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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信息化社会飞速发展，科技创新的大时代背景之下，传统的教育模式以及观念需要通过创新来适应变

化莫测、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化科技社会。文章以宁波工程学院为例，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背景下就新兴

的“自学启导教学模式”进行综合分析和探索研究；结合后疫情时代的阶段性特征，发掘自学启导教育

模式的可行性、必要性、应用性，分析论述该“自学启导教学模式”在教学中的课程架构、课程建设、

教学方法和相关教学机制的实际应用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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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
tion,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s and concepts need to adapt to the unpredictable and rapid de-
velopment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society through innovation. In this paper, Ningbo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Sino-foreign cooperation in run-
ning schools on the emerging “self-taught enlightening education model”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exploration; Combined with the phase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st-epidemic era, explore the 
feasibility, necess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self-taught enlightening education model, analyze and 
discuss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teaching methods and the practical ap-
plication and strategies of the “self-taught enlightening education model” in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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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选题的背景与研究意义 

1.1. 选题的背景和依据 

二十一世纪正是全球科技和经济发展的飞速时期，人类社会正在逐步迈向信息化社会，国家之间的

国际经济竞争和综合国力的较量日益激烈。因此，传统的教育观念以及教育模式需要通过改变来适应变

化莫测、高速发展的现代信息化科技社会，教育必须面向未来，创新发展，以革新的理念探求新的教学

模式。 
自学启导教学模式是一种以学生的自学活动为学习主体，老师的引导教导为学习主线，强调学生在

老师的指导下受到启发并进一步开展自主学习的教学模式。在教学活动中，教师通过有序合理的教学组

织来引导学生主动求学，把教学活动的主体从老师转移到学生，将教学重心从以往的老师传授教学，转

为学生自主学习，并将教师教学职能从“传授”、“讲述”为主，转为“指导”、“引导”为主。自学

启导教学模式的理论背景是围绕着和谐教学整体建构的教学思想和建构主义，以程序教学理论作为教学

理论依据。该教学模式在教师充分认识和掌握教学规律的基础上，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教学指

导，组织开展合理有序的教学活动，根据不同类型学生的个性特征，运用有效的针对性教学，充分调动

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 
“自学启导教学模式”在我国已经有学者对该教学模式进行了先行先试。白家清(2001) [1]提出了“自

学启导教学模式”对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积极作用，通过积极的引导，并给予学生充分的选择余地，以

充分调动和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启发学生刻苦学习和钻研，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李中朝(2006) [2]提出

了“先学后导”教学模式中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他的理论认为，学习者不能是信息的被动接受者，而

必须是知识获取过程的主动参与者；周敏(2019) [3]提出了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理解能力、个性特点，

了解自己的学习差异和学习风格，找到最适合自己个性化的学习方式和学习策略；张美玲，王艳萍(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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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出在线上学习的过程中，学生要主动培养自己的学习能力，不仅要掌握所学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

掌握学习的方法，提高对知识的架构和运用能力。 
这些研究都对于“自学启导式教学模式”的发展和创新以及新兴教学模式在社会教学教育领域中的

应用做出了巨大贡献。 

1.2. 本文研究的意义 

当前，在世界科技发展迅速，经济不断增长的时代大背景之下，人才数量和质量已经成为国与国之

间强大的竞争能力。因此，我们的教育模式必须符合现代化特点，发展独立自主的创新思维，对传统的

教育方法进行创新变革，以适应新时代发展对多元化自主型人才的需求。自 2019 年以来，为适应国家防

控疫情的政策，配合国家防控疫情的要求，在区域化隔离系统控制的情况下，高等院校的教育需要借助

“自学启导”这一模式来实现巩固和强化。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多数教师更喜欢使用 E-learning 作为

互联网上的学习方式，学生和教师可以网络上开展教育活动。即便在中外合办教学情况下，师生相隔千

里，也不会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他们可以通过使用信息化科技和互联网技术，分发和接收内容，并

进行快速、高效的学习活动。 
正当此时，高等教育面临着一个需要转型的时代阶段。传统的讲座式面授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时

间和空间上的局限性。除此之外，传统的面授形式的教学方法存在一定的缺点，更有可能导致学生更加机

械地、被动式地学习，选择在学习过程中一味的方枘圆凿，却不知“圆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龃龉而难入”。

因此，后疫情时代下的高等院校离不开“自学启导”这一具备先进性、实用性特征的教学模式。 

2. 后疫情时代中外合办式教育背景及存在的问题 

2.1. 后疫情时代中外合办式教育背景 

“后疫情时代”通常是被用来描述在疫情得到控制之后，人们对疫情仍然保持着警惕的时期。与先

前不同的是，在后疫情时代，人们的学习、工作、旅行等日常生活活动逐渐向疫情发生前的正常化状态

发展。在高校中，学校不再以暂停或延缓课程活动作为防控措施，而是让学生积极进行线上课程活动，

线下佩戴口罩，在教室内保持社交距离，辅助线上课程活动的实践，在安全的前提下保障学生在高校中

正常地学习和生活。 
在后疫情时代，受到相关疫情防控要求的影响，高等院校的教育方式变得更加科技化、信息化、多

元化。在中外合作的办学模式当中，外教由于需要配合两国防疫政策的实施，难以回到学校为学生进行

面授式教学。在线教育愈发成为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形式，为传统中外合作教育模式的改革与发展提供

了强大动力。在后疫情时代，在线教育的发展也面临着许多不确定因素，为了进一步提升在线教育的质

量和水平，“自学启导教学模式”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教育的形式。 

2.2. 后疫情时代中外合办式教育存在的问题 

在全球疫情的影响之下，疫情给教育对外开放带来不确定性，教师之间、师生之间的合作交流与科

研拓展面临着一些问题。 
首先，由于国家之间的疫情防控要求，国外教师出行来华受到了一定限制。与此同时，中方教师出

国培训和学术交流的道路同样也面临着阻碍。其次，教师授课方式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由原本的传统线

下面授式教学逐渐转变为线上教学。但因时差、语言交流、网络问题等等原因，外教课时指导、作业作

品的提交监督等教学活动受到了一定的阻碍。再次，在线教学对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动性、主动性以及

自律性产生了更高的要求，学生需要实现自我督促，为自己的学业负责。自学启导这一教学模式，正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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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培养学生自主学习的积极性、主观能动性，发扬以学生为主体的学习主人翁意识，应对了这些问题。 

2.3. 疫情背景下的中外合办式自学启导教学的优势 

自学启导式教育研究的首要目标是对于学生的学习进行正确和有针对性的诊断，准确地评估学生在

学习中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基于教学重点进行学习，并以提高学生综合表现结果为目的，以提高教学效

率和质量为理念，鼓励学生积极思考、独立研究、自主创新。 
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之下，自学启导式教学能够促使学生成为自己学业的责任人，为自主学习谋划

道路和目标，专心于为自己的学业负责，并促使学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学习当中，在自觉的状态下主

动学习，得到事半功倍的结果。自学启导式的学习为学生开拓思路，丰富学生的想象，根据学生自己的

学习情况调整自己的学习思路，以此改进思维方式与知识架构，获得在学习中更强的适应力和应变力，

培养更好的学习品质和学习习惯，求真务实，积极进取。 
在中外合作办学的自学启导教学模式下，教师在教学之中扮演引导者的角色，指引和点拨学生学习

课业内容，对于学生表现优异之处予以赞美和肯定，对于学生表现不足之处予以鼓励和解决方法。学生

在这样的学习氛围中获得了独立学习的成就感和喜悦感，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学习热情也随之增加，从

而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学习中去，以更优异的成绩完成教学目标。 
不仅如此，自学启导式教学还能为学生提供更强的创造力和创新思维。当学生拥有了自我思考的能

力，便能迸发出更有激情的创造力和更为独特的创新力，极大地拓展了学生的视野范围和思想高度。 

3. 疫情背景下的中外合办式自学启导教学策略分析 

3.1. 注重课程建设，改进课程架构 

在教学过程中，教师通过结合教学资源、课时数量、关键知识点内容、难易程度等等多个教学维度，

进行全方位、多维度的考量，创新课程内容及知识体系的架构，并对于教学体系框架和具体内容进行完

善。例如，教师可以在学习过程中创建合理的课程，拍摄相关视频，或者通过直播的方式，指导学生进

行在线学习。在教学过程中，鼓励学生进行自主研究，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增加学生的课堂

活跃性，促使学生主动探索知识的本质，提升教学的有效性。 

3.2. 创新教学环境，促进自主学习 

在整个教学环境中，教师鼓励积极创新，主动学习，以达到更全面的教学效果。例如，教师可以利

用相关行业的专业知识来创新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可以利用智能软件来评估学生的学习成果，改

进学生的课程设置和在线教育价值，为创新知识学习体系，提升教学效率。教师要充分强调学生的主体

地位，注重学生的参与，在教学中明确在线教育的特点，为学生创造更加完善的学习环境，充分发挥信

息技术平台优势，提高整体教学质量。 

3.3. 开拓教学手段，扩大学习范围 

在采用在线课程时，教师可以积极创新教学手段，采用网络视频、直播授课、课后借助 APP 或学习

网站的方法来拓展课业活动。教师可以收集各种各样的教学培训案例，引导学生进行实际分析，使教学

多样化，以此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习兴趣，拓宽学生的学习范围。此外，通过教学手段的拓展，师生

间的互动和联动机制得到了加强，促进师生间的课业交流和知识传递。 

3.4. 注重自学评价，完善自学机制 

在自学启导式的学习中，应该明确评价机制对教学的重要性。实时地、恰当地、准确地对于学生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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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的学习情况、学习态度、学习方法做出有效合理的评估，便于学生理解当前阶段的自学情况。合理的

自学评价不仅仅有利于学生展现本阶段的自学成果，也有利于教师高效地实现教学目标、提高教学质量。

教师可以在课堂上通过测试来评估学生的知识，评价测试结果，改进教学测试的内容和使用情况，从而

增强学生对自主学习内容和知识点的理解。 

3.5. 自学启导教学模式的运用及相关实例 

自学启导教学模式的具体实践和运用被划分为四个有效环节，分别为：指引导学、有效自学、精讲

互动、总结拓展。 
在指引导学这一环节，教师根据当天的教学内容制定指导策略，规划相关的课程架构，例如以思维

导图的树状图形式向学生展示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将复杂的知识划分出重点章节及重点知识，引导学

生在关键的学习内容上付出更多时间和精力。教师通过精准运用文本、视频、PPT 等形式，借助 MOOC、
SPOC 等在线视频课程开放平台，突破时空限制，为学生带来更加良好的学习体验。 

在有效自学这一环节，在教师引导学生主动思考的前提下，为学生设定相关的学习问题和课后作业，

学生借助教师的指导图和学习方法寻找解决问题的知识材料，准确运用已经学会的知识分析具体问题，

灵活地运用理论知识到实践当中去。 
在精讲互动这一环节，以学生叙述问题、教师解决问题为主线。教师主要是创造条件，在学生反馈

问题后及时帮助学生，提供发现问题的线索，与学生共同讨论问题，共同寻找解决问题的有关方法，引

导鼓励学生的探索精神与学习活动。学生积极配合教师的指导方法，熟悉和模仿教师的学习思路，将思

路导入进自己的学习中，达到更加高效的学习效率。 
在总结拓展这一环节中，教师会根据学生在之前学习中的相关问题、反馈信息以及新课程标准的教

学要求，运用例如 Excel 表格、Word 文档等提纲挈领式的纲要图表对知识概念进行条理化和系统化的总

结串讲，帮助学生对于学习内容进行系统的加工和组织，并纳入到已有的知识系统之中。 
教师在高校英语教学中，借助自学启导教学模式，在设计导学案这一环节，可以通过例句分析的模

式，对英语语言规律和句式结构进行剖析，让学生对于语言现象的规律进行归纳整理和经验总结，并让

他们在自主学习前先行掌握英语学习的基本规律和方法，探究相关的逻辑思维模式。在自学启导教学模

式中，通过即学即练这一方式，降低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对于新鲜知识的解析难度。例如，在英文语

法中的 if条件从句里，关于零条件句(Conditional 0/Present Real Conditional)的分析中，例句“If water reaches 
100 degrees, it boils.”教师引导学生思考后，得出这个例句是典型的 If 零条件句，条件为水达到 100 度，

结果为水发生沸腾。教师继续举出例句供学生分析，“If I eat peanuts, I am sick.”学生按照之前的逻辑自

主分析后得出，“这只对我来说是真的，也许不是对每个人都是这样，但每次吃花生我都会生病”，因

此该句也属于 If 零条件句。最后，教师引导学生讨论得出 If 零条件句格式为，“If/When + …一般现在

时，…一般现在时”。学生通过教师指导、例句解析及自主思考得出逻辑性的结论：当结果总是发生时

或绝对真理时使用零条件句。教师通过举例的方法灵活地运用自学启导教学模式，抓住教学的重点内容，

根据教学目标灵活处理教学问题，促进学生在自主学习的过程中，紧扣关键内容，形成更加完善的思维

方式和逻辑架构。 

4. 结论 

在后疫情时代的背景下，自学启导式教学模式可以充分延伸学生们的学习角色，加强学生的自学能

力，更有效地打造现场式课堂。围绕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学生，以学生为主体，深化学生的自学启导能力。

在新时期教育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把握在线教育的规律，引导在线教育向良性方向发展。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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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导的教学模式促进了教学相长，不仅提高了教师的教学水平，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自信心、责任心、

自立性，进一步提升了学生独立思考，探索未知和持续创新的能力。在宁波工程学院中外合作办学的背

景下，传统的教育模式已经不足以满足当下教学的需要。因而，自学启导式教学模式充分促使学生自主

学习、自发学习，发扬自主创新思维，逐渐成为全方面发展的高素质型人才。 
自学启导式教学模式为宁波工程学院在疫情期间的教学活动和研究建设提供了巨大帮助，同时也为

其他高校在将来的教学建设活动中提供了借鉴意义，为未来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提供了更多路径和思路。 
在未来的“互联网+”时代，混合式教学必将成为未来学校课程实施的主流模式。与传统的课堂教学

模式相比，自学启导式教学具有更强的适应性、确定性、独特性，对于教学时间和教学空间的要求相对

比较宽松。自学启导式教学已经成为一种师生联动式学习的有效教学方式，并将成为网络化在线教育的

一种重要教学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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