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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式教学背景下“幼儿卫生与保育”BOPPPS 模型的
教改实践

姚师洵

（湖南民族职业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0）

摘要：在三教改革背景下，为了改善教学效果，体现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加强学情分析和教学评价，提出了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 BOPPPS 模型教改实践，教学内容包括导言、目标、前测、参与式学习、后测。采用试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对比分析，通过实践表明，

BOPPPS 模型使教学目标更加明确，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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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PPPS 模型通过划分教学内容，按照顺序开展六个环节，

给课堂教学提供了一种科学、有序、系统的实施方法。六环节依

次为：导言（Bridge in）、目标（Objective）、前测（Pre-assessment）、

参与式学习（Participatory learning）、后测（Post assessment）、总

结（Summary）。

一、幼儿卫生与保育的 BOPPPS模型教学设计

BOPPPS 六环节紧密围绕教学目标这一核心，开展幼儿卫生

与保育教学。依据当次课的教学内容，将知识点和技能点进行梳

理分类，形成多个 BOPPPS 模块，组织课堂教学。接下来，以“幼

儿常见传染病”为例，介绍具体的教学设计和实施。

（一）导言

导言是 BOPPPS 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具有吸引力的导言

可激发学生对课堂内容的学习兴趣，提高学习质量。在幼儿常见

传染病这一项目教学过程中，可以以“6 月医院门口聚集手足口

疾病患儿”为导言，从相关内容中引出手足口等疾病在幼儿园传

播途径和环节。同时展示幼儿常见传染病的发病率，提出一个或

几个与幼儿常见传染病传播时的关键性问题。

（二）目标

BOPPPS 模型中的课程目标发挥着引导整体教学过程的关键

作用，一方面是学生们的学习目标、授课教师的教学目标，另一

方面也是课后测评的主要评估标准。知识点和技能点是这一阶段

应当关注的重点，在课前启化环节应明确指出学生需要掌握的知

识点和技能点，使学生做到“心中有数”。

（三）前测

前测环节主要是为了评估学生对本次课堂教学内容的了解情况，

然后根据课堂内容的学习目标与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实际的教学过程

进行及时调整。一般通过提问或问卷调查进行前测。由于幼儿常见

传染病与前置内容，“幼儿生理特点”有紧密联系，因此可以将这

一部分的前测环节与生理特点中的人体八大系统进行有机结合。

（四）参与式学习

参与式学习是 BOPPPS 模型的主要环节之一，该环节让学生

以主动学习的参与者身份融入课程教学过程中，通过多方面的互

动环节让学生了解并掌握本次课程所学习的知识。本环节花费时

间最多，教师通过启发式教学、世界咖啡及小组讨论汇报等形式

开展多方互动，理实结合，深度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五）后测

后测是通过适宜的测评方式检查学生对幼儿卫生与保育内容

的掌握程度，充分了解学生通过课堂学习掌握了什么知识和能力，

是否达成学习目标，是学习效果的一种直接反馈形式。本次课在

题库中选择课堂内容针对性强的测试题，及时掌握学生对知识和

技能的把握情况。

（六）小结

小结是 BOPPPS 模式的最后环节。本次任务是根据艾宾浩斯

遗忘曲线，让学生回忆课堂内容，进行思维导图或绘制九宫格的

绘制，随后进行多元点评，包括小组自评、教师点评以及行业专

家点评，再使用虚拟仿真软件实操展示，最后根据随时根据学情

调整下节内容的教学策略。

二、BOPPPS模型的教学效果评价研究

（一）研究对象和教学方法

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线上部分在超星泛

雅平台进行。学院 2021 级学前教育专业 2 个班共 76 人，其中 1

班 42 人，2 班 36 人。选取学前教育专业中的 2 个班级进行研究，

实验组 1 班，对照组 2 班。开学第一课对 2 个班进行知识水平测试，

测试内容为常见传染病的预防知识。试验组、对照组成绩分别为

74.70±3.01 和 75.6±3.59 分，无明显统计学差异 P ＞ 0.05。试验

组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BOPPPS 模式，对照组采用传统教学方法。

（二）评价办法

1. 形成性评价

通过学习平台，统计考勤、课程任务点完成情况、讨论区互动、

小组合作、测一下很开心、模块测试等六项，按“形成性评价成

绩 = 考勤 *10%+ 课程任务点完成情况 *20%+ 讨论区互动 *20%+

小组合作 *20%+ 测一下很开心 *20%+ 模块测试 *10%”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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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终结性评价

终结性评价分为理论知识考核和操作技能考核两个部分。理

论测试由教师从线上题库中抽取相关题目进行测试并打分，实操

技能着重考核学生掌握 10 种常见传染病的相似症状的护理办法，

以及根据实际情况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数据处理

1. 形成性评价成绩对比分析

通过学习通平台，设置满分 100 分。

（1）每节课考勤，签到一次 1 分，占比 10%。

（2）课程任务点 6 个，全部完成得满分，占比 20%，为 20 分。

（3）讨论区积分，30 分为满分，获得 1 个赞得 1 分，最高

分 10 分，占比 10%，为 10 分占比 20%，为 20 分。

（4）小组合作 1 次，取学生每个分组任务活动获得的分数取

平均分，占比 20%，为 20 分。

（5）测一下很开心 1 次，取学生章节测验平均分，占比

20%，为 20 分。

（6）思维导图 1 份，占比 10%，为 10 分。综合以上 6 项成

绩数据对比分析如表 1 所示。

2. 终结性评价成绩对比分析

终结性评价测试由教师出题打分，满分 100 分。（1）理论知识，

测试占比 50%，为 50 分。（2）技能操作测试占比 50%，为 50 分。

表 1　终结性评价成绩对比分析

               注：P ＜ 0.05，说明组间有统计学上显著性差异。

形成性评价成绩对比分析数据结果进行了分析，除了考勤项

目无显著性差异，其他 5 项均出现了显著性差异。考勤项下试验

组 1 班 42 人、对照组 36 人，全部完成，无显著性差异；课程任

务点完成情况共 6 个，其中对照组按传统模型未进行课前通知，

平台显示仅有 5 人进行了课程任务点学习，试验组数据可查 35 人

进行了任务点学习，此项有显著性差异；对照组型共开展讨论区

互动 4 次，试验共开展 10 次，此项有显著性差异；小组合作为课

中任务，教师在课堂上安排任务，此项未出现显著性差异；测一

下很开心中对照组、试验组的测试试题一致，数据有显著性差异；

模块测试 1 次，结果表明有显著性差异。

进行终结性评价成绩统计时，观察发现理论知识测试得

分 ＜ 30 分 的 学 生， 对 照 组 20 人 试 验 组 7 人， 占 比 47.62%，

19.44%；得分＞ 40 分的学生，对照组有 6 人占比 14.39%，试验

组 26 人占比 72.22%；得分＞ 45 分的学生，对照组 0 人占比 0.00%，

试验组有 6 人占比 16.67%。实操技能，得分＜ 30 分的学生，对

照组有 6 人占比 16.67%，试验组 0 人，占比 0.00%；得分＞ 40 分，

对照组 21 人，占比 50.00%，试验组有 32 人，占比 88.89%；得分

＞ 45 分的学生，对照组 4 人，占比 0.95%，试验组有 29 人占比

80.56%。通过终结性评价成绩对比分析，有显著性差异。综合分析，

试验组明显优于对照组。

三、结语

《幼儿卫生与保育》是学前教育专业群中，重要组成部分，

引入 BOPPPS 模型可以保障课程教学成效，能够解决幼儿卫生与

保育知识点分散，且缺乏系统性的问题。该模式能够解决幼儿卫

生与保育知识点分散，且缺乏系统性的问题。通过开展形成性评

价和终结性评价，以较客观的方法分析学生学习态度、思辨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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