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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AI+ 时代“6C”课堂教学模式的探索实践研究

——以合肥安生学校课堂教学模式为例

范广伟　宋明兵

合肥安生学校　安徽合肥　230000

摘　要：合肥安生学校作为一所 12 年一贯制且具有国际化倾向的学校，肩负着在核心素养指向下培养学生能力的重任。本

研究聚焦该校“6C”课堂教学模式，围绕沟通、合作、批判性思维、创造力、跨文化理解、职业生涯规划六大核心要素，

探讨 AI 时代课堂教学范式的系统性变革。学校结合安徽省级课题《多元文化背景下“讲好中国故事”与学生品德素养培养

的研究》的研究，通过跨学科融合教学和项目式学习等方式，提升课堂互动效率和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研究成果为

新时代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模型，实现了 AI+ 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的批量发展。

关键词：“6C”教学模式；跨学科融合；职业锚定；主动学习；认知重构

引言

在当今 AI+ 时代，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核心

素养指向下的学生能力发展成为时代对教育的迫切要求。合

肥安生学校作为教育改革的先锋，积极探索“6C”课堂教

学模式，旨在培养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人才。该模式围绕

沟通（Communication）、合作（Collaboration）、批判性思

维（CriticalThinking）、创造力（Creativity）、跨文化理解

（Crossculture）、职业生涯规划（CareerPlanning）六大核心

能力要素展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1.“6C”课堂教学模式的内涵与背景

1.1 时代背景下的学校发展选择在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

学校需要培养具有主流价值观的学生。合肥安生学校注重培

养学生的四项必备品格，即自律、尊重、责任心、利他，并

将其分学段、分年级具象化呈现，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对人才

的要求。

1.2“6C”关键能力的内涵“6C”关键能力涵盖了沟通、

合作、批判性思维、创造力、跨文化理解力和职业生涯规划

能力。这些能力是学生在未来社会中立足和发展的关键，也

是核心素养的重要组成部分。

2. 核心素养指向下“6C”课堂教学模式的理论建构与

实施框架

2.1 理论基础合肥安生学校的“6C”课堂教学模式以认

知发展理论与生涯建构理论为双核驱动。认知发展理论有助

于促进学生知识的获取和思维的发展，生涯建构理论则为学

生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了理论支持。

2.2 实施框架的核心要素层

沟通力（Communication）：通过跨学科英语应用，如

IBET 课程中的生物 + 英语融合，以及课堂辩论与演讲等活

动，如雅川大讲堂中的《红楼梦》经济学等 PBL 项目学习研究、

英语演讲比赛等，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

合作力（Collaboration）：采用小组 PBL 项目，让学生

课题组全员参与，以及跨校教研协作，与上海、南京、济南

校区进行资源共享与教师共研，提升学生的合作能力。以课

例为证如下：

附课例：基于问题导向学习“一元一次不等式组应用”

单元教学设计

该课例单元主题与核心问题

主题情境让学生提出问题：“家庭旅行规划中的消费

决策”

驱动性问题让学生引起认识冲突：如何通过一元一次

不等式组优化家庭旅游开支？

次级问题链让学生问题构建、知识构建、思维构建：

（1）不同旅行社报价方案如何影响总费用？

（2）酒店房型组合选择如何满足预算与人数需求？

（3）景区门票优惠方案的最优选择是什么？

该课例情境任务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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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一：旅行社方案决策

情境背景：甲旅行社推出“3 人免单，其余八折”，乙

旅行社实行“总价满 1000 元减 200 元”活动，家庭成员共 5 人，

原价人均 500 元。

探究活动：

建立费用函数：设实际出行人数为 x，列不等式组比较

两种方案临界点分析：

通过 0.8×500(x-3)<500x-200 寻找人数分界点

费 用 函 数 甲 旅 行 社 f(x)=0.8×500（x-3）， 乙 旅 行 社

f(x)=500x-200

数据可视化：绘制折线图对比不同人数下的费用曲线

任务二：酒店房型组合优化

情境背景：某酒店双人间 180 元 / 晚，三人间 220 元 / 晚 .

家庭团队需满足：

①房间总数≤ 7；

②总床位≥ 18；

③费用预算≤ 1500。

探究活动：

设双人间 a 个，三人间 b 个，构建不等式组

开展方案竞标：小组通过整数解筛选可行组合

任务三：景区门票策略分析

情境背景：景区推出两种年卡：A 卡 200 元（全年不限

次），B 卡 80 元（限 10 次），预估年访问次数 n 次。

决策模型：

设景区门票为 m 元 / 人，决策模型：

建立成本比较式：200 与 80+（n-10）m 引入不确定性：

讨论 n 预测对决策的影响。

该课例 PBL 教学过程设计

阶段一：问题导入

情境激活：播放旅游宣传片，发放虚构的家庭旅行需

求表

认知冲突：展示学生初步方案中的矛盾选择（如低价

酒店但超预算）

阶段二：建模探究

第一、旅行社比价实验

分组计算 5 人、8 人、10 人团队的方案优劣

发现“隐性成本”：比较方案时需考虑接送服务等附

加条件。

第二、酒店方案设计赛

使用几何画板演示可行解区域

引入松弛变量：探讨非整数解的现实意义（如钟点房

使用）

第三、门票决策辩论

采用正反方辩论：保守型（选 B 卡）vs 激进型（选 A 卡）

策略

引入概率概念：估算访问次数的期望值。

阶段三：拓展应用

跨学科延伸：结合地理知识分析不同季节游客量对 n

的影响

商业案例改编：研究合肥公交一卡通（会员卡）与次

卡的选择逻辑

该课例教学评估设计

表 1  教学评估量表

维度 形式 能力指向

概念理解 “不等式解集与现实约束”对应图的绘制 数形转换能力

建模能力 景区餐饮预算方案书的撰写 实际问题数学化能力

批判思维 对某旅游 APP 报价策略的隐藏陷阱的分析 信息甄别能力

协作创新 设计新型酒店套餐并论证数学合理性 创造性应用能力

该课例教学反思与优化

第一、认知脚手架搭建：对建模困难学生提供“决策树” 

模板（如先确定变量→提取约束→验证解）

第二、技术融合改进：引入 Excel 规划求解功能处理多

变量问题；

第三、伦理教育渗透：通过“超售机票”案例讨论数

学模型的道德边界。

对于批判性思维（CriticalThinking）：

以问题导向学习，如“二氧化碳浓度对动物活动影响”

实验设计。

附案例：基于问题导向学习（PBL）模式的“二氧化碳

浓度对动物活动影响”实验设计方案。

该课例实验驱动性问题让学生引起认识冲突：不同浓

度的二氧化碳（CO2) 环境如何影响小型哺乳动物的活动能

力与生理状态？

次级问题链让学生问题构建、知识构建、思维构建：

（1）高浓度 CO2 是否会导致动物活动减少或行为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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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动物对 CO2 浓度的适应是否存在阈值？

（3）活动变化是否与呼吸、循环系统的代偿机制相关？

该课例实验设计框架

（1）实验材料与设备

实验动物：小白鼠（易获取、行为反应敏感）；气体

控制装置：密闭透明实验箱、CO2 气罐、气体混合器（调节

浓度）；

监测工具：

CO2 浓度传感器（实时监测，范围 0-15%）；红外摄像

头（记录活动轨迹）；生理监测仪（测量呼吸频率、心率）。

（2）实验变量设计

表 2  实验变量量表

组别 CO2 对照组

低浓度组 0.02%（接近正常空气） 正常空气组（0.03%CO2）

中浓度组 0.1%（模拟洞穴环境）

高浓度组 5% 以上（极端条件）

（3）实验步骤

阶段一：预实验与基线数据采集

动物适应性饲养（模拟实验箱环境，记录正常活动基

线）；

血气分析（尾动脉采血，测定 pH、HCO3
- 浓度，参考

方法）。

阶段二：浓度梯度暴露实验

（1）将动物分批置于不同浓度 CO2 的实验箱内，持续

30 分钟；

（2）记录行为指标：活动距离、静止时间、探索行为

次数；

（3）同步监测生理指标：呼吸频率、心率变化。

阶段三：数据验证与机制探究

血气对比：暴露后再次采血，分析 CO2 潴留与酸碱平

衡变化；

组织学观察（可选）：肺组织切片，评估呼吸系统损伤。

该课例问题导向学习（PBL）实施要点

（1）学生自主探究任务

问题分析：讨论 CO2 影响活动的可能机制（如缺氧、

酸中毒）；

实验设计优化：对比文献中不同动物模型（大鼠 vs. 高

原鼢鼠）的适应性差异；误差控制：如何排除温度、湿度等

干扰因素？参考农业养殖实验的通风设计。

（2）数据解读与批判性思维

异常数据讨论：若某组动物活动未减少，是否与代偿

机制（如红细胞增多）相关？；

实际应用延伸：根据结果提出养殖场 CO2 控制建议（如

通风频率）。

（3）实验拓展方向

长期暴露影响：设计连续多日低浓度 CO2 暴露，观察

适应性行为；

跨学科联系：结合温室效应模型，探讨 CO2 浓度上升

对生态系统的潜在威胁。

该课例教学评估与反思：

第一成果展示：学生分组汇报数据，结合图表解释 CO2

浓度与活动量的相关性；

第二反思日志：记录实验中的操作难点（如血气采集

技巧）及改进方案；

第三伦理教育：强调动物福利（如缩短高浓度暴露时间、

使用麻醉减轻痛苦）。

通过以上案例以及否定性研讨会，让教师用数据反驳

既有教学策略，培养学生的批判能力。同时通过学科融合创

新，如数学解题积分兑换实验器材使用权，发展学生的批判

性思维。

创造力（Creativity）方面在学科融合创新中，如上述数

学积分兑换实验器材使用权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创造力。此

外，在“智能农场”校园生态园项目等跨学科活动中，学生

进行全流程创新，也有助于创造力的培养。

我们在跨文化理解力（Crossculture）方面，通过有课程

支撑的跨文化课程，如境外国家印度送餐职业文化研究、读

英语绘本讲好中国故事，以及艺术表达实践，如英语戏剧社、

模特秀等跨媒介创作，中国传统节日项目，如茶文化、西餐

文化、本校周五午间音乐会等课题课程，充分实现学生的跨

文化理解力。

在职业生涯规划（CareerPlanning）方面，定期开办职

业启蒙课程，课程融入职业生涯教育，思政课堂专题分析职

业价值与劳动精神，帮助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

3.“6C”课堂教学模式实施路径层及撑体系层教学框架

3.1 实施路径：采用导学案设计 + 学生自主探究的支撑

体系，促进学生的合作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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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6C”课堂教学模式支撑体系层教学框架

目标维度：“6C”要素分级达成，如沟通力分“表达

→协商→跨文化”三阶，使教学目标更加明确和具体。

方法维度：采用 PBL 五步法（选题→调研→协作→展

示→迭代），培养学生的问题解决能力和团队协作能力。

评价维度：建立动态成长档案，包括综合素质报告单 +

数据统计能力培养，注重对学生学习过程的评价。

技术赋能工具

智能诊断系统：通过课堂录课、智慧课堂数据运用，

分析互动课前、课堂、课后学习有效性，为教学改进提供数

据支持。

跨学科知识图谱：利用 AI 赋能整合多门门学科知识点，

帮助学生构建跨学科知识体系。

课型创新：开展 IBET 融合课，如生物实验 + 英语报告

+Excel 数据分析，实现学科的有机融合，培养提升学生学科

素养、科学素养。

在教师发展机制方面，全集团教研，定期组织四校联

合公开课与专家点评，促进教师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利用智

慧课堂数据进行每月数据驱动的方差分析训练，引导教师进

行教学反思。

在学生成长生态方面采用多元评价标准：学科竞赛、

志愿服务、艺术展演多维认证，全面评价学生的综合素质。

我们还有国际学术联盟：与托马斯·杰弗逊科技高中合作，

拓展学生的国际视野。

家校共育平台：家长参与 PBL 项目评审与生涯指导，

开办父母学院，实现家校共育。

4.“6C”课堂教学模式的“6C”能力培养策略

4.1 沟通能力的场景化培养

IBET 跨学科课堂实践：

在 G10、G11 年级的 IBET 课程中，教师通过“英语阅

读 + 生物特征分析 +Excel 数据处理”的三维任务设计，使

生生互动频次显著提高，高于传统课堂。

4.2 合作学习机制的创新

动态分组算法：基于学生能力雷达图，运用 K 均值聚

类算法实现异质分组，使小组任务完成效率提升。

角色轮换制度：设置记录员、质疑者、总结者等角色，

通过每月角色重置促使学生掌握多元协作技能。限于篇幅

“6C”其他能力培养提升不一一列举。

4.3 批判性思维的阶梯式训练

问题链设计

第一阶基础层：通过“数据反常点识别”，如 Excel 图

表中的异常值，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第二阶进阶层：开展“跨文化辩论赛”，要求学生对

比中外教育制度差异并提出改良方案，提升学生的批判性思

维能力。

第三阶创新层：组织“校长听证会”，学生需用软件

分析工具论证校园改革方案可行性，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

4.4 创造力的跨学科激发

第一、教育工坊机制在“智能农场”生态园项目中，

学生需完成从生物育种、结构设计、成本核算、美学包装到

市场推广营销的全流程创新。

第二、创意孵化评价体系建立“新颖性 + 可行性 + 社

会价值”三维评价标准，配套校长“青创基金”支持学生成

果转化。

4.5 文化理解与职业发展的整合培育

第一、文化认知模型

第一符号层：通过文物复刻、传统技艺工作坊感知文

化表象。

第二行为层：组织中外学生结对完成“节日对比研究”

项目，促进学生对不同文化行为的理解。

第三价值层：开展“儒学与启蒙思想”哲学思辨课程，

引导学生深入理解文化价值。

第二、数字文化馆建设利用 VR 技术复原敦煌壁画、“马

王堆遗址文化”等场景，使学生的文化共情指数提升。

4.6 职业生涯锚定系统

第一、职业能力图谱基于霍兰德职业兴趣测试与加德

纳多元智能评估，生成多个能力维度的个人发展档案。

第二、实践平台

认知层：邀请行业领袖开展“职业微课”（年均 4 场），

帮助学生了解不同职业。

体验层：在“安生创客中心”设置金融、医疗等 10 个 

职业模拟舱，让学生进行职业体验。

实践层：通过学校分子生物实验室、工程技术实验室，

提供岗位沉浸式体验。

第三、生涯决策支持模型开发“兴趣→能力→价值”

三维决策矩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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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C”课堂教学模式成效与理论启示

5.1 量化成效分析

第一学生层面：2024 年数据显示，“6C”模式实施后，

根据宜校组织数据统计，学生国际文凭课程通过率从 75%

提升至 95%；在创新思维全球赛中获奖数增长 300%；毕业

生专业与职业匹配度达 89%，显著高于安徽、华东中部区

域平均水平。

第二教师层面：教师跨学科教学设计能力提升过五成；

年均发表教学创新案例 12.6 个，形成《少年“红领巾”大

讲堂》、《“6C”生活技能》、《安生校园生态园养种稙》

等 7 部校本课程成果。

5.2 教育生态重构启示

第一，课堂转型从知识容器到素养孵化器的课堂转型，

先学后教，以学定教，顺学而导的转变，验证了“做中学”

理论的当代价值，强调了学生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的重要性。

第二，技术与人文融合智能技术与人本关怀的深度融

合，为教育 AI+ 时代提供实践范本，使教育更加个性化、

高效化。

5.3 课程体系构建

终身发展导向的课程体系，回应了国际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提出的“社会情感能力（SEL）”培养诉求，注重学

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学习能力的培养。

6. 结束语

合肥安生学校的“6C”课堂教学模式在 AI+ 时代具有

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通过系统的理论建构和实施框

架，以及在高阶思维培养、文化理解与职业发展整合培育等

方面的实践探索，取得了显著的教学成效。该模式为新时代

核心素养导向的课堂改革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模型，实现了

AI+ 赋能教育教学和教师的批量发展。未来，应进一步完善

该模式，不断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为培养更多优秀人才做

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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