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９卷第４期
２０１６年１２月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Ｈｉｇｈｅ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３９，Ｎｏ４
Ｄｅｃ２０１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１０－２４

作者简介：周仁来 （１９８３－），男，安徽肥东人。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控制工程系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光纤激光器、固体激光器

和光纤传感器等方面的研究。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在军校专业技术课程
教学中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周仁来，任建存，娄树理
（海军航空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系，山东　烟台　２６４００１）

　　摘　要：针对目前军队院校专业技术课程教学中存在的教学方法单一、学习主动性难以调
动和应用知识分析解决问题能力不足等问题，在深入分析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理论基础上，将课堂导
入、明确目标、课堂前测、参与式学习和课堂后测、课堂总结等环节应用于光电子技术课程教

学设计和课堂实践中。结果表明，该方法能有效解决上述存在的问题，提高学生学习兴趣，取

得较好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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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军队院校教育既要进行扎实的理论基

础学习，又要满足向部队实战聚焦的要求。根据

这一培养目标和特点，军队院校开设的专业技术

课程不仅包括完备基本理论知识学习，还要偏重

一些典型实际装备学习，以此来提高学生分析和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向部队实装靠拢。故学生

在专业技术课程学习中涉及概念多，知识面宽、

广、杂，且实践性强，这给新时期军队院校教育

提出新的要求和挑战。传统的以 “教”为中心的

教学模式强调知识的传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起

主导地位、是知识的传授者，实际教学中发现，

该教学模式效果不好，学生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均

不好；而建构主义学习理论强调以学生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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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激发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能动性，同时对学生学习过程进行指导和帮助，

其教学思想从重视教师向重视学生转变，从重

视教法向重视学法转变［１－２］。那么，在实际的

教学过程中，如何将这些新的教学思想贯彻教

学过程中，如何组织教学过程中各个环节来突

出学员的中心地位，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使得

教学效果事半功倍，是摆在任课教师面前的亟

须解决问题。

ＢＯＰＰＰＳ是近年来加拿大诸多学校流行的一种
教学模式，它是以建构主义和交际法为理论依据

推出的以学员为中心的导学互动模式［３］。目前一

些高 校 教 师 在 经 过 ＩＳＷ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Ｓｋｉｌｌｓ
Ｗｏｒｋｓｈｏｐ）培训后，将该理念应用于课程教学设
计中，如植物生殖生态学、算法与数据结构、计

算机网络原理和信息安全数学等基础课程的实际

教学中［４－８］，并取得一定的效果，但在专业技术课

程中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光电子技术课程等。

　　二、军校专业技术课程教学中存

在的问题

　　专业技术课程是军校学历教育中的主干课程，
在整个培养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与传统

基础理论课程培养目标不同，专业技术课程培养

目标不仅要求学生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还要具

有较强的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针对

专业技术课程特点和培养目标，尽管国内院校尝

试过多种教学方法改革和设计，取得了不错的效

果；同样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也不断探索新型教学

方法与理论，但在专业技术课程教学中仍存在一

些共性的问题，归纳起来如下。

（一）灌输式为主，教学方法与手段单一

专业技术课程不仅涉及理论知识，还涉及大

量实际应用，如光电子技术课程，它涵盖了光源、

调制、传输、探测、成像、显示及存储等诸多方

面理论知识，还包括其在实际装备中应用，且各

部分内容是相对独立的，联系性较小。目前对专

业技术课程中大部分知识，教师均以课堂讲授为

主，教学过程中多采用黑板板书或 ＰＰＴ放映为主，
教学方法相对单一。在实际课程教学中，无论是

抽象复杂理论还是具体装备应用，均采用以教师

为中心的理论推导或知识讲解传统教学模式，学

生在听课过程中被动地汲取知识，不能充分地调

动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对所学知识不能深层

次的理解和认识，从而达不到理想的教学效果。

（二）知识面宽且杂，学生主体能动性难以

调动

专业技术课程一般开设在有一定知识储备的

大三、四本科，处在该阶段的学生基本适应了学

习、训练和生活的节奏，但其对新鲜知识的求知

欲有所降低，很多学生已经将重心放在考研或者

未来工作选择上，对专业技术课程的学习存在只

为了拿到学分而求知甚少的心理；另外专业技术

课程涉及的知识面宽，知识点杂，具有一定理论

深度，故随着课程学习的深入，学生在学习中易

出现烦躁厌学情绪，学习效率低下。因此，若专

业技术课程教学过程缺乏丰富的互动环节，课堂

不具有双向性和趣味性的话，教师就很难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９］。

（三）应用性强，学生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

题能力不足

专业技术课程的开设一般都带有较强目的性，

是为了培养未来需要的专业人才，具有很强应用

性，通过该课程的学习应该使学生具备应用所学

知识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课程中会涉及

较深的理论基础，涵盖高数、物理、化学和材料

等多方面知识。完备系统的理论知识固然重要，

但在教学过程中只对这些理论知识进行推导和讲

解，直接给出结果和相关应用装备，没有诱导和

启发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学生应用知

识解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得不到提高［１０］。

三、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理论内涵和意义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型是一种有效的教师组织课堂
教学模式，强调教学过程的反思和多层次互动，

学生是全方位参与式学习而非传统式听讲，教师

及时反馈学习效果，并调整后续教学内容和方

法［１１］，目前国内不少地方高校和军队院校都在尝

试其在相关教学方面的改革与应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
将课堂教学的过程划分为引入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目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前测 （Ｐｒｅｔｅ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参与式学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后测 （Ｐｏｓｔ
ｔｅ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和总结 （Ｓｕｍｍａｒｙ）共 ６个阶
段［１２－１３］，其模型要素和对应的教学要素如表 １
所示。

首先，引入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是对上堂所学知识进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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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简要回顾，通过问题延伸和提出，导入本堂课

所学内容，目的是引起学生对本堂课的学习兴趣，

使其心理放松，开拓思路。问题引入方式可采取

多种样式，比如提出具有挑战性的问题，通过知

名的案例提出问题，以及新型装备试验视频等。

目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即明确课堂学习所要
达成的目标。这里强调一下，ＢＯＰＰＰＳ模型里学习
目标的描述必须具体明确，且是可观察或进行衡

量的，易于让学生在课堂前后对其进行比较，明

确在哪些方面还存在不足。前测 （Ｐｒｅｔｅｓ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是在本堂课学习之前检验学生对相关
知识的认知程度，包括与本堂课相关基础知识掌

握或课前预习情况等，据此来调整课堂授课内容

的深度、广度与进度。前测方法比较多，主要有

课前提问、头脑风暴、试卷测验等。参与式学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它强调鼓励学生参与到课
堂学习过程中，让学习者成为课堂主导者，主要

包括教师与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和学习者之间的交

互两种类型。后测 （Ｐｏｓｔｔｅ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就是检
验学生的学习效果，是否达成课前的学习目标，

若没达到，明确存在不足的方面。根据授课内容

和对象的不同，可采取小测试、短论文和场景分

析等多种不同测试方法，让学生在轻松活跃环境

认清不足，争取在下次课堂学习中改进。总结

（Ｓｕｍｍａｒｙ），即对课堂内容进行小结，进一步明确
课堂所讲解的知识点，理清本堂课思路和脉络。

总结的方法有多种，如内容回顾、课堂反馈、对

学习者努力与成果的肯定等。

表１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与教学要素

序号 模型名称 模型要义 课程教学要素

１
Ｂ：引入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

引入教学内容，设法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解释学习该知识重要性，增强学生学习的动机。
Ｗｈｙ

２
Ｏ：目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明确教学目标，这有利于教师设计教学过程，还让学生

课后自测自己是否达标。

Ｗｈｏ／ｄｏＷｈａｔ／Ｕｎｄｅｒ
Ｗｈａｔ／Ｈｏｗｗｅｌｌ

３
Ｐ：前测
（Ｐｒｅｔｅｓｔ）

通过提问、测试或问卷调查等方式，了解学生基础知识

掌握程度和课前准备情况。
ＫｎｏｗｎＷｈａｔ

４
Ｐ：参与式学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课题教学过程的主体环节，设计教学活动让学生主动参

加，积极学习，达到设定的学习目标。
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

５
Ｐ：后测

（Ｐｏ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检测学习效果是否达到教学目标，反馈学习效果。 Ｈｏｗｗｅｌｌ

６
Ｓ：总结
（Ｓｕｍｍａｒｙ）

课程总结，回顾本次课所学知识，引入和展望下次课教

学内容。

　　四、以光电子技术课程为例进行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过程设计

　　下面以光电子技术课程中 “激光在大气中传

输特性”为例，阐述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法在实际专
业技术课程教学中的综合运用和尝试。

（一）引入阶段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
首先课堂播放了美军在 ２０１４年 １１月份公

布舰载激光武器海上试验视频，接着引出我国

著名军事专家张召忠先生在一期海峡两岸中对

美军舰载激光器的点评，他说： “在没有雾霾

下，激光武器攻击距离为 １０ｋｍ；在有雾霾下，
激光武器攻击距离约为 １ｋｍ”。在通过该视频播
放，并结合专家的点评，提出 “无论是激光通

信、探测、成像和制导技术，它们均以大气作

为传输通道，那么激光在大气传输过程中受到

哪些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又是如何影响激光传

输？为什么雾霾对激光武器攻击距离影响那么

大？”等具有实际应用背景的问题来引出教学内

容，这样既让学生直观认识和了解现代激光武

器发展现状和作战效能，又大大激发学生对本

堂课的学习兴趣。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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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习目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学习目标既是学生学习的目标，也是教师

课堂的教学目标，还是教学后测阶段知识学习

的评估标准。学习目标的设定是十分关键的，

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学生学习积极性和教师课前

准备情况，要结合学生实际情况和教学要求，

关注 Ｗｈｏ、ｄｏＷｈａｔ、ｕｎｄｅｒＷｈａｔ和 Ｈｏｗｗｅｌｌ等
因素，客观的反映在一定条件下，本堂课所达

到认知水平、技能表现、情感态度等。下面以

本堂课教学为案例，其学习目标主要包括以下

几点：１理解和描述激光束在大气中传输效应，
知道大气传输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内容及产

生条件；２掌握哪些是大气对激光的吸收效应
的主要考虑因素，以及推导大气吸收衰减的朗

博定律；３理解激光在大气中散射衰减效应，
明确散射衰减分类和产生条件，结合实际生活

中一些自然现象，如太空宇航员看见太空是黑

色的，为什么地球人类看见天空是蓝色？一天

之中不同时刻看见太阳的颜色为什么有所区别？

云和雾为什么是白色且形状不规则？等，提高

学生理论联系实际，运用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能力；４了解激光在大气中传输的湍流效应，
知道湍流效应分类和产生条件，分析大气湍流

对空间激光通信误码率影响，以及如何减小其

影响；５通过学习，让学生明确本堂课学习重
点，即激光在大气中传输吸收效应和散射效应；

本堂课学习难点是激光在大气中传输湍流效应，

并利用上述两种效应对生活中自然现象和实际

装备性能进行分析。

（三）课前测试 （Ｐｒｅｔｅｓｔ）
在进行本堂课学习之前，通过课堂提问方法

来进行课前摸底：１与普通光源相比，激光光源
有哪些特点？２大气主要成分是什么？它们含量
是多少？３目前常见激光器有哪些？分别工作在
那个波段？４什么是大气窗口？５海水的颜色为
什么是蓝色的？路口交通灯为什么选择红色？通

过上述几个问题摸底学生基础知识、课前预习情

况，对生活中一些日常现象的观察与思考等。

（四）参与式学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该阶段主要是让学生主动加入到课堂教学过

程中，改变传统的被动式学习方式，体现 “以学

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抛出一些简单而又启发

的问题，调动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性，例如：

１目前常见激光器工作波长是否处于大气窗口范
围内？能否利用大气对某些激光波长吸收特性进

行一些应用研究？如 ＣＯ２气体和一些有毒气体检
测？２在激光大气传输中瑞利散射和米氏散射发
生条件？光散射方向分布如何？散射强度与激光

波长关系如何？，然后接着对日常生活中自然现象

进行提问，通过一系列问题进行引导和驱动学生

独立思考，不断深入学习课堂知识。

（五）课堂评估 （Ｐｏ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根据课前设定学习目标，设定一些不同层次问

题，要求涵盖了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原理应用、

解决实际装备问题等，问题综合性逐步递增，从

基于书本至脱离书本，最后到实际应用，例如：

激光束在大气中传输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大

气湍流效应如何影响空间激光器通信误码率？如

果你是工程师，你打算从哪些方面减弱其对误码

率的影响？这里要说明一下，课后评估问题要根

据授课对象作一些相应的调整，让其在学生可接

受范围内，充分调动其积极性。

（六）总结 （Ｓｕｍｍａｒｙ）
在总结阶段，简要回顾本堂课的教学内容，

理清教学脉络，点出难点和重点内容，可以适当

插入针对这些问题，回顾以前科学家们是如何思

考和解决的，开拓学生思路，同时提升人文素养，

开展励志教育。

基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法，以 “激光在大气中

传输特性”为例，上面详细给出了每个阶段设计

内容，为了更加清晰理清本堂课设计脉络，表２给
出了本堂课教学过程设计，望能为其他专业技术

课程设计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价值和教学思路。

基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法在光电子课程教学中
处于探索尝试阶段，在每次课堂教学中，利用分

组的方式对一些实际问题和应用装备进行讨论，

将讨论结果与问题初始导向进行比较分析，对学

员学习效果进行评估。对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学年两个班
次的 “军用光电子技术”课堂效果进行检测，学

生的理论知识掌握率分别达到 ８５３％和 ８７５％；
对课程的学习兴趣问卷反馈中，选择 “非常感兴

趣”的人员比例分别为９０％和９５％，结果表明该
方法能有效提高学生学习效果，激发学生的学习

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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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激光大气传输特性”的教学过程设计

阶段 教学设计内容

Ｂ
通过一个相关视频和专家点评，给出一个具有实际应用背景的问题，引出本堂课授课内容，激发学生学习兴

趣，本阶段时间约５分钟。

Ｏ
设定学习目标，如了解激光在大气中传输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推导大气吸收衰减的朗博定律，解释一些常

见自然现象等，让学生在３０分钟授课之后能对比分析。

Ｐ
提问摸底学生基础知识、课前预习情况，如①与普通光源相比，激光有哪些特点？②大气中主要成分是什
么？它们含量是多少？③ 什么是大气窗口？④ 海水的颜色为什么是蓝色的？路口交通灯为什么选择红色？
本阶段约５分钟。

Ｐ

让学生主动加入到课堂教学过程中，通过简单而又启发的问题调动学生主动思考的积极性，如目前常见激光

器波长是否处于大气窗口范围内？能否利用大气对某些激光波长吸收效应作一些应用研究？如ＣＯ２气体和一

些有毒气体检测？在激光大气传输中瑞利散射和米氏散射发生条件？光散射方向分布如何？散射强度与激光

波长关系如何？通过一系列问题进行引导和驱动学生独立思考，不断深入学习课堂知识，本阶段约３０分钟。

Ｐ
设定不同层次问题，涵盖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原理应用、解决实际装备问题等，问题综合性逐步递增，从

书本知识到实际应用，本阶段约５分钟。

Ｓ
回顾课堂教学内容，理清教学脉络，点出难点和重点，适当插入科学家们是如何思考和解决科学问题，开拓

学生思路，提升人文素养，开展励志教育，本阶段约５分钟。

五、结语

对军校学生来说，专业技术课程是一门理论

性与应用性结合较强专业课程，会涉及大量实际

装备应用，如何提高学员学习积极性和提高分析

解决问题能力，这给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提出更

高要求。在分析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理论基础上，尝试将
引入阶段、学习目标、课堂前测、参与式学习和

课堂评估、课堂总结等环节应用于专业技术课程

教学中，并以 “激光大气传输特性”为例，利用

上述环节设计了完整而丰富的教学过程。通过在

“军用光电子技术”课程中实践表明，综合灵活的

运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对专业技术课程进行教学过程设
计，能够有效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取

得了显著的学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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