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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是近年来国内教育领域积极关注的一种教学方法模型。针对目前国内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缺乏深入的文献计量分析和可视化分析的问题，以 ＣＮＫＩ数据库为样本数据来
源，通过文献计量方法与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分析工具，得到国内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时间分布、作者分
布、研究机构分布、研究热点、研究主题聚类和突现词等方面的研究结论，深化关于国内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的理解，以期为推动国内关于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理论研究和教学
实践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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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是加拿大教师技能培训 （Ｉ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ｌ

ＳｋｉｌｌＷｏｒｋｓｈｏｐ，简称 ＩＳＷ）机构提出的教学方法
模型，该方法模型的特点是对教学过程进行标准

化和流程化，核心在于以学生为中心，激发学生

课堂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将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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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为６个阶段，包括导入（Ｂｒｉｄｇｅｉｎ）、学习目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前测（Ｐｒｅｔｅｓｔ）、参与式学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后测 （Ｐｏ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和总结 （Ｓｕｍｍａｒｙ）［１］。ＢＯＰＰＰＳ模型与５Ｗ （Ｗｈｙ、
Ｗｈｏ、Ｗｈａｔ、Ｈｏｗ和 Ｗｈｅｔｈｅｒ）教学要素存在的对
应关系，如表１所示。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相对于传统理

论授课式教学在目标导向、效果评估，能力养成

等方面具有更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在教育部金课

建设的引领下，这一教学方法模型目前在课程教

学设计和课堂教学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国

内也开始通过工作坊、教师培训和教学示范等形

式得到了积极推广。

表１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与其他要素的对照表［２］

序号 名称 主要任务 课程教学要素

１
导入

（Ｂｒｉｄｇｅｉｎ）
引入教学内容，吸引学生注意力，激发学生学习兴趣 Ｗｈｙ

２
学习目标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
明确教学目标，让学生明白这些知识能做什么

Ｗｈｏ／ｄｏＷｈａｔ／ｕｎｄｅｒ
Ｗｈａｔ／Ｈｏｗｗｅｌｌ

３
前测

（Ｐｒｅｔｅｓｔ）
测试学生，了解学生的知识基础，为后续教学做铺垫 ｋｎｏｗｎＷｈａｔ

４
参与式学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课堂教学的主体环节，让学生参与课堂活动，主动学习 Ｗｈｅｔｈｅｒｏｒｎｏｔ

５
后测

（Ｐｏ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检验本次课的教学目标是否达成，反馈学习效果 ＨｏｗＷｅｌｌ

６
总结

（Ｓｕｍｍａｒｙ）
课程总结，反思自己学到了什么，引出下次课内容 ———

　　２０１１年王若涵等首先在 《中国林业教育》期

刊上发表关于ＢＯＰＰＰＳ在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 “植

物生殖生态学”教学上的探索实践经验，并采用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设计了一套完整的课程实践内容［３］。

在此之后，国内涌现了很多关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在教
学上的研究。现有的研究主要从ＢＯＰＰＰＳ模式、教
学和课程设计、教学方法、具体应用等方面展开。

其中，罗宇等针对当前大学课堂教学存在常见的６
个方面问题，如教学目标模糊、只灌输知识不讲

求实效等，基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提出了课堂教学改革
的建议［４］。陈卫卫等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与问题驱动教
学法和５Ｗ教学法的关联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
础上针对 “算法与数据结构”课程提出了如何利

用上述方法对学生的计算思维进行培养的策略建

议［５］。曹丹平和印兴耀在此基础上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
在高等教育方面的具体应用及实践过程中的核心

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解析，较为全面地阐述了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内涵［６］。此外，还有很多研究侧重

探索在实践中如何运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如何昱等研
究了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在 “天然药物化学”课程教学

中的设计［７］，袁恩和徐达文等探索了如何基于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对 “计算机原理” “信息安全数学基

础”课程进行教学改革和设计［８－９］。除了探索如

何运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对一般的理论性课程进行改革
和设计的研究，还有很多学者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在不
同性质的课程方面的运用问题，如赵锋等报告了

“药剂学实验”课堂上如何运用 ＢＯＰＰＰＳ模式进行
实验教学［１０］，穆华等研究了如何在研究型的课堂

教学设计方面运用 ＢＯＰＰＰ模型［１１］，吴昌东等探索

了 ＢＯＰＰＰ模型在 ＭＯＯＣ教学设计方面的运用
问题［１２］。

以上研究对于促进国内教育界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
的理解和实践运用，以及为推广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在各
种类型和性质的课堂教学方面具有很大的指导作

用。但是目前关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研究还缺乏深入
的文献计量分析，缺乏对国内关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
究情况归纳总结的可视化分析，这些研究工作对

于梳理国内关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发展脉络和研
究重点热点，对于指导后续关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研
究和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因此，本文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对国内关于 ＢＯＰＰＰＳ
模型的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以期为推动国内

关于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提供
参考。

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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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知网ＣＮＫＩ收录的全文期刊文献为
数据样本，检索主题词为 “ＢＯＰＰＰＳ”，检索时
间为２０１１年—２０１９年３月，共检索到２８５篇相关
文献，剔除不相关文献，得到有效文献２６２篇。

本文利用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１３］对国内 ＢＯＰＰＰＳ模
型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是一个着眼
于分析科学文献中蕴含的潜在知识，并能够给多

元、分时、动态地对引文等文献信息进行可视化

分析的文献计量分析工具［１４］。通过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对国
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能够更好
地把握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热点、主题聚类和
演变趋势，以及主题词突发性探测等情况。

三、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概况

（一）时间分布

图１是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发文量的年度趋势，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研究采集的数据截止到２０１９
年３月，而２０１９年１－３月期间的发文量是２２篇，
在对发文量年度趋势不造成误解的前提下，本文

在图１对２０１９年的发文量增加了一个假设点。由
图１可知，国内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发文总量并不
多，而且研究始于２０１１年，在２０１２年和２０１３年
都没有相关研究文献发表，从２０１４年国内教育界
才开始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正式予以关注。此外，国内
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发展趋势呈现 “Ｓ曲线”特
点，尤其是２０１８年的发文量达到了１１６篇。参照
文献发展趋势的阶段划分方法［１５］，图１表明国内
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研究已经突破了引入阶段和兴起
阶段，目前正处于快速增长阶段，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快
速增加的发文量说明了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已经开始得到
了国内教育界的关注，成为国内教育领域研究的

热点。

图１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发文量年度趋势

（二）作者分布

在２６２篇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文献中，发文量超
过３篇以上的作者有 ３２位，约占总作者数量的

６％，其发文量 （篇）约占总发文量的１２％，我们
将其视为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核心作者，具体如表
２所示。

表２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核心作者相关情况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篇）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篇）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１ 李瑛 ６ １８５ １７ 李志刚 ４ １０９

２ 肖国学 ６ １ １８ 冯晓红 ４ １

３ 刘丹 ６ １８９ １９ 乌云娜 ４ １０６

４ 陈卫卫 ６ １９１ ２０ 郝凤枝 ４ １

５ 吕云玲 ５ １ ２１ 孟涛 ４ １

６ 谢微 ５ １３８ ２２ 付绍静 ４ １２３

７ 田华 ４ １ ２３ 张师愚 ４ １２３

６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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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２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篇）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序号 作者 发文量 （篇）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８ 孙鑫 ４ １ ２４ 陈宏 ４ １６３

９ 张凤杰 ４ １０６ ２５ 王淑芳 ４ １

１０ 周三玲 ４ ０１５ ２６ 宋彦涛 ４ １０６

１１ 李清 ４ １０９ ２７ 许博 ４ １２４

１２ 霍光伟 ４ １０６ ２８ 王灵聪 ４ １

１３ 王之元 ４ １７７ ２９ 罗宇 ４ １３４

１４ 陈丹 ４ １ ３０ 邓洋洋 ４ １

１５ 李艳 ４ １ ３１ 杨秀华 ４ １

１６ 吴志刚 ４ １６７ ３２ 王娜 ４ １２３

　　在表２中，本文还统计了作者在合作网络中的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ＰａｇｅＲａｎｋ是 Ｇｏｏｇｌｅ专有的算法，由
ＬａｒｒｙＰａｇｅ和 ＳｅｒｇｅｙＢｒｉｎ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发
明，用于衡量特定网页相对于搜索引擎索引中的

其他网页而言的重要程度。该指标通过将对页面

的链接看成投票，实现了将链接价值概念作为排

名因素，指示了网页的重要性。在本文的研究中，

如果一个作者与很多其它作者合作，那么这个作

者的重要性即其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相对较高，如果一个
作者与另一个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较高的作者合作，那么
这个作者的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也会因此而提高。从表２

可知，陈卫卫的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值最高，属于 ＢＯＰＰＰＳ
模型研究领域中的关键作者。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如图 ２所
示，其中，节点代表作者，节点之间的连边代表

作者之间的合作关系，节点大小与其发文量呈正

相关比例关系，标签大小与其被引用频次成正比。

在图２中，节点数是５５０，连边数是８４８，网络密
度是０００５６，这说明了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合
作网络是一个稀疏网络，关于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
作者之间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但是合作并不

是非常紧密。

图２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

　　图３是从图２抽取的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作者合
作网络中的最大合作网络，由图３可知，在最大合
作网络中，刘丹、王之元是两大核心节点，两位

作者均是国防科技大学的教学研究人员，主要围

绕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在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方面的
实践探索、微课建设和课堂改革等方面展开研究，

而且围绕他们组成的团队已经形成了ＢＯＰＰＰＳ模型
研究的核心团队，对推广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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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３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最大作者合作网络

（三）研究机构分布

图４是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高产研究机构发文
情况，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发表的文献数量

最多，第二是解放军理工大学指挥信息系统学院。

值得注意的是，发文数量排前二的这两所研

究机构都是军事类院校，一方面可见这两所军事

类院校在课堂改革和高等教育方面主动作为，为

培养高等人才倾注了很大的努力，另一方面这两所

军事类院校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方面处于国内研究
和实践探索的领军者地位。通过实地调研了解，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很早就在国防科技大学

的计算机类课程的教学设计和课堂改革中引入了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并且成立了专门的团队在学校内进
行培训和推广，在国防科技大学教师中产生了很

大的影响。此外，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和实践的研
究机构分布方面，图４还表明了非 “双重”建设高

校占据了很大的比例，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研究和实
践方面投入了很多的努力，他们在不同层次高等教

育上实践和推广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５是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其

中，节点代表研究机构，节点之间的连边代表研

究机构之间的合作关系，节点大小与其发文量呈

正相关比例关系，标签大小与其被引用频次成正

比。在图５中，节点数是２２０，连边数是４４，网络
密度是０００１８，这说明了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
机构合作网络是一个比作者合作网络还要稀疏的

网络，跨机构之间的合作研究还是比较缺乏，而

这种跨机构之间的合作对于在课堂改革和教学设

计等过程中推广实践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尤为重要，目前
的机构合作网络表明国内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还

需要进一步加强。图５中节点标签的大小也表明了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解放军理工大学指挥

信息系统学院等教育机构在引用频次方面具有显

著的影响，这与图４的结论是一致的，这两所机构
在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研究和实践方面处于领军者
地位，具有重要影响力。

图４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高产研究机构发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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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５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机构合作网络

　　四、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热点及
主题聚类分析

（一）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热点
表３是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前２０个高频关键

词。由表 ３可见，在 ２０个高频关键词中，与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直接相关的是 “ｂｏｐｐｐ”“ｂｏｐｐｐｓ教学
模型”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和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法”，
这四个关键词在２０个高频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比例
达到了５５２１％，如图６所示。

表３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前２０个高频关键词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序号 关键词 频次 中心性 ＰａｇｅＲａｎｋ

１ ｂｏｐｐｐ ２１８ ０９１ ３２８７ １１ 课堂教学 １４ ００８ ２８１

２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型 １３６ ０５７ ２３２２ １２ 微课 １４ ００２ ２１

３ 教学设计 １０３ ０２７ １２９ １３ 教学模型 １２ ００２ ２４３

４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 ５５ ０２５ １０３ １４ 课程设计 １１ ００３ １８１

５ 教学模式 ４２ ０１３ ６７５ １５ 翻转课堂 １１ ００１ １６８

６ 教学改革 ４１ ０１ ５９８ １６ 课程改革 １０ ００４ ２２

７ 参与式学习 １８ ００３ ３１９ １７ 数据结构 １０ ００２ ２１

８ 教学方法 １５ ００４ ２６２ １８ 教学目标 １０ ００４ ２２５

９ 有效教学 １５ ００３ ２４５ １９ 教学实践 ９ ００６ ２４２

１０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法 １５ ００７ ３１１ ２０ ｍｏｏｃ ９ ００１ ２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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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在图６中把 ＢＯＰＰＰＳ高频关键词划分为８
类，其中教学模型、教学／课程设计、课堂教学方
法和教学模式这四类关键词是国内ＢＯＰＰＰＳ研究的
焦点。

图６　ＢＯＰＰＰＳ高频关键词分类频次比例

（二）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主题聚类分析
为了能够更直观和更可靠地对国内ＢＯＰＰＰＳ研

究主题和焦点进行分析，本文利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软件
对 ＢＯＰＰＰＳ文献进行关键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和术语
（ｔｅｒｍ）的共现分析，这种分析不仅提取了文献中

的关键词，而且还从标题、作者关键词和摘要等

文本中提取名词性术语，因此能够更深入地挖掘

国内ＢＯＰＰＰＳ研究的主题焦点。图７是 ＢＯＰＰＰＳ关
键词共现的最大网络聚类图谱，其中节点代表文

献题录中的术语，节点之间的连边代表这些术语

之间的共现关系，节点大小与其中心性成正比，

标签大小与其被引用频次成正比，另外带 “＃”标
签的为主题聚类的名称。在图 ７中，节点数是
３８５，连边数是９３７，网络密度是００１２７，最大网
络聚类图谱占整体网络的９２％，具有显著的代表
性，图谱聚类的模块值 （ＭｏｄｕｌａｒｉｔｙＱ）为０６２５３，
平均轮廓值 （ＭｅａｎＳｉｌｈｏｕｅｔｔｅ）为０９２８５，这说明
国内ＢＯＰＰＰＳ研究主题聚类具有高信度，模块结构
显著。由图７可见，国内ＢＯＰＰＰＳ研究主题主要集
中在９个方面，分别为： “＃０ｂｏｐｐｐｓ模型” “＃１
ｂｏｐｐｐｓ”“＃２ｂｏｐｐｐｓ模式”“＃３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
“＃４教学模式”“＃５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型”“＃６教学模
型”“＃７应用”和 “＃８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法”。

图７　ＢＯＰＰＰＳ关键词共现的最大网络聚类图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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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ＣｉｔｅＳｐａｃｅ中，关键词共现网络的 Ｔｉｅｍｌｉｎｅ
图谱可以从时间维度和具体包含的聚类关键词两

个方面拓展关于关键词共现网络聚类图谱的分析

结论。图８显示了不同时期ＢＯＰＰＰＳ关键词共现网
络的Ｔｉｅｍｌｉｎｅ图谱。其中，“＃０ｂｏｐｐｐｓ模型”主要
包括以下关键词：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设计、算法、
ｂｏｐｐｐｓ式教学、数据结构、高职、计算思维、问
题驱动教学法、概念图等。在这个聚类中，ｂｏｐｐｐｓ
模型的节点最大，中心性也最高，可见国内教育

领域近十年来一直保持对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关注。其
余８个聚类包含的关键词分别如下：“＃１ｂｏｐｐｐｓ”
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ｂｏｐｐｐｓ、实践教学、数据挖
掘、毕业要求、案例教学法、模型、软件工程、

微课、教学效果等。 “＃２ｂｏｐｐｐｓ模式”主要包括
以下关键词：ｂｏｐｐｐｓ模式、教学改革、药理学、
参与度、学生、一般教学、中医基础理论、改革、

教学、研究性学习法和能力培养等。“＃３ｂｏｐｐｐｓ教
学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课程改革、网络平台、信息技术、有

机化学、新高考、知识构建等。“＃４教学模式”主
要包括以下关键词：教学模式、教学目标、数字

地球 导 论、高 等 教 育、雨 课 堂、互 联 网 ＋、
ｂｏｐｐｐｓ、网络工程专业、布鲁姆分类法和认知域
等。“＃５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型”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
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模型、有效教学、单片机、ｌｂｄ教学方
法、圆柱的正交相贯、儿科、混合式带教模式等。

“＃６教学模型”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教学模型、

翻转课堂、ｍｏｏｃ、参与式学习、主动学习、参与
式教学、学习目标、课程设计等。“＃７应用”主要
包括以下关键词：应用、教学实践、参与互动式

教学法、ｍｏｏｃ、“航天器控制原理”、民族地区高
校、ｐｂｏｐｐｐｓ、生物化学实验课程、ｊａｖａ教学等。
“＃８ｂｏｐｐｐｓ教学法”主要包括以下关键词：ｂｏｐｐｐｓ
教学法、毕博平台、产科、互联网时代、教学质

量、急危重症护理、参与式、沟通、急诊医学、

技能实训教学、社区护理学等。

结合图１和图８，本文参照文献发展趋势的阶
段划 分 方 法［１６］，首 先 将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定 义 为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引入阶段，在这个阶段中 ＢＯＰＰＰＳ
模型刚刚引入国内，只有１篇文章发表。其次，将
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定义为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兴起阶段，
在这个阶段中逐年的文献增长幅度都超过３００％，
并且由图８节点和标签大小可知，这个阶段中出现
的关键词对后来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
索奠定了重要的基础。最后，本文将 ２０１６—２０１９
定义为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快速增长阶段，在这个阶段
中逐年的文献增长幅度保持在７０％以上，同时文
献总量有很大的提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图８显
示这个阶段中出现了很多关键词，这些新出现的

关键词不但构成了ＢＯＰＰＰＳ关键词共现网络的聚类
基础，而且还丰富和拓展了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理论研
究和实践探索方向，例如课程改革、参与式学习、

翻转课堂、微课、互联网＋等。

图８　ＢＯＰＰＰＳ关键词共现网络Ｔｉｍｅｌｉｎｅ图谱

１５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９年第３期 （总第１９６期）

（三）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突现词分析
突现词 （ｂｕｒｓｔ）是指在一个特定时间段内出

现较多或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根据突现词的词频

变化趋势可以有效判断研究领域的前沿趋势，突

现词分析能够为关键词共现分析提供更多的可解

释性和挖掘领域研究所涌现的前沿趋势。表４是国
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突现词分析结果。

表４　排名前３的最强引用突现词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 Ｂｅｇｉｎ Ｅｎｄ ２０１１－２０１９

算法 ２４６８６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

数据结构 ３３７２１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
!!!"""!!!

有效教学 ２５５５６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

从表４可见，国内ＢＯＰＰＰＳ研究的前沿爆发点
主要分布在算法、数据结构和有效教学三个领域。

其中，算法和数据结构主要集中在计算机技术与

应用领域，二者均是该领域的教学重难点，在讲

授这些课程时会存在效果不明显、学生理解困难

和掌握程度低等问题，因此如何利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
提高算法和数据结构课程的授课效果成为２０１４—
２０１６年间的主要研究前沿，特别是数据结构比算
法占据更长时间跨度的研究前沿位置。此外，在

２０１５—２０１６年间，有效教学成为国内 ＢＯＰＰＰＳ研
究的突现词，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有效性进行分析和
利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进行有效教学成为教育领域研究
焦点问题。例如有效课堂教学设计应该具有什么

样的内涵？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构成要件的作用如何？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操作流程与教学曲线理论的一致性
如何？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课堂结构形式应该如何设
计？适合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教学策略有哪些？另外，
通过表４的突现词的演化过程也可以发现，国内
ＢＯＰＰＰＳ研究爆发点首先是算法和数据结构，这些
都是具体的实践探索，然后才是有效教学。这说

明了国内ＢＯＰＰＰＳ研究前沿焦点的演变过程，同时
也反映了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发展规律，即首
先是以借鉴ＢＯＰＰＰＳ模型进行实践验证和探索，随
着实践探索的深入以及该模型认知度和流行度的

增加，教育领域开始着重对该模型的有效性进行

研究，并开始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该模型的理

解和拓展。上述这种演化过程实际上也是国内教

育领域中教学理论模型发展的规律。

五、研究结论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本文发现国内 ＢＯＰＰＰＳ模
型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发展规律，即首先是以借鉴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进行实践验证和探索，随着实践探索
的深入以及该模型认知度和流行度的增加，教育

领域开始着重对该模型的有效性进行研究，并开

始从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该模型的理解和拓展，

例如从课堂构成要素、操作流程、课堂结构和教

学策略等方面支持有效教学的实现角度深化对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理解［１７］：首先，ＢＯＰＰＰＳ模型中的
参与式学习是实现有效教学的关键。其次，由于

ＢＯＰＰＰＳ的六环节操作流程与教学曲线理论吻合，
能够在开始上课和快下课这两个学生注意力高峰

时段及时引入参与式学习，激起学生的学习热情，

促进教与学的交互，是实现有效教学反馈的关键

环节。第三，ＢＯＰＰＰＳ模型以问题导入、以前测和
后测等环节诱发教与学的互动，课堂结构表现为

教师、学生和课程之间的三维互动形式，并以学

生互动、师生互动的课堂组织形式促进课堂由

“老师教”向 “学生学”转变。最后，ＢＯＰＰＰＳ模
型强化了教学设计的循环迭代，如知识点分解和

逐步求精等，并且强调参与式学习策略的选择，

如小组合作学习、辩论、拼图 （Ｊｉｇｓａｗ）、两两讨
论 （Ｔｈｉｎｋｐａｉｒｓｈａｒｅ）、角色扮演和角色翻转等，
通过多元化和个性化的学习提升有效教学效果。

因此，从国内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研究的发展规律来
看，未来国内教育领域对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认可度会
大幅增加，尤其是在教育部 “金课”建设号召消

灭 “水课”［１８－１９］，强调高等教育要回归到教育的

“最小单元”即课堂的引领下，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将会
得到广泛的推广应用和实践验证。而且，国内教

育领域也将进一步聚焦和丰富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的理论
研究，例如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在教学模型、教学模式、
教学方法方面的有效性分析和ＢＯＰＰＰＳ模型与其他
模型结合的可行性等，这是国内展开ＢＯＰＰＰＳ模型
研究的发展趋势，同时也是跨机构合作的桥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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