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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为了有效落实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本文提出了一种改进的 ＢＯＰＰＰＳ模
型教学设计方法。在阐明设计的思想、明确设计的目的基础上，从改进环节的设计方法、线上

教学的实施等方面进行了探讨，重点突出加入的拓展提升环节的设计与分析，旨在通过对授课

内容深度的挖掘，加深学生对知识的领悟程度，开拓学生的眼界和思维，激发学生开展主动、

深入学习的动力，有助于达成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目标，对各层次教学，尤其是线上

教学的实施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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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是目前大家公认的较好的教学结
构设计［１－２］。其结构主要包括：（１）引入 （Ｂｒｉｄｇｅ

ｉｎ），一般通过问题或案例的合理设计来实现［３－４］，

吸引学生注意力的同时引出本讲内容；（２）明确本
讲的教学目标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ｏｒＯｕｔｃｏｍｅ），让学生带

着目的去学习；（３）在讲解之前，对本讲学习需要
的前讲知识进行检测 （Ｐｒｅ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考查学生
对以前知识的掌握程度，并视情况进行简要回顾；

（４）是本讲内容的参与式学习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ｏｒｙ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的具体展开［５－６］；（５）在内容讲解完毕之后，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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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测 （Ｐｏｓｔ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检验学生的学习效果；（６）
总结 （Ｓｕｍｍａｒｙ）本讲内容。

由于该模型深入贯彻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

教学理念，受到了广大教师和学生的普遍欢迎。

为了进一步落实 “以能力培养为核心”的教学目

标，本文在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基础上增加了拓展提升环
节，提出了改进的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设计，以提高
学生对课程内容的领悟程度，为目前广泛开展的

线上教学提供了一种较好的教学设计模式，是提

高人才培养质量的一项具体举措，其结构如下图１
所示。

图１　改进的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设计

一、改进的ＢＯＰＰＰＳ模型设计思想

大学本科的每一门课程都要有其 “魂”，她代

表的不仅仅是某一领域的专业知识，更是一种精

神、文化和能力。而 “魂”的凝聚与体现，与课

程内容的内在关联、深化与拓展密不可分。具体

到每堂课上，不能仅局限于知识点的讲授，更要

注重启发学生的进一步思考。那么，在授课时，

就需要将知识点的内涵挖掘出来，对知识点进行

深化与拓展，这样才能有效地升华授课内容，让

学生对知识地认识更为深入、掌握得更为灵活。

因此，在课堂教学结构设计中，我们在经典的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基础上，在后测与总结之间，加入拓
展提升环节，重在对已讲述的知识点内涵的挖掘，

目的是通过加入的拓展提升环节，向学生更为直

接、更为充分得展现出课程的 “魂”，进而实现对

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与提升。

当前，由于疫情影响，普遍采用线上授课方

式。而如何提高在线课程授课效果一直是人们关

注的焦点［７－８］。本文提出的加入拓展提升环节的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设计尤为适合应用于在线课程
中。在授课中与学生的互动与交流有限的情况下，

教师可以在该环节中指明授课内容的引申点、应

用中存在的问题等，让学生自己利用较为自由、

充沛的课余时间查阅资料，带着兴趣和疑问学习，

使学生一直保持学习的主动权。该设计恰与基于

构建主义学习理论的教学法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构建主义的学习理论强调：学生的学习不仅是知

识由外到内的转引和传递，更应该是学生主动构

建知识经验的过程，通过新经验和原有知识经验

的相互作用，充实和丰富学生自身的知识和能

力［９］。综上可见，改进的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设计的
基本思想就是：秉承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

念，基于构建主义学习理论的支撑，关注课程讲

授的启发与引导设计，为实现 “以能力培养为核

心”的教学目标提供一种有效的途径。

二、改进环节的设计

改进ＢＯＰＰＰＳ模型中所加入的拓展提升环节期
望达成的设计效果是升华授课内容，进而培养学

生能力、启迪学生思想。如何实现呢？下面我们

主要探讨该环节的设计方法。

拓展提升环节的设计方法如图 ２所示。一方
面，要将重点知识挖得深。具体落在比较、分析

上，例如，各个知识点之间的关联分析、异同比

较、优缺点比较、存在的问题分析、改进的途径

分析等；另一方面，要将重点知识讲得透。具体

落在应用、前沿上，例如，知识点的典型应用情

况、目前的相关研究热点等。采取的典型形式一

是教研结合［１０］，教师结合自身参与的科研工作，

引导学生分析在不同的应用背景下，存在的问题

与可能采取的改进措施以及介绍目前的研究热点

和研究水平等，也可以总结提炼研究这类问题的

方法论，让学生可以采用类似的模式去研究其他

问题等，从技术角度进行拓展提升，开拓学生的

眼界；二是课程思政，将某些知识点、相关的案

例进行素质拓展，或者针对学生反馈的不正确的

观点进行剖析，从家国情怀、社会责任、专业精

神等方面加入课程思政的内容，强化对学生的责

任、担当教育，注重正能量的传播，从思想上进

行拓展提升，充分发挥课程育人的作用。尤其是

一些专业课，让很多教师苦恼的一个问题就是在

何处加入课程思政的内容才不会觉得突兀，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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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拓展提升这个环节之后，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在

这一环节加入课程思政的内容。

总结而言，拓展提升这个环节内容的设计要

不仅仅局限于知识点本身，而是站位更高地将其

拓展到身边的耳熟能详的案例中或者前沿的高精

尖的研究中等，让学生感悟到简单的方法里蕴藏

的大道理、身边常发生的事情背后的理论支撑，

加深学生对所学知识认识程度的同时，也进行正

面的价值引导，让学生在思想层面上收获满满，

充分调动起学生主动开展更为深入地学习的热情，

有效促进学生能力素质的培养与提升这一教学目

的的达成。

图２　改进环节的设计方法

三、教学的实施

基于改进的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设计，如何开展
教学实施呢？以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的线上教学

为例，具体实施流程如下图３所示。基本思路是以
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课前，教师在备课

过程中深入挖掘知识点的内涵，选择和设计主题

突出、有吸引力的问题，用以贯穿整次课的内容，

并将相关资料发布到授课平台上，为学生提前预

习以及后续完成作业提供参考；课中，引导学生

发现、提炼规律和科学问题，随着课堂内容的逐

步展开，引领学生找到解决途径与方法，并分析

其中存在的问题与改进途径，让学生有一种拨云

见日、豁然开朗的感觉，帮助学生完成问题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求解、问题质疑、改进探索的闭

环过程，并进一步讲解知识点的其他典型应用，

揭示隐含的原理，布置相关的思考题；课后，在

平台上，让学生提交思考题 “作业”，以作业批改

的方式与学生讨论交流，并将思考深入的 “作业”

公示，为大家做出表率的同时，调动大家的研讨

氛围，可以在课程群中对解决的问题中表现出的

疏漏及优势进行探讨，进而自然地实现知识的传

递、能力的培养和素质的提高，达到让学习的知

识在解决问题中升华的目的。

图３　线上教学实施流程图

四、教学的效果

“作战运筹分析与规划”课程运用改进的

ＢＯＰＰＰＳ模型组织教学，已产生了以下几个方面的
积极效果。

１增强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引入
环节采用与任职岗位密切相关的案例、问题，能

够很好地抓住学生的注意力，在参与式学习过程

中，引领学生一直带着问题、带着思考听课，而

增加的拓展提升环节，在促进学生对学习内容的

理解和掌握的同时，活跃了课堂教学的气氛，学

生积极提问、发言，成了学习的主演。在课堂这

个舞台上，老师是编剧、导演，但若缺少学生这

一主要角色的倾情投入，也无法达到老师的初衷。

通过拓展提升环节对内容层层深入地剖析，引导

学生思考，双方紧密互动，实现了有效的学习。

２增强了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在拓展
提升环节中，通常会引入将学习的知识用于解决

实际问题的内容。比如，教研结合，根据实际的

科研工作，讲解相应方法在解决实际问题时的改

进策略与方向，不断用最新科技理论和成果充实

拓展提升环节的教学内容，让学生耳目一新，在

学习中直接感受到知识不再是抽象的、枯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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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可以带着知识融入社会，使其充分感受和体

验运用知识为社会服务的价值和意义，激发其探

究新知的热情以及创新实践能力。

３强化了学生的使命感和荣誉感。课程在拓
展提升环节中加入了思政教学内容。主要从爱国

情怀、社会责任、专业精神等几个方面进行拓展，

比如通过介绍涉及的先进人物事迹以及优秀教育

典型等，让学生在真实的事例和典型中接受教育，

升华情感；通过涉及的专业大师的事迹或者某个

专业问题波折的解决过程，引导学生树立坚韧不

拔、吃苦耐劳、敢于挑战、勇于创新的专业精神；

通过利用学习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进一

步强化了学生服务社会、奉献社会、为人民服务

的意识，激发了他们强国兴军的使命感和荣誉感。

五、结语

针对典型的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结构设计，秉承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基于构建主义学习

理论的支撑，本文提出了改进的ＢＯＰＰＰＳ模型教学
结构设计，从设计思想、设计方法以及教学实施

等方面进行了探讨，该教学结构设计重点关注课

程讲授的启发与引导设计，是达成 “以能力培养

为核心”的教学目标的一种有益探索，在各层次

教学实施，尤其线上教学中具有较好的借鉴作用

和推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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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重叠，但在当时，却是符合国情军情的合理

选择。同样，现在看起来苏联的教育模式存在一

定的问题和弊端，我军院校对苏联经验的学习也

有教条的一面，但在当时，苏联的军事教育体系

却是我军能够学习的最为先进的榜样，苏联模式

对我军院校迅速实现现代化、正规化的巨大作用

是不可否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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