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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慕课浪潮带动下，翻转课堂教学成为高校开展研讨式、互动式教学的重要方法。为了更加准确地把握翻

转课堂教学并提升教学质量，多层面探索翻转课堂教学改革的内涵与实践。对翻转课堂的本质、分类、方法以及与有

关内容的关联进行剖析，并进行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在论述翻转课堂组织与实施的基础上，给出实际改革案例并阐

述执行过程，指出翻转课堂需要总结与改进的内容、翻转课堂的关键点和需要处理好的重点与难点问题。最后强调，

翻转课堂因设计与实施难度较大而对教师要求较高，建议结合课程实际不断进行改革实践，通过迭代提高改革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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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From Connotation，Design to Organiz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Analysis of Key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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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riven by the wave of admiring classes，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method for discussion and interactive
teach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rder to grasp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more accurately and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explore the
connotation and practice of flipped classroom teaching reform from multiple levels. Analyze the essence，classification，methods and the rela⁃
tionship with relevant contents of flipped classroom，and expounds the teaching design of flipped classroom. On the basis of discussing the or⁃
ganiz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flipped classroom，give practical reform cases，expound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and point out the con⁃
tents that need to be summarized and improved，as well as the key and difficult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handled. Finally，it is emphasized
that the flipped classroom has high requirements for teachers due to the difficulty of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It is suggested to continuously
carry out reform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curriculum and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through it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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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课堂教学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1］，是开展理论教学、

促进能力提升、启发创新思维的首要基础，成为高校最基

本的人才培养形式。以提高教学质量与学习成效为目标，

课堂教学改革的主要方向重点包括创新教学方法以实现

变被动听讲为主动参与，提高课堂教学吸引力、参与度、高

效性，构建充分互动、充满活力的生动课堂。2013年以来，

随着MOOC教学的深入发展［2-3］，线下实体课堂教学改革

变得更加活跃，特别是以翻转课堂为代表的研讨型、互动

式教学在更多高校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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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利用好翻转课堂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和学习

成效，是当前高校线下实体课堂教学改革的重要内容。本

文围绕翻转课堂教学改革进行研究，着重对其内涵实质、

教学设计、组织实施进行论述，给出典型改革案例，并指出

待改进之处以及关键点、重难点，以期为更好地设计与开

展翻转课堂教学带来启发与借鉴。

1 翻转课堂起源及发展现状

翻 转 课 堂 是“Flipped Classroom”或“Inverted Class⁃
room”［4-6］的翻译，字面直译是“颠倒的课堂”，基本含义是

学生在课前通过视频自学等方式完成学习，课堂教学中学

生进行展示、讲解、讨论等，这与以往课堂教学中教师讲

授、学生听讲的传统方式有很大区别，从教学理论上可以

归属到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范畴。翻转课堂教学方法起源

于美国，最早可以追溯到美国高中教学实践中［7］，在我国

基础教育教学与人才培养中也较早被应用［8］。自MOOC
深入发展以来，翻转课堂在大学教学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9-12］。这是因为，学生课前登录MOOC平台通过线上自

主式学习已获得课程知识，具备了必要的基础，使得线下

实体课堂中可以进行简单知识汇报与讲解、深层次知识交

流与讨论、难点与疑问探讨等教学活动。这些教学活动完

全可以在教师的主导下，由学生登上课堂讲台开展。

近年来，我国高校翻转课堂教学取得了长足进步，一

大批结合实际的翻转课堂教学实践创新受到关注。哈尔

滨工业大学战德臣教授带领的大学计算机课程组由全国

数十所高校教师组成，结合自身实际，通过翻转课堂教学

形成了 10多种方法［13］（生讲生评、以练代讲、案例点评、研

讨辩论、项目探究、边讲边练、师导生演、平行互动、边做边

评、生问生答等），极大丰富了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的应用范

畴。文献［14］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核心要素进行分析，并

给出 SPOC教学实践过程设计和案例，用以验证翻转课堂

教学效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对教学带来的冲击，文献

［15］基于ARCS模型（Attention注意、Relevance相关、Confi⁃
dence自信、Satisfaction满意）构建了完全在线上开展的“高

效翻转课堂”模型，并对实施效果进行分析。翻转课堂教

学通常存在学生登上讲台成为“教师”这一新角色，以及教

师转换为“导演”或“学生”现象。对此，文献［16］开展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过程中英语教师角色转变及能力提升研究，

认为英语教师角色转变有助于教学质量提高，并对英语教

师翻转课堂教学提出具体而明确的能力要求。在与其他

教学方法融合方面，文献［17］将经验认知冲突探究法与翻

转课堂教学相结合，创设了一种新型翻转课堂学习模式和

深度协作知识建构策略。这种新模式深化了翻转课堂教

学改革的理论内涵，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在实际应用中

要求教师进行理论与组织实施层面的双重设计，有一定难

度。此外，文献［18］对大学生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下的学

习投入进行研究，认为教师通过多种方式的翻转组织能够

提升学生的学习投入水平。

这些改革从不同角度对翻转课堂教学进行研究或实

践，既有教学理论层面的创新，也有教学实践方法上的提

升，丰富了翻转课堂教学发展空间，具有一定促进意义。

整体上看，翻转课堂教学尚未在高校普及开来，对翻转实

质、设计、组织、实施、提升、要害等存在较多的模糊性认识

或不足，给尝试开展、有效开展和创新开展互动式、研讨式

课堂教学改革带来制约或严重障碍。本文基于多年开展

翻转课堂教学的理论认识和经验总结，从认识、设计与实

施的视角深入阐述翻转课堂更多更细更深的内容，为深化

高质量课堂教学改革提供助力。

2 翻转课堂内涵

2.1 本质内涵

在形式上，翻转课堂主要是由教师进行组织或导演，

学生作为主体深度参与教学活动的一种特殊的新型教学

形式，但也存在完全由学生组织实施的情形。学生与学生

之间进行深入的研讨和交流，教师和学生也可以进行相关

问题的探索。

在本质上，翻转课堂构建了新型教与学的关系，即改

变了教师与学生的教学关系——以往教师担当主体向作

为客体的学生进行知识传授的模式被改变了，学生由客体

演变为主体，学生的能动性得到了增强，被赋予了更大的

自主性。显然，翻转课堂为学生参与教学、融入课堂带来

了机会。翻转的内涵大致包括如下 3个方面：

（1）师生角色翻转。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教师侧

重于对翻转前的设计、过程中的组织和结束后的总结。

（2）学习内容翻转。课前使用MOOC或微课等进行知

识和技能的自主学习，实体课堂进行展示汇报、习题求解、

交流研讨等。

（3）学习时序翻转。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在课中进

行翻转学习，在课后进行巩固学习——这种将学习动作前

置化，使得课堂成为学习成果展示、研讨交流互动的做法，

改变了传统教学安排，在时间安排上发生重大调整。

可见，翻转课堂是多方面、多层面、多维度的翻转，既

是一种教学模式，也是一种教学方法。

2.2 翻转分类

从参与翻转课堂的学生数量进行分类，包括大班全部

翻转、大班部分翻转、小班全部翻转、小班部分翻转，如表 1
所示。例如，“雨课堂”模式适用于全部翻转，对参加的学

生人数没有限制，而学生分组式样的翻转课堂通常适合于

小班化情形。

从翻转课堂时长进行分类，包括集中式翻转、分散式

翻转。翻转课堂可以每次课都进行，可以集中安排在整个

课堂教学进程的后半部分，也可以穿插在课堂教学的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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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段中。

翻转课堂在方法层面上，可以因课制宜地进行创新，

但核心还是围绕如何深化和拓展对教学目标的达成上，主

要聚焦在互动或研讨教学上。

在实施上，教师可以根据实际设计出多种翻转课堂教

学方法。抓住翻转课堂教学方法的本质与核心，做到因课

制宜、因生制宜，从而创建出多种不同的融合式方法。同

时，翻转课堂还可以与传统教学方法相结合，比如与案例

式、体验式、情景式、探究式等结合，形式上可能更容易被

接受，效果可能更好。

2.3 与混合式教学的关系

当前，混合式教学主要是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一种

教学模式，线上教学尤以MOOC/SPOC为主要形式，线下课

堂开展针对性教学。由于线上教学已经完成了知识讲授，

线下实体课堂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成为自然而然的选择，或

者翻转课堂教学成为线下实体课堂教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线上教学为线下包括翻转课堂在内的教学奠定了基础，线

下翻转课堂教学是线上教学的必要性拓展或深化。

2.4 与研讨型、互动式教学的关系

翻转课堂强调学生参与教学，通过汇报、展示学习成

果、分组讨论、互动研讨等形式开展，呈现出了有别于传统

课堂中教师单一讲授的显著特征。这样，可以认为翻转课

堂是研讨型、互动式教学的一种深化形式。

2.5 与MOOC的关系

翻转课堂需要师生提前准备，特别是对于学生而言，

则主要是在课前通过自主式学习与协作性学习的方式做

好翻转内容准备。学生可以通过多种线上教学资源进行

课前准备，视频类、在线开放课程类资源，特别是MOOC资

源更加便于学生开展自主式学习。换言之，利用MOOC资

源开展课前线上自主式学习是当前主要方式，但借助于其

他线上或线下资源进行翻转课堂内容准备，也是可供选择

的方式。

2.6 与“金课”和“一流课程”的关系

“金课”强调“两性一度”3个指标，即创新性、高阶性、

挑战度，是对当前高质量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提出的明确

目标和标准。

翻转课堂是一种较为新颖的教学方法，在形式上也具

有很大的不同寻常性，呈现出参与式、互动式、探究式、研

讨式等基本特征，若结合学术与科研的前沿性内容进行翻

转，或者在组织实施过程中运用信息技术，则具有较强的

创新性。翻转课堂模式下，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都需要

提前进行深度准备，给学生科学“增负”，并在实施上做到

组织有序，整个教学过程具有较大的挑战度。翻转课堂的

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研讨交流、探索解决问

题的创新能力和提升综合素养，促进学生高阶思维和高阶

能力养成，因而具有高阶性。

对于线下一流课程和混合式一流课程，改革的重点都

包含线下实体课堂部分。线下实体课堂教学改革的主要

方面和重点是开展互动式、研讨式和探究式教学，提升学

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参与主体性，激发学生内在的兴趣与潜

Table 1 Flipped classroom classification
表1 翻转课堂分类

序号

1

2

3

4

翻转班额

大班全部翻转

大班部分翻转

小班全部翻转

小班部分翻转

翻转学时

（1）线下全部学时

（2）线下部分学时

翻转时长

（1）全部时长翻转：一次课堂学时全部用

于翻转

（2）部分时长翻转：一部分学时用于教师

讲课+一部分学时用于翻转

翻转方法

（1）从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互动上看：

生生互动、生生研讨：“学生进行学习成果汇报展示+学生之间进

行分组研讨”、“学生以组为单位进行内部研讨+组间进行研讨”

等

师生互动、师生研讨：师问生答，或者教师参与学生之间的研讨

等

（2）从课堂教学内容的学习形式上看：

成果展示研讨互动：学生对课前教师布置的理论性内容（例如知

识、习题等）进行自主式学习或者练习，在课堂上进行学习成果

展示，继而开展生生或师生之间的研讨

操作演示研讨互动：学生对课前教师布置的操作实践类内容（例

如编程、演示等）进行准备，在课堂上进行现场操作展示，继而开

展生生或师生之间的研讨

连讲带练研讨互动：在教师的讲授和指导下，采用“边讲边练、讲

练结合”的形式，继而开展生生或师生之间的研讨

注：这里的小班通常小于60人，大班大于60人，标准班30人

··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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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促进学习成效和综合素养提升，翻转课堂教学显然有

助于提升这方面的效果。因此可以看出，创新性开展翻转

课堂教学对于两类一流课程建设具有重要作用。

3 翻转课堂教学设计

翻转课堂教学必须要有相应的课前准备和充分的教

学设计做保障，做到有案可依。没有方案和预案，完全将

课堂交给学生的做法极其危险，也违背了翻转课堂教学基

本规律。

3.1 翻转准备设计

在掌握学情的基础上，制定合适的翻转目标和要求，

说明总体设计甚至是每节设计，对时间、形式等作具体安

排。具体而言，要明确指出每次翻转前学生要学习的内

容、准备的内容、准备的程度等，包括翻转前、翻转中、翻转

后的安排。这种提前布置，最好以翻转课堂实施方案的名

义，采用文档的形式对学生共享，并择机在课堂上向学生

进行讲解说明。通常要提前至少两周的时间布置翻转课

堂任务，以便为学生留足准备时间，使得翻转实施过程更

加平稳高效。教师布置翻转课堂任务可以促使学生对基

本知识、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基本应用部分通过网络自主

式学习完成，课堂教学成为借助翻转课堂实现高阶知识、

能力拓展的场地，从而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和创新能力。

课前，学生需要自主学习前续知识，准备翻转课堂材

料，该过程是翻转成效的重要基础，被称之为翻转准备或

翻转基础。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不可省略，需要

学生投入时间和精力做准备，通常可以借助于MOOC、微
课、在线或离线视频资源完成，也可以借助传统学习材料、

电子书等辅助完成，但不如视频类资源所发挥的作用

明显。

特别指出，学生要有必要的翻转基础，要有自主学习、

思考、内化的时间，否则别说是知识构建与内化，就是知识

学习和消化都实现不了。课前线上进行自学、预习和准备

翻转课堂内容，是奠定翻转基础的必要过程。

3.2 翻转内容设计

翻转课堂有助于增强学生自主性知识获取、学习与实

践能力，是检验学生综合学习成效的有效方式。对翻转课

堂内容进行基本分类，包括知识类、操作类、问题类、前沿

类，如表 2所示。

需特别注意，不是所有内容、所有学时都适合进行翻

转，教师要针对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技术、基本知识等内

容，特别是关键核心内容进行必要的课堂讲解，为学生学

习整门课程提供合适的教学支撑。

3.3 翻转流程设计

翻转课堂是一种典型、有效的，呈现出参与式、互动

式、研讨式甚至是探究式的教学方法。翻转课堂有多种流

程，核心是促使学生参与教学、融入课堂，发挥出学生作为

学习主体的积极性、探索性作用，变传统“满堂灌、单声道、

填鸭式、独角戏”教学为教师主导下学生与学生之间或者

学生与教师之间的研讨式、互动型教学。翻转流程并没有

定规，对于有助于达到教学目标的流程设计都可以尝试。

3.4 翻转成绩构成

翻转课堂成绩通常由学生之间的评价得分计算而来，

计算规则一般会在教师给出的课程总成绩构成中进行说

明。以分组式翻转课堂为例，登台的组包括展示组（这里

暂定为A组）、对抗组（这里暂定为B组），未登台的学生构

成评价组（这里暂定为C组）。A或B组的成绩包括组间成

绩、组内成绩，组间成绩由其他组进行评价给出，组内成绩

由本组内成员评价给出，将组间与组内成绩综合起来可以

认定为最终翻转课堂成绩。可见，这种成绩主要是通过学

生之间的相互评价完成。根据翻转课堂内容与流程，成绩

构成具有灵活性。

实际上，包括翻转内容，具体过程安排、分组安排和时

间安排，以及分数核算和成绩计算等，即以上 4个部分基

本构成了翻转课堂或教学设计的主体，成为组织实施翻转

课堂教学的基本保障。

4 翻转课堂组织与实施

4.1 严格按照教学设计执行

教学设计是先导和保障，执行翻转课堂教学设计的质

量高低直接影响实施效果。如果教师违背提前公布的翻

转课堂教学设计，学生会感到无所适从，无法有效参与翻

转课堂，教学过程中也容易出现混乱甚至是无法开展下去

的局面。从某种意义上讲，翻转课堂实施的好坏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教学设计执行的好坏。

在翻转开始前，教师可简要强调教学实施基本过程、

注意事项，严格按照向学生公布的翻转安排和流程进行组

织与实施。

Table 2 Flipping classroom content composition
表2 翻转课堂内容构成

序号

1

2

3

4

翻转内容

知识类的学习成

效检验

实践编程类的现

场操作与演示

重点难点疑点问

题解答

新理论新技术前

沿知识的学习

基本特征

（1）学习难度低、知识容易掌握

（2）翻转过程中一般以讲解、汇报、展示等形

式进行，继而开展生生间、师生间的交流研讨

（1）现场操作演示，实时性强，具有较强的震

撼力和冲击力

（2）实践类内容更加适合翻转，更加符合大学

本科生学习期间的学业成长特征与规律

有助于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对于

创新思维养成具有积极作用

检验学生对新知识自我构建的综合能力，是

促使学生提高探索未来、了解趋势、适应发展

能力的重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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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师全程把控翻转过程

翻转课堂可以采用多种形式，但都离不开教师的组织

与参与，教师要将翻转课堂实施流程有效、高效地串联起

来。缺乏教师的组织和把控，翻转课堂很可能会“脱离轨

道”。因此，翻转课堂不仅要求教师具有更加广阔的知识，

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课堂教学组织能力要求。教师要

充分发挥出现场指挥、导演、教练的组织者作用，以学生为

主体完成翻转课堂，教师参与度要尽可能减少，但教师对

翻转内容的最终解释、澄清，以及总结和提高等则非常有

必要参与。

在翻转课堂实施的主要阶段、关键环节，教师应做好

必要的指导、引导，甚至是及时做到有效干预。例如，分组

研讨严重超过分配时间、组间研讨停滞不前、分组交流内

容走偏或者没有结果地争辩下去等。

4.3 做好特殊情况处理预案

翻转课堂往往要求学生登上讲台，且开展组间研讨，

由于准备不充分或现场紧张等因素，往往会出现多种异常

情况。例如，学生慌乱、不知所措，翻转超时打乱整体进度

安排，生生研讨出现严重错误或者出现无法回答的疑惑

等。对于这些发生在实际执行过程中的明显偏差或问题，

教师要能够进行纠正，确保持续开展。由此可见，对于完

善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要有处理特殊情况的预案，教师

在思想上也要做充分准备。

5 翻转课堂教学举隅

5.1 以分组研讨为核心的线下翻转课堂教学

作者作为课程负责人的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自 2016

年起开展基于 SPOC的线上教学，从 2017年起开展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混合式教学，在线下实体课堂实施翻转课堂教

学，于 2018年探索出“大班化参与式研讨型互动课堂教

学”综合改革模式。

图 1是贯通课前、课中与课后的线上线下混合式教

学，展示了这种基于翻转课堂的学习活动构成及翻转课堂

实施基本过程［19-20］，其改革的重点是开展以参与式、研讨

式为主的翻转课堂教学。

5.2 线上翻转课堂教学改革实践探索

同样由作者作为联合课程负责人的嵌入式系统原理

课程，基于上述计算机组成原理课程的混合式教学改革经

验，继续探索翻转课堂教学改革［21］。特别在 2020年上半

年疫情期间，一种完全通过网络方式在线上开展翻转课堂

教学的改革创新得以成功实践，其基本流程如图 2所示。

5.3 改革成效

上述两门课程均是专业核心课程，以专业为单位开展

翻转课堂教学是改革的重要尝试，经过多年的实践取得了

积极成效。

5.3.1 学生多方面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此次改革直接促使学生学会了线上自主学习方法，对

于掌握线上学习技术、独立获取知识、线上师生与生生交

流互动、内容知识自我构建等具有较大帮助。翻转课堂教

学要求学生登上讲台进行展示、汇报、讲解，甚至需要开展

生生之间与师生之间的研讨，这对于提高参与学生对知识

看视频 

线上自练 

线上自测 

线上讨论 

课堂测验 

作业互评 成果展示 

课后总结 

交流提高 

分组讨论 课堂作业 

教师布置 

课前作业 

课前自学
与自测 

练习展示 

互评互学 

教师评测
自学效果 

重点难点 

深度解析 

强化巩固 

交流反思 

课前：自主学习 课中：翻转课堂 课后：总结提高 

Fig. 1 A schematic diagram of learning activities based on flipped
classroom and implementation clues of flipped classroom

图1 一种基于翻转课堂的学习活动构成及翻转课堂实施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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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一种在线翻转课堂教学基本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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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理解的认知能力、思辨能力、表达沟通交流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创新能力具有较大益处。以嵌入式系统原理课

程为例，翻转课堂内容中带有部分实践性内容（Linux命
令、Makefile与 shell编程等），很多学生在翻转执行中直接

进行现场操作与编程演示，展示自身娴熟与过硬的技术本

领，这给讲台下没有参与翻转的学生带来了触动，引导和

激发更多学生向身边优秀的学生看齐。

5.3.2 教学质量与成效得到提升

以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至今已有 5年的计算机

组成原理课程为例，在专业学生群体中，不及格率最高仅

为 5.58%，不及格人数最高仅为 12人，学生考试成绩的不

及格率和不及格人数均保持在低位水平，确保绝大部分学

生能够掌握知识、提高能力、养成素养。

5.3.3 课程建设成效得到提升

经过多年开展以翻转课堂为核心的混合式教学改革

探索，负责建设的计算机组成原理和嵌入式系统原理两门

课程先后获得了山东省首批（2019年）和第二批（2021年）

“一流本科课程（线上线下混合式课程）”认定，这是对课程

建设成效的高度认可。

6 翻转课堂总结与改进

翻转课堂结束后，要对整个翻转课程过程进行深入总

结，找到存在的问题和优点。重点是针对问题提出改进办

法，在后续实施中进行改进和验证，继而不断完善和优化

翻转课堂整体设计。

（1）梳理翻转流程执行情况。教师要对翻转课堂执行

情况进行“复盘”，例如，线上教学内容能否支持翻转课堂

内容，翻转课堂过程中生生之间的互动是否充分和有效。

（2）做好与学生的交流。翻转课堂实施效果的主要评

价方是学生，要注重了解学生对翻转课堂的感受。可以通

过交谈、问卷、作业、报告等形式有目的地收集学生反馈意

见或建议，并进行梳理、分类和统计，据此优化翻转课堂方

案，形成迭代提升。

（3）探索信息化教学手段助力翻转课堂教学。借助于

课堂教学信息化智慧辅助工具开展翻转课堂教学，有很大

的改革空间。“雨课堂”“云班课”“微助教”“学习通”等APP
或微信小程序可以提高翻转课堂效率。例如，“雨课堂”有

点名、练习、测验、交流等丰富功能，“云班课”能够方便地

实现分组学生之间的互评等，这些都可以结合实际进行探

索实践。

7 翻转课堂的关键、重点与难点分析

7.1 教学设计是关键

翻转课堂的核心在于学生登上讲台开展课堂教学活

动。该教学活动既可以在教师的组织下完成，也可以完全

由学生依照教学设计自行开展，这主要取决于教师对翻转

课堂的教学设计质量、学生提前准备情况及执行能力。好

的翻转课堂教学设计是翻转课堂组织与实施好坏的关键，

直接决定了教学成效与学习成效。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教

师做好如下 3个方面的工作，并具备与之相匹配的能力：

（1）高效组织线上教学部分，提供优质的网络教学服

务。学生线上学习内容通常是课堂教学中还没有讲授的，

因此要为学生首次接触和学习新内容做好服务，这是第一

个重点，也是难点。

（2）准确深入地了解学生的线上学习状态尤其是成

效，是高效开展好线下教学的重要参考。可想而知，如果

学生线上学习环节没有很好地掌握知识，课下实施翻转课

堂就不会收到良好效果。因此，教师不仅要组织好线上教

学，更要深入了解学生在线学习的具体情况。

（3）配合线上学习情况，有针对性地开展翻转课堂。

翻转课堂从形式上来讲是学生参与教学、展示学习成果与

师生进行研讨互动，但本质上是锻炼和提高学生的自我学

习和研讨式学习能力，为创新能力提升做准备。因此，教

师要充分设计出有针对性的翻转课堂内容，并组织高效的

翻转课堂实施，确保在有限时间内提高学生的学习成效。

7.2 处理好几个关系

7.2.1 处理好教师讲授内容与翻转内容的关系

处理好课前、课中教学任务安排是翻转课堂教学要重

点考虑的问题之一，这主要表现在要处理好传统教师讲授

方式与翻转课堂方式的关系。

由于学生在课前登陆到MOOC平台或者其他在线开

放课程类平台进行自主式学习，这样为课堂上进行翻转课

堂教学留有了时间和可能。但需特别注意，强调翻转课堂

并不意味着课程的全部内容和全部学时都可用于翻转。

对于通识课、基础课、公共课，由于内容难度不大，学生自

主学习和翻转的内容可以适当多些，但也要教师的常规课

堂讲授教学部分。相比之下，对于专业课，由于内容难度

较大，仅依靠学生自主学习和研讨行不通，教师要精心考

虑翻转内容、翻转时间选取，在讲授完必要内容的基础上，

进行部分学时翻转。即对于专业课，要有一部分学时用于

教师在课堂上进行“中规中矩”地教学，另一部分学时用于

翻转。

7.2.2 处理好教师与学生角色定位的关系

不同翻转课堂的特色主要在于翻转课堂实施中学生

间、师生间的关系。翻转课堂要在教师的组织下，将课堂

交给学生，由学生完成教学任务。相应地，教师与学生之

间的关系演变为生讲生听、生讲师听、生问生答、生问师

答、师问生答等多种形式为主导的新型师生关系。因此，

教师在翻转课堂的教学设计和组织实施中，要有意识地去

适应这种关系、角色的变化，要为学生赋予更多更有效的

身份和功能，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促

使教学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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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推动翻转课堂教学效果提升

翻转课堂更加高效地利用了课堂，提高了课堂利用

率，将学生学习成效的提高作为出发点和归宿点，发挥了

积极效能，从而达到布鲁姆学习模型中的高级认知目标，

就是落实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教学理念。

（1）促进自主式学习能力提高。翻转课堂教学是一种

有效的督促学习，形成自主学习与探索的意识，有助于知

识内化，自行构建出知识体系，帮助拓展出多方面的潜在

能力。

（2）使得学生能够参与教学，融入课堂。翻转课堂直

接激发或间接“迫使”学生参与课堂教学，大幅提高融合课

堂程度，对于学生创新意识与能力具有较大作用。

（3）促使同伴向优秀者学习。翻转课堂还有一个潜在

的、深层次的重要作用，就是为学生带来来自同伴的感染

力甚至是震撼力——一方面是给登台参与翻转课堂的学

生，特别是表现突出的学生带来更多自信，另一方面使得

其他学生真实了解到同伴的学习成效和学习能力，看到真

实差距，以此提醒自己要努力向他们看齐，这是一种较好

的同伴激励方式。例如，在嵌入式系统原理翻转课堂教学

实施过程中，很多组的学生能够用笔记本电脑现场操作和

演示Linux SHELL命令、Makefile编程，以及现场分析Linux
操作系统的启动过程等，这种表现对于其他学生而言就是

一种鼓舞与鞭策。

7.4 充分发挥学生主体性作用

学生以何种形式和身份参与翻转课堂教学，如何充分

发挥出学生的主体性作用，激发学生的潜能，是翻转课堂

教学改革的重点与难点部分，也是不同翻转课堂教学方法

有效性区分的关键所在。

从深层次角度看，翻转课堂与参与式、研讨式、探究式

教学紧密关联，有一定重叠，可以看作是后者融合出的一

种较为特殊的形式，都体现出教与学的互动性。显然，如

何充分发挥学生参与课堂、融入教学的主体性作用是翻转

课堂教学的重点和难点。

优化翻转课堂过程，提升教师与学生的角色内涵，改

进学生展示学习成果的形式，拓宽表达观点的渠道，是需

要不断加强与完善的重要内容。

8 结语

相比传统教学方法，翻转课堂教学具有很大的难度和

挑战性，需要教师做好翻转课堂教学设计和执行流程等多

方面工作。教师进行翻转课堂设计，组织课前线上自主式

学习，组织好课堂翻转实施，进行必要翻转后的总结，是贯

穿课前、课中和课后以确保翻转课堂取得成效的基本环

节。翻转课堂由于对教师的设计、组织、实施和特殊情况

处理能力提出了较高要求，开展翻转课堂教学并非易事。

因此，要从实际出发，做到因课制宜，不断总结、修改、实践

以提高翻转课堂教学能力与水平，通过反思与迭代的方法

提高翻转课堂效果。特别是，将翻转课堂与混合式教学有

效结合，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取得成效，这是改革的重点

和难点，也是改革的主要方向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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