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1

教学方法创新与实践·科研学术探究·第 03卷·第 02 期·2024 年 02 月 DOI: https://doi.org/10.12345/iptm.v3i2.16110

Practice and Thinking of Divided Classroom—Taking 
the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Examination Paper as an 
Example
Yun Lu
Nanjing Shuren Experimental School, Nanjing, Jiangsu, 210000, China

Abstract
The separate classroom is an innovative classroom teaching mode proposed by Professor Zhang Xuexin from the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of	Fudan	University.	This	mode	is	reflected	in	three	interconnected	links:	the	teachers	speak	intensively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class, the students learn alone in class and the classroom communication and discussion. In the evaluation of junior high school 
history papers, the author adjusts to the marking, analysis and making before class; intensive lecture, study alone, exploring and 
summary;	reflection	and	improvement	after	class.	It	seems	simple	to	divide	into	classes,	but	it	will	encounter	various	problems	in	the	
practical	operation	process.	If	they	can	be	solved	one	by	one,	the	teaching	efficiency	will	be	greatly	improved,	and	the	harmonious	
progress between “teaching” and “learning” “teacher” and “student” will be reali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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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课堂的实践与思考——以初中历史试卷讲评课为例
鲁云

南京书人实验学校，中国·江苏 南京 210000

摘� 要

对分课堂是由复旦大学心理系的张学新教授提出的一种创新的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体现为三个互相连接的环节：课初教
师精讲环节、学生当堂独学环节和课堂交流讨论环节。笔者在初中历史试卷讲评课中，调适为课前阅卷、分析和制作；课
中的精讲、独学、探究和总结；课后的反思提升。对分课堂看似简单，但在实操过程中会遇到种种问题，如果能够一一解
决，将会大幅提升教学效率，实现“教”与“学”、“师”与“生”的和谐共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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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鲁云（1978-），男，中国江苏南京人，本

科，高级教师，从事初中历史教学和研究。

1�引言

对分课堂整合了讲授法和讨论法的优点于一身，既保

证知识体系传递的效率，也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简明易

用、可操作性强，是适合中国教育现实、具有鲜明本土特色

的“中庸”课堂。对分课堂的灵魂是交互式学习，体现了教

师作为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的理念。整个教学流程以

教师的讲述为开端，以学生“独学”为桥梁，最后通过讨论

与互动的方式，引导学生深化理解和应用所学知识。

2�对分课堂的理念解读

对分课堂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教师和学生把课堂时间对

半分，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分担“教”与“学”的任务，互

相给对方留出空间和时间。对分课堂从本质上就是将教师部

分权利和职责转移到学生身上，减轻教学负担，也能调动学

生参与课堂学习的兴趣，实现教学的“自由”[1]。

“对分课堂”重新定位了师生关系，认为知识应该“一

半”是老师教的，“一半”是学生学的，师生权责也是对分的。

该课堂的第一目标是要让学生喜欢学习，要激发学生的学习

积极性，必须给予学生一定的权利和自由，要让学生主动参

与，学习过程必须有一部分让学生自我规划和掌控。

相比传统课堂，尽管教师的讲授时间相对减少，但他

们的地位和价值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提升，更能赢

得学生的尊重。这是因为对分课堂教学模式吸收了传统教学

模式的优点，并结合了讨论式教学的元素。

总之，对分课堂是一种将教师讲授与学生讨论相结合

的新型教学模式，能够有效提高教师的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

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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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分课堂运用于试卷讲评课的设计与实践

笔者自 2020 年初，开始将对分课堂引入初中历史教

学。一开始仅仅在初一和初二的部分班级的部分新课中实践

尝试，进而发展为包括毕业班在内的任何班级的几乎所有类

型的课，都会运用对分课堂的模式进行教学。下面就以试卷

讲评课为例，分享使用对分课堂模式进行教学的一般流程

如下：

3.1�课前

3.1.1 阅卷
①尽量用大数据平台阅卷，如果没有条件，也要手动

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②在阅卷过程中，通过拍照或截图的

方式，收集典型题（包括优秀答卷和集中的错误）。

3.1.2 分析
①试卷评估：在集体研讨基础上，从效度、信度、区

分度等几个维度对试卷质量进行评估，并列出双向细目表。

②成绩统计：算出本次测试的一分四率（即平均分、高分率、

优分率、及格率和低分率）等关键数据统计，并将年级与任

教班级数据对比分析。如果有条件，还要对比之前的测试，

整理出学科总体、班级乃至个人的进退起伏情况。③重点题

型：汇总分析测试存在的主要问题，遴选典型题型，并进行

必要的错因诊断，同时还应包括任教班级的典型问题。

3.1.3 制作
①技术支持：在分析答题共性错误的基础上，以典型

错误为例，汇总制成教学 PPT；同时辅以手机投屏或实物投

影，展示学生答题中错误案例及评分标准等内容。②习题重

组：在对试卷整体分析的基础上，打破试题原有序号，依据

一定方式，对试题进行分类重组；重点题型要有同类演练或

变式训练，举一反三，并尽可能在课堂上给学生预留思考和

消化的时间。

3.2�课中

3.2.1 教师精讲
①先对试卷进行整体分析，讲解试卷的结构、题型和

考查要点。

②呈现班级双向细目表，明确得分分布情况，并让每

一个学生明确自己的失分项，并在试卷和答卷上做相应的

标记。

③师点出集中的错项，让学生明确后续探究的重点。

3.2.2 学生独学
①重做错题，自主订正在答卷上，分析错因，明确对策。

②要求绝对安静，禁止交流；允许存疑，适当标记。

③原则上不限时间，当绝大部分学生完成后，教师可

以统一要求进入下个环节。

3.2.3 合作探究
在学生自主纠错的基础上，为学生搭建平台，向学生

展示典型错误和优秀解答，引导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学会诊

断、辨析、质疑及评价，在错题分析中提炼解题注意点、思

路和技巧。加强互动，通过组内与组间合作，解决疑难问题。

第一，小组共学。按照组间同质，组内异质的方式分组，

每组 6 人左右。要求如下：

①全体起立，推进椅子，按组集中交流。

②按题号顺序，依次提出自己解决不了的错题。

③组内会的同学讲解给不理解的同学。

④无法讲清楚、有争议或都不会的错题，标记留存，

不要花太多时间。

⑤错题过完，自行坐下，独自思考留存错题，领座可

以适当交流，稍等其他组结束。

⑥原则上不限时间，通过给认真、高效结束的三组加

分的方式，营造竞学氛围，也提高讨论效率。

学生在小组内互相交流和讨论他们在试卷中遇到的问

题、疑惑或错误。这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点，

同时也培养了学生的合作和交流能力。

第二，全班互学。

教师请失分的学生讲典型错题的思路，分别讲清楚正

解是什么，为何会做错。如果没有解决，也要说一说困惑在

哪里？随后，请其他组质疑、反驳或助解。

过程中，教师要允许学生充分发表观点，即使是错的，

也不要贸然打断。教师可以肯定学生的回答，但是不明确告

知一定是正解，更不要纠正学生的错误，这个机会应该留给

其他学生。要提倡异组之间的争辩，鼓励学生乐于表达，积

极参与赏、评、改，感受其中乐趣，可以通过量化加分的方

式激励学生竞学。教师的课堂教学语言应充满正能量，注重

正向激励，富有育人情怀，尤其是学生解答不完善或错误的

时候，更要呵护学生的参与积极性。

每小题讲完，必须问一问，是否还有疑问，争取人人

真正理解，当堂过关。全部讲完后，还要再问一遍“是否有

问题”，如存在个别问题，可以安排单独交流。

教师适当展现精选的答卷，让学生尝试付分，并说明

理由，体现学以致用。

在学生充分讨论的基础上，帮助学生归纳提炼解题方

法，对学生提出有针对性、具体可操作的建议，引导学生学

会审题、规范答题等，指导学生正确运用修改符号进行订正

与修改。

3.2.4 总结巩固
第一，展示学生优秀的答卷，从卷面整洁、字迹工整

和答题规范等几个方面，给学生形象直观的正面引导。

第二，从教与学两个方面作整体的理性分析，尤其是

要总结解题思路和方法，帮助学生查漏补缺。给学生一段时

间内化，通过回顾错题，总结自己的错误和不足之处，并思

考如何改进。可参照下面进行梳理：

①会做，丢分的是哪些题？

    审题不仔细，如                         题。

    表述不严谨，如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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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题不规范，如                         题。

②不会，丢分的是哪些题？

    知识点不清，如                         题。

    方法不熟练，如                         题。

    其他原因，如                             题。

第三，相应的变式或补偿练习。

3.3�课后
预设与生成是反思的核心。在试卷讲评课后，应及时

记录下教学活动的互动生成、转瞬即逝的教学灵感和亮点、

学生解决问题的思考方法、独特见解和精彩对答等。尤其是

要针对学生反馈的错因，反思“教”的不足，研究今后改进

的措施。

对分课堂的试卷讲评课，可以让教师及时发现学生的

学习问题和困难，进而适时地进行针对性教学反馈和指导，

提高学生的学习效果和成绩。同时，也能够培养学生自主学

习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可以促进师生之间的互动和交流，

增强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提升学生的团队协作意识。

4�对分课堂的利弊分析

4.1�优点
①有效落实双减：对分课堂结合了传统课堂与讨论式

课堂各自的优势，如能把握精要，讲授时间可以大为缩短。

从某种意义上看，也同时为教师和学生减负了，这是另一个

层面的“双减”。②全员主动学习：尤其是独学和小组互学

环节，真正做到了覆盖全体。再辅以小组为单位量化考核，

更是有力的保障。教师可以通过细化分工、分解责任、量化

考核等方式，真正实现人人参与。③提升思辨能力：尤其是

在组间共学环节，充分体现了交互式学习，培养了学生的批

判性思维、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要充分鼓励学生

的相异思维和独到见解，只要学生言之有理，就要充分肯定。

④促进师生互动：教师不再作为课堂的主宰出现，教师的“答

案”也未必正确，学生在反驳教师中获得真知和自信。课本

只是教材，而非权威的“圣经”，学生可以依据自己的理解，

反驳老师的观点，而老师则享受被驳倒的幸福。⑤满足个性

需求：学生在独学和探究环节，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加入探

讨，满足了不同学生的学习风格和需求。优秀学生作为小老

师实现了教学相长，后进生也通过互助解决了疑难。外向的

学生可以展现口才，文静的学生可以完善缜密的思维。⑥增

强教学效果：教师可以通过观察学生的讨论，及时了解学生

的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对于学生自

己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讲，学生可以互助解决的问题不讲，教

师只重点讲学生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4.2�问题
①时间管理挑战：对分课堂在实践之初，往往会出现

完成不了教学任务的状况，主要原因是教师只做了加法（加

入独学和互学），没有做减法（还是面面俱到的讲授）。

再究其原因，还是观念、能力没有根本改变，不讲不放心。 

②学生参与度不均：一般会出现两种极端的现象，有些学生

可能更积极参与讨论，成为“霸学生”（即霸占了大部分学

习活动的学生）；而有些学生可能较少发言，成为“边缘生”

（即靠边站，几乎不讲话的、没有存在感的学生）。③学生

能力参差不齐：对分课堂的效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生的自

主学习和参与度。由于学生的个体差异（包括性格气质、学

习动力、学习习惯、自律性等），往往会导致有些学生可能

不愿意或不能够积极参与讨论，导致课堂效果不佳。④教师

角色转变：有教师习惯了原来的一套，不愿意跳出舒适圈。

或在实践过程中，担心出现偏差；或一旦出现问题，就归结

为对分课堂不适合。对分课堂对教师的教学及组织能力和引

导技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从传统的讲授者转变为

引导者和促进者。⑤评价体系不完善：虽然笔者对这方面有

所尝试（小组量化评估），但其效果仍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

讨。另外，诸如兴趣增强、能力提升等，似乎也无法量化显

现。此外，还要面临领导的质疑和“失败”的代价。⑥课堂

秩序失控：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该模式对教师的教学也提出

了更大的要求。但对分课堂也存在许多局限，如：讨论阶段

质量难以控制等 [2]，对分课堂需要充分放手给学生，如果教

师在活动要求和环节把控上不到位，有可能使课堂变为“菜

市场”。

可见，对分课堂的效果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如校

情、师情、学情、课型乃至心情，都会呈现出不一样的效果。

所以说没有十全十美的教学模式，只有当下最适合的教学模

式。在实际应用中，教师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和改进，

以最大程度地发挥对分课堂的优势。

5�结语

对分课堂看似没有什么新意，实则是大道至简、返璞

归真。而且在中小学多个学科的实践中，取得了许多成功的

案例，笔者也在实践中收效颇丰。但是，对分课堂虽然简单

易学，但是要想真正领悟真谛并灵活运用，还是需要一段时

间的摸索和磨合，过程中可能还会出现一些偏差和困难，都

是正常的。对分课堂的构建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完成的，

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 [3]。我

们千万不能有畏难情绪，或者浅尝辄止，这是笔者的真实的

心路感言，希望能给读者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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