显著提

升了学生的学习成绩，尤其在高阶思维技能的培养上表现尤为突出。此外，研究还发现，对分课堂在大

班授课中能够有效应对学生个体差异，通过课堂互动和合作学习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并进一步提升其学

业成绩。 
与此同时，国外研究还特别关注对分课堂中教学内容的交互性设计，尤其是在在线教育环境下的优

化策略。研究显示，整合多种数字工具以支持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协作学习是提高教学效果的关键。例如，

基于学习分析的研究指出，学生在对分课堂中的学习进程监控和学习内容掌握能力，对其学习成效具有

至关重要的影响。 

2. 对分课堂的特点 

对分课堂是由复旦大学张学新教授首次明确提出的一种创新教学模式，旨在突破传统教学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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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与自主学习能力。这一模式通过合理划分课堂时间，平衡教师的知识讲授与学生的

自主学习和课堂互动，实现知识传授、内化和应用的有机结合。 
在对分课堂中，课堂时间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用于教师讲授基础知识与框架，另一部分则用于学

生的讨论与互动。课后，学生通过自主学习和反思对课堂内容进行内化，从而巩固知识并实现其转化[1]。
隔周的讨论环节为学生提供了交流和实践的机会，通过与教师和同学的互动，不仅加深了对课程内容的

理解，还拓宽了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这一模式注重学生的主体性，鼓励他们在自主学习中主动思考，并

在课堂讨论中个性化地表达观点。同时，教师通过设计问题和及时反馈，引导学生解决疑惑、理清思路，

进一步激发学习兴趣与动力。 
通过讲授、内化和讨论的循环，对分课堂既保障了知识的传授，又兼顾了能力的培养，显著提升了

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2]。这种模式已在教学改革中取得良好成果，成为提升课堂效率和学生参与

度的有效途径。 
(一) 对分课堂与翻转课堂的比较分析 
翻转课堂是近年来流行的一种教学模式，其核心在于“课前自主学习，课内问题解决”的流程。学

生通过课前学习掌握理论知识，课堂时间则主要用于讨论、实践和问题解决。然而，这一模式对学生的

自主学习能力要求较高，学习能力参差不齐的学生可能难以在课前完成有效学习，从而影响课堂讨论的

质量。此外，由于课前学习缺乏教师的实时指导，学生在遇到问题时可能难以独自解决，导致学习效果

受限。 
相比之下，对分课堂在平衡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学习方面更具优势。在对分课堂中，教师继续承担

知识传授和引导的责任，学生并不完全依赖课前学习。课堂内的知识讲授与课后的内化相结合，使学生

有充分时间吸收知识，而课堂讨论环节则在教师的引导下有序进行。这种设计合理控制了学生的学习难

度，教师还可通过课堂讨论及时帮助学生澄清疑惑，从而促进学生的理解与思考。 
(二) 对分课堂与慕课的比较分析 
慕课(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是一种依托互联网的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模式，为全球学

习者提供了广泛的学习资源和灵活的学习进度选择。然而，慕课在互动性和参与度方面存在明显的不足。

由于缺乏面对面的交流，学生难以获得及时反馈，个性化指导也相对缺乏。学习者常常因缺乏系统化指

导而陷入自我学习的困境。 
相比之下，对分课堂在互动性和参与度方面展现了显著优势。在这一模式中，学生不仅能通过课堂

讨论和与教师的互动获得即时反馈，还可在与同学的思想碰撞中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讨论环节的设

计让学生在群体互动中提升学习效果，同时教师可以根据反馈灵活调整教学策略，为每位学生提供适当

的支持与帮助。此外，对分课堂通过讲授、内化与讨论的良性循环，使学习过程更加结构化，从而有效

弥补了慕课在教学设计和反馈机制上的不足。 
通过对分课堂与翻转课堂、慕课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对分课堂以其独特的设计优势在创新教学改

革中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它平衡了教师引导与学生自主学习的关系，通过课堂内外的互动和反馈提

高了教学质量，显著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和学习效果。尽管对分课堂在实践中仍面临一些挑战，但其

强调学习的过程性和系统性，使之成为现代教育模式改革中的一项重要探索，为未来的教学创新提供了

坚实的参考方向。 

3. 对分课堂在《Cinema 4D 基础》课程中的应用过程 

(一) 教师精准备课，深度挖掘重难点 
在对分课堂的教学模式中，教师的课堂授课时间被压缩，学生的自主学习时间得到增强。这一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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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是一种新的教学转型。在传统的教学模式中，教师通常侧重于讲授，忽视了学生在课

堂内外的自主学习和知识建构。往往认为，知识的建构应完全交由学生自己负责，若学生未能按时完成

学习任务，则归因于学生的不自律。然而，鉴于学生的个体差异，这一观点显然过于武断。 
考虑到学生在《Cinema 4D 基础》课程中的学习差异，教师应在学生正式进入学习状态前进行有效的

引导与帮助[3]。这一过程在实践性与理论性并重的课程中尤其重要。具体而言，教师应在授课前对课程

内容进行细致规划，明确教学重点与难点。例如，在课程的整体目标设定中，学生需掌握建模、动画、渲

染、角色设计、粒子效果及插件模块的应用，同时学会修复时间线并输出不同尺寸的图像。教师应特别

重视毛发系统、高级渲染模块、三维纹理绘画等重点内容，重点讲解 MOCCA 骨架系统、网络渲染等难

点问题。 
为了帮助学生构建清晰的知识结构，教师可以采用思维导图形式，将这些知识点与教材章节相结合，

并帮助学生在课程开始前形成系统的知识框架[4]。这一教学策略不仅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能有

效增强他们的理解与记忆。 
(二) 学生课后内化，输出知识过程 
在教师完成教学目标规划和重点难点分析后，学生可以开始自主学习。在这一过程中，学生有充足

的时间进行知识内化与吸收。通过教师提供的微课视频、教学网站及补充资料，学生可以灵活安排学习

时间，满足个人兴趣和学习习惯。此模式不仅促进了学生的自主性，还提高了学习的有效性。 
在学生的自主学习过程中，教师的指导作用尤为重要。教师应及时解答学生的疑问，尤其是个性化

问题。通过科学的学习方法，如实践分析法，教师可帮助学生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难题。有效的引导与答

疑能够确保学生在知识内化的过程中，对所学内容形成完整的理解，并能在课堂讨论中集中精力深入探

讨重要问题。 
(三) 学生课堂讨论，多样化总结和实践 
在课堂讨论中，教师应根据讨论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区分理论性问题与实践性问题。教师可以根据

学生讨论中的代表性问题，重点讲解并演示相关操作。在这个过程中，可以采用 OKR 目标管理法对课堂

进行科学管理，确保学生的知识内化和实践得到有效总结。 
例如，在《Cinema 4D 基础》课程中，教师可以将理论与实践问题分开，并为每类问题设定明确的目

标。教师还需关注学生的学习状态，及时调整教学策略以应对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困难。如果学生

在课堂讨论中存在注意力不集中或理解力差的问题，教师应灵活调整课堂节奏，进行针对性的辅导。 
这种分层次、全方位的教学方法有助于学生深度掌握课程内容，确保教学目标的实现。通过这种策

略，教师不仅帮助学生解决了课程中的重难点，还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动力，提高了课堂的互动性和深度。 

4. 教学反馈与效果评估 

(一) 效果反馈 
通过对 93 名学生进行定期问卷调查，结合课堂观察与访谈，深入了解了他们对《Cinema 4D 基础》

课程中对分课堂教学法的满意度及建议，重点关注了课程难度、教师指导的有效性、讨论环节的参与感

等方面。问卷调查的结果为课程改进提供了宝贵的信息，同时课堂观察和访谈进一步揭示了学生在分课

堂教学中的收获与困惑，特别是在三维建模与渲染技术这一复杂领域中的挑战。以下是研究结果的详细

总结： 
1) 课堂参与度的提高 
多数学生表示，对分课堂的讨论环节显著提高了他们的课堂参与度。传统教学方式中，学生往往只

能被动地接受知识，而对分课堂教学法通过将学生分成小组并开展讨论，使学生在课堂中拥有更多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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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机会。特别是在复杂的三维建模与渲染技术的学习中，学生们通过小组讨论能够分享各自的理解与实

践经验，这不仅帮助他们在短时间内消化并吸收新知识，还增强了他们对课程内容的信心和理解能力。

此外，许多学生表示，讨论环节帮助他们在解决技术难题时相互帮助，共同攻克难关。通过与同学们的

互动，学生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课程内容，还能学到一些实用的技巧和方法，从而加深了对课程的掌握，

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The role of classroom discussion 
图 1. 课堂讨论作用 

 
2) 学习效果的提升 
在课程学习效果方面，83%的学生表示，分阶段的学习模式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内化课堂内容。传统的

教学方式往往在每节课中讲解大量知识点，学生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有效消化与理解。而对分课堂教学

法通过将课程内容拆分成多个小阶段，让学生有足够的时间进行自主学习与思考，在每个阶段结束后进

行讨论和回顾，加深了他们对课程的理解。隔堂讨论的形式为学生提供了一个反思和巩固知识的机会，

帮助他们在每堂课之间形成知识的连接和拓展。因此，学生能够在课堂学习后，通过个人学习与小组讨

论的结合，巩固知识，并在下一堂课中更加深入地理解新知识，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The impact of split classes on learning outcomes 
图 2. 对分课堂对学习效果的影响 

 
3) 个性化指导的效果 
在个性化指导方面，53%的学生表示，教师的个性化指导显著提升了他们的学习信心。由于《Cinema 

4D》课程的内容较为复杂，尤其是在三维建模与渲染的操作过程中，学生往往会遇到各种技术性难题。

教师在课后的答疑环节给予了学生针对性的帮助，能够根据每位学生的不同情况提供解决方案，并且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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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他们及时纠正学习中的错误。这种个性化的指导不仅帮助学生提升了技术能力，还增强了他们的自信

心，使他们敢于尝试更多的创新与实验。很多学生表示，通过教师的指导，他们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更加

深入，能够独立完成更多复杂的项目任务，如图 3 所示。 
 

 
Figure 3. The impact of personalized guidance on students 
图 3. 个性化指导对学生的影响 

 
(二) 改进建议 
尽管对分课堂教学法在提高学生课堂参与度与学习效果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有一些改进的空

间。通过学生的反馈，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议对于课程的优化和提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1) 加强课堂互动 
部分学生表示，他们希望在课堂上能够有更多与教师的直接互动，特别是在遇到技术难题时。虽然

对分课堂教学法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小组讨论机会，但有些学生认为在讨论过程中，自己仍然难以完全

解决某些技术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希望能够在课堂上与教师进行一对一的互动，或者通过更频

繁的教师指导，解决自己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具体问题。尤其在一些较为复杂的建模与渲染环节，学生

希望教师能够提供更多实时的反馈和帮助，帮助他们及时纠正错误，防止错误在后续的学习中积累。增

加与教师的互动，不仅能帮助学生在技术层面上得到更直接的帮助，还能增强他们在课堂中的学习动力

和信心。 
2) 提供更多实践机会 
另一部分学生建议，课程应增加更多的实践机会。虽然《Cinema 4D 基础》课程中包含了一些实践环

节，但学生们普遍认为，更多的实际操作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掌握课程内容。特别是在三维建模

和渲染的过程中，学生往往需要通过反复的实践来不断提高技能。因此，增加更多的实践机会，能够帮

助学生更快地适应课程的要求，并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学生建议教师可以设计一些综合性的项目，让

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并加深对课程内容的理解。此外，学生还希望教师能在实践过程中提供实时反馈，对

他们的操作进行指导，帮助他们纠正错误，提升技能。 
3) 加强课程内容的层次性 
部分学生反映，在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他们有时会感到课程内容的层次不够清晰，尤其是对于初学

者而言，有些知识点的讲解过于抽象，缺乏足够的示范和讲解。为了更好地适应学生的学习需求，建议

课程可以在教学过程中增加更多的实例讲解和演示，帮助学生更直观地理解课程内容。通过逐步深入的

讲解，学生能够更好地掌握从基础到高级的操作技巧，并能够灵活地将这些技巧应用到实际的项目中。

这样的课程设计可以帮助学生逐步掌握复杂的知识体系，而不会感到过于负担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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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增设跨学科的合作机会 
由于《Cinema 4D 基础》课程涉及到的内容不仅仅是三维建模和渲染，还有许多与设计、艺术以及计

算机科学相关的技术，部分学生建议课程可以增加跨学科的合作机会。例如，可以与艺术设计、计算机

科学等其他专业的学生合作，共同完成项目。这种跨学科的合作能够拓宽学生的视野，让他们更好地理

解《Cinema 4D》在不同领域中的应用，并增强其团队协作能力。此外，跨学科的合作还可以促进学生在

不同领域中的技能融合，提高他们的综合素质和实际操作能力。 

5. 结语 

通过在《Cinema 4D 基础》课程中实施对分课堂教学模式，显著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对

分课堂巧妙地平衡了教师的引导与学生的自主学习，将知识的传授、内化和应用有机结合起来，弥补了

传统教学模式中互动性和灵活性的不足。其讲授、内化、讨论三环节的设计，为学生提供了充足的时间

和空间消化课堂内容，同时也通过讨论环节促进了知识的深度理解和应用。 
在教学实践中，对分课堂展现了多方面的优势：通过课堂讨论提高了学生的参与度，通过个性化指

导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信心，通过系统化的教学设计保障了知识的有效内化。然而，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

一些改进的空间，例如学生对课堂讨论质量的期望、实践环节的强化需求以及跨学科合作机会的缺乏等。

这些问题的解决将进一步完善对分课堂的实施效果，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和优质的学习体验。 
未来，对分课堂在《Cinema 4D 基础》课程的应用应继续深入优化，特别是在课程内容层次性设计、

互动方式创新以及技术支持优化方面。通过引入更多的跨学科合作和实际项目，学生不仅能够更加直观

地理解课程内容，还能掌握团队协作与实际操作能力。与此同时，教师需持续探索如何通过灵活的教学

设计和有效的反馈机制，提升课堂教学的整体质量。 
综上所述，对分课堂为教学改革提供了富有前景的解决方案。其在高等教育中的广泛应用，将为培

养学生的核心素养和创新能力注入新的动力，为未来的教育发展开辟新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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