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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心流体验因其可以提升学生学习注意力和学习投入，得到了教育领域相关理论研究的重视。而课业作为一种教学实践和教学

评价的形式，也越发广泛地被应用于高等职业院校的教学当中。课业本身具备了引发心流体验的潜力和基础。如果课业设计能够在难度

水平、评价标准、学生挑战、反馈等方面充分设计，则有可能更有效地提升心流体现出现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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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流理论与课业在高职教育中的发展现状

（一）心流理论

心流体验（Flow Experience）最早于 1975 年由匈牙利裔美国

心理学家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在其研究报告《超越无聊和焦

虑》中提出，后经学者不断研究补充最终完善成为心流理论（Flow 

Theory）。根据该理论，心流体验被描述为在从事某项活动之中，

注意力被该项活动高度吸引，精神完全投入并专注于这项活动当

中，达到不易被其他不相关事物干扰，甚至意识不到其他事物和

时间流逝，“乐在其中”的“忘我”状态，且这种状态可以在不

同活动中重复出现。这一理论最终成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一个重

要方面。

心流理论因能够可复现地提升学生学习注意力，对教育领域

有着很大吸引力。目前教育领域对于心流理论的研究已经遍及多

个学科、不同年龄层、不同教学环境、教学方法等等。但是对于

教学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作业设计，尤其是课业设计，相关

研究目前依然较少。

（二）课业设计

课 业（Assignment）属于一种特殊形式的教学实践和教学评

价形式。目前英国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BTEC， Business &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和德国“双元制”等均采用了课业

形式进行学生教学成果评价，我国也有部分高职院校采用了课业

评价形式。课业与传统课程作业等评价形式相比，关注的不再是

巩固学生已学习过的零散知识，而是对整体的、项目化的行业问

题进行创造性地解决，并在这个过程中使知识得到内化、能力得

到迁移。因此，课业具有了以学生为中心、注重学生专业能力和

通用能力培养、强调教学实践性和多元化、多角度学生成果评价

的特性。正是这种特点，使课业这种评价形式与成果导向型（OBE，

Outcomes Based Education）教育理念高度一致，能够方便进行教学

目标和学生成果的检验，兼容多元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并能与“素

质教育”、“三全育人”和“课程思政”等先进高职教育理念顺

利融合，体现高职教育工学结合的特点。因而课业设计成为了高

职院校实践教学改革的一个研究热点。

二、心流理论与课业的高度契合

（一）心流体验产生研究

心流体验的产生被认为和活动的三个阶段相关，分别是：活

动开始之前，参与者应已具有明确目标和行动准则，理解活动评

价标准；活动进行当中，参与者拥有的技能水平与活动本身挑战

难度一致；活动产生结果，参与者能够及时得到结果反馈，令参

与者能够迅速做出是改进判断。其中，活动进行当中的技能与挑

战相匹配则成为了众多心流模型研究中的重点。

为了研究技能与挑战的关系，学者们先后提出“三区间模

型”、“四区间模型”、“八区间模型”等。在三区间模型当中，

学者认为要进入心流状态，参与者自身拥有的技能（Skills）和将

要面临的挑战（Challenges）需处于完全相同的水平。如果自身

拥有的知识能力水平大于面临问题的难度，则会导致参与者厌倦

（Boredom）；反之，挑战大于技能，则会使之焦虑（Anxiety）。

而随后，学者发现激发心流体验还需要能力和挑战具有一定强度。

如果所需的技能和所面临的挑战达不到参与者的平均水平，则会

进入淡漠（Apathy）状态。最终，心流模型被补充为 8 个不同状

态的八区间模型。

通过归纳可发现，心流体验的产生需具备以下几个关键因素：

1、明确的目标；2、及时的反馈；3、技能与挑战相匹配；4、具

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强度。

（二）课业设计的基本原则

作为教学和评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课业的设计应和课程

标准完全契合。OBE 理念下开展的教学活动，其课程标准应包括

课程目标（Aims）、学习成果（Learning outcomes）、目标评价点

（Assessment criteria）、教学内容（Unit contents）等部分，根据

课程目标而建设置的学习成果也被分为知识成果、能力成果等不

同方面，并有相应的评价标准。具体到课业设计方面，虽然课业

的内容背景和完成形式可以多种多样，但课业的目标、成果、评

定标准等均需要和课程标准一致。

课业的内容注重现实性、时效性和本地化，能将课业任务与

生产流程相结合，学生专业知识和工作实际相结合。完成形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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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则可通过论文、活动报告、技能展示和制作产品等方式，以文字、

图片、语音、视频或者成品形式最终呈现。多样化的内容背景和

完成形式一方面可以激发学生学习热情，也可以学生能力的综合

体现。

另一方面，通过数次课业，一门课程的课业任务必须完全覆

盖该门课程的全部学习成果和目标评价点，并与课程目标的目的、

历程与预期成果完全一致。每个学习成果既包括相应的专业知识

目标所形成的目标评价点，也包括各种各样能力和素养目标所形

成的目标评价点，比如信息收集能力、使用工具能力、分析评估

能力、沟通表达能力和创造性思维素养、批判性思维素养、行为

管理和组织管理素养等等。在学生的课业中体现了对全部知识目

标的掌握后，可以认为学生达到了及格（Pass）等级，否则可认

为学生不及格（Fail）；而在课业中体现出了学生对能力目标和素

养目标不同程度的掌握后，可认为学生达到了良好（Merit）或优

秀（Distinction）等级。并在学生完成课业后，教师通过相应的目

标评价点对学生的结果进行评价和反馈。

由此可见，课业教学形式天然具有目标明确、及时反馈的特点，

并具有一定的挑战强度，具备了产生心流体验的潜力。如果能将

课业设计与心流理论相结合，可相得益彰提升学生学习效果。

三、心流理论下的课业设计

根据心流理论和课业设计原则，满足以下特点的课业设计更

具备激发心流体验的潜力，进而提升学生学习积极性和学习效率，

既课业具有一定挑战难度、课业具有明确的评价标准、课业与学

生技能水平相一致、对学生课业完成情况进行及时反馈。

（一）课业具有一定挑战难度

课业内容应反映出学生对某一完整教学单元所学内容的综合

掌握程度。课业应与课堂练习或课后作业不同，课业应建立在学

生已经完全学习了某一具有内在逻辑完整性的教学单元的基础上

的，而不是对单一或零散知识点的简单复现。

一方面，课业的内容背景应需要覆盖这一单元的所有目标评

价点，且要确保学生有能力通过所学内容解决课业中的任务；另

一方面，课业应考察学生对所学内容的综合掌握，是学生对教学

内容内化后的产物。课业的内容可以包括学生对某项具体事物的

主观分析、评价、操作等，而不应设置标准答案，更不应考察学

生对标准答案的记忆或背诵等难以达到一定挑战难度的目标。

（二）课业具有明确的评价标准

课业应有明确的评价标准，且在进行课业布置当中，应当向

学生明确解释课业的评价标准。现有的课业设计已经明确规定了

及格、良好、优秀等评价等级的目标评价点。其中及格等级的目

标评价点相对比较基础，如对单元内知识目标的掌握和复现，在

这一等级，知识点的记忆作为目标评价方式是可被接受的。良好

等级一般需涉及某些能力的具体应用，这样的能力应该是所对应

的岗位工作中经常出现的，比如文献检索能力、数据计算能力、

幻灯片制作和展示能力等。而优秀等级则更应反映出一些相对较

难体现和不直观的能力和素养，比如爱岗敬业意识、创新创业意识、

主人翁意识等等。

为了确保学生在完成课业过程中能够明确相应的挑战目标和

完成标准，教师应该在布置课业之初就向学生对每一条目标评价

点进行解释。包括但不限于完成标准、可能的完成方式、各等级

课业完成案例等。

（三）课业与学生技能水平相一致

根据 OBE 教学理念，学生百分之百地完成全部教学成果，并

不一定是优质教学的体现，相反，有可能反映出课程标准要求过低。

同样的，在课业设计和评价过程中，也并不需要所有学生均可以

达到优秀等级。大多数学生可以达到象征着常见能力应用的良好

等级即可，部分学生尝试挑战优秀等级的素养目标，部分巩固及

格等级的基础知识。教师应当清楚传递出不同学生挑战不同等级

这一理念，以免学生挑战过难目标而产生焦虑体验，或完成过简

单目标而产生厌倦体验。

（四）对学生课业完成情况进行及时反馈

为激发心流体验的产生，教师需要在学生完成课业过程中和

完成课业后都及时进行反馈。在学生完成课业后，教师需要对学

生在课业中出现的问题和可能的改进方向进行及时反馈，而不仅

仅是打分、评级；在完成课业过程中，部分学生也会因课业任务

过于挑战而失去解决方向，此时教师应该及时进行反馈和干预，

引领学生解决任务的思路走向正确方向，使学生面临的挑战始终

和技能水平相一致。

在必要时，教师还可以选择令学生重做（Redo）课业的整体

或局部目标评价点，使学生在得到相应反馈后的基础上完成课业

任务。

四、总结

OBE 理念下的课业设计具有激活心流体验的潜在能力和较好

的基础，通过进入心流状态可进一步提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学

习效率。但良好的基础并不意味着优秀结果的必然产生。为了更

好地激活心流体验，反而对教师课业设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通过心流理论和课业设计理论的总结和综合，本文在课业难

度、课业评价标准、课业成果设计、课业反馈等四个方面提出了

建议，希望可有助于教师提升课业设计水平和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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