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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化工原理课程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在化工原理课程教学中进行基于对分易软件平台的对分课堂教学改革探

索,探讨实施的策略和实例,对对分课堂改革的结果进行讨论分析。结果显示,对分课堂有机结合了讲授式授课与讨论式授课的

优点,受到学生的欢迎,收到良好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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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大多数高校,授课仍然采用传统的“填鸭式”教学,

课堂教学枯燥乏味,在多元性、趣味性的各种网络资源的对

比下,很难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目前,化工原理授课包括

理论与实践两部分。在理论教学过程中,大部分教师以推导

公式为主,学生由于缺乏工程认识,很难理解其中的含义,因

此感到枯燥乏味。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由于对理论缺乏

深入的理解,很难将其应用到实践中, 终导致学生对理论

与实践的掌握都不好。传统的教学模式不仅缺乏生动趣味性,

还与实际应用脱节,严重打击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 终培

养出来的学生缺乏应有的化工设计能力。另外,目前很多高

校化工专业的化工原理课程授课教师都是刚获得博士学位

甚至非化工专业毕业的青年教师,他们中大多数人没有去过

化工企业,对化工生产过程了解甚少,工程实践能力不足,不

能将工程实践性教学理念应用于教学中,这进一步造成了理

论与实践的脱节。所以,传统的化工原理课程教学方式急需

改革。笔者结合自身教学经验与对分课堂特点,探讨了对分

易软件在化工原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 

1 对分课堂 

传统课堂的授课方式为教师在课上讲授,学生课后做作

业,受学时少、教学进度紧张等因素所限,教师和学生之间的

互动较少,课堂以教师为主体,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参与度

低。讨论式教学以学生为教学主体,将大量的时间用来进行生

生及师生之间的讨论式学习,学生参与度高,积极性高。但是

在实践中发现,大量的讨论使教师难以较好掌握课堂、时间及

教学进度,而且有时候学生缺乏准备,还会出现没什么可讨

论、为了讨论而讨论的情况。传统的教学模式具有“三中心”

特征,即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和以课堂为中心,符合

工业时代批量培养人才的需求,但并不符合21世纪个性化人

才培养的要求。“对分课堂”由我国复旦大学的张学新教授提

出。对分课堂保留了传统讲授式课堂和讨论式课堂各自的优

势,将这两种教学形式有机结合在一起。对分课堂的核心理念

是将课堂的一部分时间留给教师,做传统式讲授；另一部分时

间交给学生,做讨论式教学。可以隔堂对分,也可以在一次课

内对分,具体形式可以根据授课的实际情况灵活掌握。对分课

堂把整个教学流程分为讲授(Presentation)、内化吸收

(Assimilation)和讨论(Discussion)三个阶段,因此,对分

课堂又称为PAD 课堂。对分课堂先讲授后讨论,而且讲授的

时间和讨论的时间错开,给学生充分的消化知识、吸收知识

和准备讨论内容的时间,鼓励师生互动和生生互动,在讨论

中注重学生团队精神的培养。对分课堂可以解决现有高校教

学中的不足,很多高校也开展了关于对分课堂的实践探索,

为化工原理课程实施对分课堂教学改革提供了经验和基础。 

2 对分课堂的网络平台——对分易软件 

对分易是针对对分课堂而开发的网络教学平台,有在线

网站及手机软件版,板块包括作业。通过作业板块,免去了教

师收发作业的麻烦,教师可通过对分易平台直接布置作业,

学生可以一键上传作业；教师可在线完成作业的批改、打分,

并直接将批改结果发送给学生。通过微信消息,师生无须互

加好友,就可以进行交流和资料发送。通过分组板块,教师可

以通过软件自动分组,也可以手工分组,并将考勤、分组、课

程资源、讨论区、成绩册、微信消息、在线练习发送给学生。

在线练习板块可以让学生实时在线练习,而且可以对答题结

果自动进行统计分析,让教师实时掌握讲解效果,及时调整

授课进度及内容。对分易软件设计涵盖了课上及课后讲解、

练习、分组、讨论、作业等各个环节,板块设计合理,使用方

便,减轻了教师的授课负担,是对分课堂的有力辅助手段。 

3 基于对分易的对分课堂在高校化工原理教学中的应用 

化工原理是一门理论结合实际的学科,主要培养学生运

用理论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工程实践、设计

计算的训练。可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

重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通过课程的

学习,为学生今后从事科研工作打下良好的理论及科研基

础。化工原理课程共40学时,教学进度安排为每周两次,一次

两节课,每节课45分钟。为了调动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在 后

的成绩考核中,采用期末卷面成绩和平时上课成绩相结合的

方式。教师对学生每次上课的出勤率、上课的材料准备、讨

论表现、作业,课堂回答问题综合情况给分,作为平时表现分

数 后计入期末考试成绩。以化工原理中的“流体流动”这

一章的对分课堂教学为例进行介绍。第一次授课开始学习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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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章全新的内容,学生尚无自学基础,因此,都以教师讲授为

主。首先通过对分易让学生输系统随机给出的出勤码进行考

勤。教师授课内容包括流体的基本性质,流体静力学,流体动

力学,流体流动的内部结构,流体流动阻力,管路计算,流速

与流量的测量,教师的讲授涵盖了本章的重点和难点,完成

了本章的绝大部分教学任务,为学生自学打下必要的基础。

在对分易的作业板块,教师发布本次课后作业为“伯努利方

程与生产生活的联系”。教师在对分易平台上自动将全班分

为不同小组,每组8～10人,要求以小组为单位准备汇报材

料。各小组课下自由讨论和组织材料,下次课可采用板书、

PPT讲解等多种形式向全班汇报。利用一小节课的时间让各

小组自主推选代表上台为大家讲解自己小组的材料。学生通

过上网查阅、图书馆查阅等方法搜集到大量素材。为了不加

重学生的课外负担,各小组课自由选择讲解形式。在讲解中,

有的小组采用PPT汇报的形式,图文并茂,讲解生动；有的小

组为板书的形式,通过公式计算说明现象的产生及原理。因

为有了教师讲解的基础,学生可以做到理论联系实际,参与

度高,课堂气氛活跃。各小组汇报内容丰富,如有的学生引入

熟悉的高铁实际案例：该生活案例中,高铁速度是约

380.0km/h,如果继续提速,列车速度是不是越大越好?能量

消耗会如何增长?学生在讨论过程中学习流体阻力的知识,

当动车速度非常快时,空气流体在完全湍流区,空气阻力与

流速成平方关系等等,汇报涵盖了工程工艺、生产、生活、

科研等多个方面,各小组汇报完成后,由其余组的学生就汇

报内容进行提问和讨论, 后由教师做总结点评。给出每组

的分数计入期末总成绩。下一节由教师讲授下一章“传热及

换热器”的相关知识,在讲授传热这一单元操作前,教师可以

预先提出问题,如“为什么冬天暖气片很烫而屋内的温度却

不高呢？”“为什么冬天穿羽绒服会觉得比较暖和呢？”通

过提出这些有趣的问题让学生预习,激发学生自学的兴趣。

学生课前预习后,课堂上教师依据学生课前预习的情况及内

容设计有针对性的题目,设计的题目内容要有典型并突出重

点。通过这种讨论的方式加深对化工原理知识点的学习,实

现知识的内化。课堂上学生也可以把课前预习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提出来寻求教师和同学的帮助,教师和各小组同学

都可以进行解答。 

4 讨论 

对分课堂在化工原理课程教学中的应用,可以调动学生

学习化工原理课程的积极性,通过课堂出勤及表现计入 后

期末成绩,使学生更重视平时的学习,而不只是临考搞突击,

这种多元化的评价方式使成绩对学生的评价更全面。化工原

理课程是一门与生产、生活密切联系的学科,是一门来源于

实践、应用于实践的学科。作业的布置除了传统的练习,还

采用课题型作业,着重培养学生的文献调研、分析问题、解

决问题的能力,重视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表达沟通能

力,使学生明白看似枯燥的知识和公式在实际中都有重要应

用,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发现,有的学生

有畏难情绪及懒惰思想,在课前准备材料及小组讨论中“出

工不出力”。对于这种情况,教师可采用随机点名的方式督促

每一位学生参与学习。对分课堂先教师讲授,后学生自学,

降低了学生自学的难度；一周的时间间隔,给了学生充分的

准备时间,避免了讲完直接讨论或者完全依赖讨论造成的无

可讨论或者为了讨论而讨论的弊端,增加了师生互动,受到

学生的欢迎,收到良好教学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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