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

“ 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的关键因素探析
口张金磊

翻转课堂实现了传统课堂中知识传授与知识内化两个阶段的颠倒。在翻转式教学中，教师从知识的
传授者转变为学习的指导者和促进者；教学视频承担起了知识传授的责任，其质量对知识传授的效果有

着重要的影响。为了促进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教师需要为学生创造个性化协作式的学习环境，并能够
根据学科特点、学习者特征和先进的教学理念进行课堂活动的设计。笔者通过对翻转课堂内涵的解读，

明确教师角色的定位，并围绕教学视频设计、个性化协作式学习环境的构建、课堂活动的设计等关键因

素进行探析，以期对翻转课堂的实施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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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推动了教育改革的进程，

为更好地促进教与学提供了可能。我国《教育信息化

十年发展规划( 201 1—2020年)》指出，“ 教育信息

化的发展要以教育理念创新为先导，以优质教育资源

和信息化学习环境建设为基础，以学习方式和教育模

式创新为核心” 。” ] 201 1年，萨尔曼·可汗( Sal man

Khan)在TED大会上将一种全新的教学方式——
“ 翻转课堂” ( f he F¨ pped C1assr。Om)介绍给全世

界，引起了广大教育工作者的关注。目前，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学校将翻转课堂应用到教学实践，并取得了

良好的教学效果。口3

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开始实施翻转课堂教学

之际，一些教育工作者对其提出了质疑，认为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使得教师的作用明显下降，教师在课堂中

仅仅是看着学生做作业或者解答他们的疑问；孩子们

在家不喜欢观看枯燥的教学视频，这种方法调动不起

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学习效果不好；教师不能监控

学生是否观看了教学视频；翻转课堂的核心内容就是

教学视频，教学视频决定教学质量。[ 3” 41针对这些问

题，本文从翻转课堂的内涵出发，在明确教师角色定

位的基础上，对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中的关键因素进行

探析，以期为翻转式教学的有效实施提供借鉴。

国内外许多研究者对翻转课堂进行了一系列研

究。其中，对翻转课堂概念的界定更多的是从实施流

程的角度和学习本质过程两个方面进行阐述的，其定

义大致可概括为：学习过程通常包括两个阶段——知
识传授和知识内化。翻转课堂便是将这两个阶段进行

了颠倒，课前学生通过观看教学视频完成知识的传

授，课堂上学生通过各种教学形式，例如小组讨论、

作业、教师单独辅导等，完成知识的内化。郦删81然

而，这种界定并没有明确告知实践者翻转课堂的判断

标准，是不是学生首先在课前自习、上课进行讨论就

算是翻转了呢?很显然，并非如此。因为，在翻转课

堂中，课前的知识传授需要达到甚至超越传统课堂中

教师灌输式讲授的教学效果，才能算作完成了知识传

授，进入知识内化阶段。在课堂中，学生需要将当堂

知识完全掌握内化，而不要把任务继续留在课下。因

此，判断一堂课翻转成功的标准便是：学生在课前的

学习情况达到了传统课堂中教师讲授的效果和课堂中

学生完成了本次课程内容的内化。

那么，如何完成这两个标准呢?这便是对教育工

作者提出的挑战。根据翻转课堂实施的流程” 3，可以

得出几个关键点：教学视频、课堂活动和学习环境。

而这三个关键点的总体设计者便是教师。教师由原来

讲台上的“ 圣人” 和“ 演员” 变成了“ 伙伴” 和“ 导

演” ，教学视频的选择或制作、课堂活动的组织、学

习环境的构建都由教师决定。因此，教师的地位不是

降低了，而是更加重要了。学生在课前的学习决定了

知识传授的效果，而承担传授任务的便是教学视频，

如何设计受学生欢迎的教学视频是教育者需要特别重

视的环节。学习理念和学习方式的变化，必然需要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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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学习环境的支撑，在翻转课堂教学中要为学习者

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满足他们作为学习中心的需

求。翻转课堂最为关键的一点便是解放了课堂讲授时

间，使得课堂活动时间“ 延长” ，如何设计课堂活动

决定了知识内化的质量。

翻转课堂使得教师从传统课堂中的讲授者变成了

学习的促进者和设计者。教师不再是课堂的中心。不

再上演“ 独角戏” ，而成为课堂的“ 导演” ，统筹布

局，让学生成为焦点。这样，教师的能力与才华在翻

转课堂中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与释放。

教师需要向学生提供优质的学习资源，这些资源

可以是教师自己制作，也可以通过开放教育资源获

取，但是选择这些学习资源的条件便是能够完成知识

的传授。在此环节，教师的教学资源制作能力或者优

质资源选择能力得到了良好的体现，而这可能是传统

课程中很少会考虑的问题。此外，教师需要给学生提

供深度思考的机会，提问他们在课前都学到了什么。

教师在提供学习资源的时候需要认真考虑如何照顾学

生的个性化需求，向不同水平的学生提供不同的学习

资源。

教师在上课之前需要将学生在课前学习时产生的

疑问进行整理，然后在课堂中通过交流、探讨的形式

解决学生的疑问。课堂活动时间的延长给了教师充分

发挥自己教学特色的空间。教师不必再局限于传统教

授时间的限制。可以根据自己对学习的理解，组织各

种学习活动，使学生完成知识的建构。在学生参与课

堂活动的过程中，教师要不断地根据学习情况进行及

时的指导，推动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

美国林地公园高中的教师亚伦-萨姆斯( Aa卜

on Sams)说：“ 翻转课堂通过教师和学生角色的颠倒

使得教师的责任更大了，这种课堂中需要的是有责

任、有爱心、懂设计的专业教育者。” ” 0]课堂的翻转

把教师从知识的讲授过程中解放了出来，他们可以发

挥自己的创造性来安排课堂，教师需要在学生最需要

自己的时候提供帮助，成为学生更好地获取知识、应

用知识、内化知识的最佳助手，翻转课堂也成为教师

展示才能的最佳舞台。正如萨尔曼·可汗所说：“ 越来

越多的学生来看可汗学院( Khan Academy)的教学

视频，然而却没有教师为此而担忧，因为他们发现这

给了他们一个展示才华的机会。” ” ”

三、教学视彗

翻转课堂的理念并不是最新的，早在19世纪早

期美国西点军校就曾尝试过这种方式，然而，直到最

近几年才得到广泛的关注，这与技术手段和相关资源

的缺乏不无关系。” 21起初，教师给学生课前看的文字

材料或多媒体材料不能引起学生的兴趣，得不到好的

学习效果，从而导致课堂进行知识内化的失败，完成

不了翻转。而当类似可汗学院的微视频出现之后，教

育研究者发现了能够代替教师进行知识传授的工具，

并使翻转课堂成为广受欢迎的教学模式。目前，在翻

转课堂中应用最多的便是微视频，当然也有少数学校

采用专业的电子教材(例如，美国加州河畔联合学区

采用了基于i Pad的数字化互动媒体教材)。本文针对

教师选择最多的微视频进行分析，探究微视频应该如

何制作，才能达到学生课前学习应有的效果。

Zaj d划Al saqof f教授曾提出教学视频的作用是

“ 激发、影响和告知” ，其特点为“ LECTURE” ：生动

的( Li vef v)、有教育意义的( Educat i ve)、创造性的

( Creat i ve)、可引人思考的( Thouqhf—Provok—

i nq)、可以理解的(Underst andabl e)、相关的

( Rel evanf )和令人兴奋的( Eni ovabI e)。[ 131可汗学

院和林地公园高中的成功也为研究者制作微视频提供

了一定的借鉴意义。表1对可汗学院和林地公园高中

的微视频特点进行了概括。

表1可{『：学院和林地公园高r|_I教学视频特点

可汗学院 林地公园高中

低于14分钟，大多数在10 低于15分钟，平均l O分钟
时间长度

分钟左右 左右

视频开头 直接进入课程内容 一分钟的幽默笑话

内容展示 模拟电子黑板 重点内容的突出，添加注释

视频声音 清晰简洁 生动有活力

教师形象 不m现 两个教师的对话交流

1．可汗学院教学视频的特点

可汗学院是由印度裔美国人萨尔曼·可汗创立的

一家教育性非营利组织，主旨在于利用网络视频进行

免费授课，现有关于数学、历史、金融、物理、化

学、生物、天文学等科目的内容，教学影片超过

2000段。该机构的使命是为全球学习者提供高质量

的教学服务，加快各年龄段学生的学习速度。

为了更好地总结可汗学院微视频的特点，笔者对

网易公开课中的可汗学院视频进行了统计，并结合相

关的文献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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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视频长度最长不超过14分钟，普遍在10分

钟左右，有的甚至只有3分钟。

( 2)教学视频中不会出现教师的形象。学习者只

能听到教师的声音。教师通过模拟电子黑板或者PPT

呈现内容，然后结合手写板的形式进行讲解，整个过

程通过屏幕录制软件生成视频。可汗曾对此解释道，

教师形象不出现是为了将教师拉下讲台的位置，让他

们和学习者平起平坐，以便于学习者能够以更加轻松

自如的心态集中在内容上。尤其是学生在面对教师一

整天之后，回到家时，就不希望再看到他们了，一块

简简单单的屏幕要比一个居高临下的大人可爱多了。
[ 14]

( 3)教师在讲解过程中，声音清晰明亮，语速适

中。

( 4)视频知识内容的呈现多以题目为单位进行录

制。很多题目一开始便直接切入例题，进行讲解，不

夹杂任何的提示或铺垫” ” 。

2．林地公园高中教学视频的成功经验

翻转课堂的起源地——林地公园高中的化学老师
乔纳森·伯尔曼( J on Bergmann)和亚伦·萨姆斯根据

多年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学经验对如何创建受学生欢迎

的教学视频给出了建议” ⋯：

( 1)视频要短小。现在的学生是“ YouTube一

代” ，他们喜欢短小碎片化的东西。如果要教授二次

方程，那么就只讲授二次方程，不要再添加其他的内

容。开始的时候，教师录制视频的长度和传统讲授时

间一样，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学习目标。在传统课堂

中，这是好的，但在教学视频中，教师需要做的是一

个主题一个视频，将视频的长度压缩到15钟以内，

最好是10分钟左右。

( 2)声音要生动有活力。制作教学视频时会使用

一些放映工具(如PPT)。除了PPT界面之外，视频

中唯一吸引学生注意力的便是教师的声音。有激情地

讲课会使学生拥有更高的学习效率。当教师能够熟练

使用设备时，他们在录像中的表现会更加自如。

( 3)与另外一位教师合作录像。两位教师进行合

作，一个充当学生，一个充当教师。具有多年教学经

验的教师知道学生在哪些知识点的理解中会有困难，

他们在对话中就会对这些问题进行讲解。林地高中的

学生普遍反映，观看两个人对话比看一个人讲授具有

更好的学习效果。

( 4)增加幽默感。伯尔曼和萨姆斯制作的视频开

头通常会有一分钟的幽默笑话。喜欢听的学生会改善

他们的心情，提高他们的兴趣；不喜欢听的学生也可

以选择跳过直接进入内容学习。幽默会让学生带着一

个好心情开始学习。

( 5)视频要吸引学生的注意力。在后期视频的处

理过程中，可以通过增加注释、关键知识点的放大特

写以突出重点知识。例如，在化学实验演示过程中，

带有标号的步骤描述、关键操作的特写都会让学生更

好地掌握课堂知识。

上面两个教学视频案例的共同点是时间短并努力

营造一种轻松的学习氛围，这是在充分分析学习者特

征的基础上得出的。教学视频的设计要针对学习者的

学习特点设计相应的视频风格，通过吸引学生的注意

力，高效完成知识的传授。此外，教学视频还可以作

为一个提出问题、形成对话交流、为项目或实验提供

指导的媒体工具，提供补习，提供案例或方法，并解

决问题。学生是否能够完成教学视频的学习决定了知

识传授的质量，对后续知识的内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

用。可汗学院和林地公园高中教学视频的成功对教师

制作教学视频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翻转课堂中，技术工具和信息资源成为学生学

习的基础。个性化协作式学习环境的创建能够帮助学

生培养自主学习能力和协作学习能力。在翻转课堂

中，学生拥有强大的自主学习控制权，能够通过教学

指导和技术工具进行自我组织的探究性学习。教师需

要考虑如何帮助学生完成自主学习，并鼓励学生之间

进行协作学习。此外，在建立学习环境的过程中，教

师也要考虑如何监督学生的学习行为并能够给遇到问

题的学生提供及时的反馈。在课堂教学过程中，教师

应该对传统的教室进行重新布局，打破原先“ 教师在

上，学生在下” 的格局，创造和谐平等的学习环境。

美国斯蒂尔沃农村地区的艾尔蒙湖小学( Lake
EImo EI emenI arv Sch001)实施翻转教学的教师为学

生搭建了MoodI e平台，配备了i Pad和耳机。教师会

在MoodI e中上传课程相应的教学视频、针对性的问

题和扩展资料等。学生首先需要在平台上观看

10—15分钟的教学视频，完成一些理解性的基础练

习，然后提交。教师可以通过Moodl e平台了解学生

的答题情况，能够更具针对性地进行课堂活动设计。

此外，Moodl e平台支持学生进行协作学习，教师通

过任务设计促进学生之间的互助讨论，促进学习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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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的形成。” 71通过Moodl e平台，学生可以自主进行

知识的学习，并根据自己学习教学视频的情况来选择

扩展资料进行补充学习。教师通过学生在Moodl e平

台的活动记录了解学生在课前的学习情况，并能够对

一些学习主动性不高的学生进行个别指导。除了艾尔

蒙湖小学之外，很多实施翻转式教学的学校(例如美

国明尼苏达州斯蒂尔沃特市石桥小学)也使用Moo—

dl e平台为学生创造个性化在线学习环境。美国科罗

拉多州Arapahoe高中的代数课中，授课教师菲什

( F{ sch)使用wi ki spaces平台为学生创造在线环

境。我国重庆聚奎中学则搭建了自己的校园云服务平

台，服务器控件有5—6TB，仅电子图书一项，服务

器空间内就长期维持在5000册以上，为不同基础的

学生提供适合自己的学习资料” ⋯。

除了学校自己搭建学习平台之外，一些开放学习

平台也为教师开展翻转课堂提供了方便。例如在可汗

学院中，学习平台不断提供丰富的微视频和具有详尽

解答的测试题目，并且提供了激励工具(如成就、徽

章)和知识地图，能够为学生课前的自主学习提供学

习路径，避免所学知识的碎片化和彼此孤立。” 91国内

有研究者也提出了“ 学习任务单” 的设计，指导学生

在课前进行自主学习。[ 20]

美国高地村小学(Hi ghI and V⋯ age Ef emenf ary

SchooI )在实施翻转课堂过程中，教师鼓励学生自

带技术设备入课堂( Bmq You r Own Devi ce，简称

BYOD)，包括平板电脑、电子书和智能手机等。为

了学生更方便地进行协作学习，为学生创造舒服的学

习环境，学校专门设置了“ 星巴克教室” ：传统教室

中一排排整齐的课桌不见了，教室中排放的是圆桌、

舒适的沙发和软垫椅子，以及电脑。校长肖纳·米勒

说，这样的想法来自学生，他们希望在教室中更加放

松，有类似咖啡馆的氛围，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进行

协作学习，更能提高学习效率。这种新风格的课堂是

该学区努力建立“ 面向21世纪学习环境” 的一部

分。令人鼓舞的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中学习，学生

的表现也越来越好。[ ?”

虚拟学习环境与实体学习环境的构建为学生提供

了个性化协作式的学习空间。在课前，学生能够通过

在线学习平台学习知识，并能够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进行拓展，生生、师生之间可以通过网络实时进行讨

论交流。在课堂上，传统教室布局的打破使得学生能

够更方便地与教师和同学进行交流讨论，学生在一个

轻松愉快的教室环境中完成知识的建构。学习环境的

转变保证了学生成为学习的中心，并能够更好地发挥

教师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教学视频的应用吸引了人们过多的目光。然而，

在翻转课堂中，对学生学习最有益的改变并不是在课

前的学习，而是在课堂活动中。翻转课堂通过将知识

传授转移到课前，释放出课堂时间用于学生知识的内

化。教师需要在评测学生课前学习情况的基础上对课

堂活动进行设计，让学生在高质量的教学活动中完成

知识的内化。

在进行课堂活动设计的过程中，教师需要充分考

虑学科的特点。在科学类课程中，教师让学生更多地

进行自主探究式学习。林地公园高中的伯尔曼和萨姆

斯两位老师将POGl L( Process Ori ent ed Gui ded h

qui ry Learni ng，面向过程的有指导探究式学习)活

动整合到化学教育中，让学生通过有指导的探究来完

成学习，教师在这个过程中进行指导和帮助。【22】在人

文社科类课程中，教师在课堂中主要针对一些历史事

件或新闻事件与学生进行讨论和写作，并对作业进行

同伴间互评。重庆聚奎中学在语文学科的《短歌行》

诗歌鉴赏课中实施了翻转课堂，教师通过互联网收集

了经典的音视频资料让学生课前学习。视频中除了对

诗歌内容本身的鉴赏之外，还介绍了曹操招揽、爱惜

和尊重人才的实例。在课堂中，教师和学生针对曹操

进行一系列的讨论与评价，在这种形式下，学生对该

篇诗歌有了更加系统而全面的认识。[ 231

基于建构主义的教学模式对翻转课堂活动的设计

提供了指导，例如基于项目的学习( Proi ect _based

Leami nq，PBL)、基于游戏的学习(Game—based

Learni nq，GBL)等。教师可以参考一个具体的学习

模式，然后根据学科特点和学习者特征等具体情况来

完成课堂活动的设计。目前，实施翻转式教学的课堂

中，受到教育实践者普遍欢迎的教学模式是基于项目

的学习，通过问题或项目开展教学，让学生在探究中

完成知识建构。刘景福等指出，基于项目的学习是

“ 以学科的概念和原理为中心，以制作作品并将作品

推销给客户为目的，在真实世界中借助多种资源开展

探究活动，并在一定时间内解决一系列相互关联着的

问题的一种新型探究性学习模式，主要由内容、活

动、情境和结果四大要素构成。” 忙41该定义对指导如

何开展基于项目的学习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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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美国高地村小学5年级社会文化课程——“ 领
地宣传项目”

表2介绍了美国高地村小学5年级社会文化课程

“ 领地宣传项目” 的设计。[ 251该项目主要由学生在课

堂上完成，历时一周。在这个过程中，学生进行小组

合作，遇到问题可以及时向教师和其他同学求助，可

以在课下进行一定的补充完善。

PBL强调知识的获取需要学生主动去体验，是一

个探究和累积的过程。PBL的开展需要多学科知识的

支持，并要求学生能够运用多种资源(如书籍、网上

资料库、录像带、个人访谈以及实验等)来进行研

究，并促使他们到社会大环境中去亲身体验，有利于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不过PBL耗时较

长，需要教师进行良好的控制与指导。

2．美国斯蒂尔沃区“ 翻转数学课堂” 中的课堂

设计
201 1年暑假，斯蒂尔沃区5所学校的6位教师参

与实施了“ 翻转数学课堂” ( F¨ pped maf h cI ass—

room)试点项目。Maggi e Myre是参与这个项目的

一位教师，她通过学生平时的表现和课前作业的情况

将学生分为三组，高水平组、中水平组和低水平组。

首先，Maggi e Myre和高水平组学生一起探讨问

题，为他们答疑解惑，其他两个小组在课堂中完成老

师布置的作业。高水平组学生的问题很快会得到解

决，然后，他们便进入课堂做作业，Maggi e Myre

为中、低水平组的学生进行一次缩减版的课程知识讲

解。接着，为中水平组学生解答问题。最后，Mag—

qj e Myre与低水平的同学交流，给他们解答疑惑。

在这个过程中，Maggi e Myre为三个小组解答的时

间是随他们的水平降低逐渐增加的。Maggi e Myre

表2美【刊高地村小学5年级社会文化课程“ 领地宣传项H” 的课程设计

发现，中水平组的学生特别希望能够尽快回到课堂做

作业，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们会在课前反复观看教

学视频，努力将知识学好，这一组也是学习成绩进步

幅度最大的一组。悼61根据学生的学习成绩，为他们针

对性地做出不同的指导，使学生在课堂中更好地完成

知识的内化。

KeI I v Hoski ns是另外一位参与该项目的教师，

Kel I v的课程首先是从4个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的，学

生们都学会之后，便对先前学生观看的教学视频内容

进行简单的回顾。在这个过程中，教师通过电子白板

对学生进行不同的提问。解答完成后，学生便开始完

成课堂中教师布置的作业。在此过程中，学生遇到的

所有问题可以及时向老师请教，通过对这些问题的解

答，帮助学生完成知识的内化。最后，学生需要以小

组的形式完成一个与所学知识相关的数学游戏。例

如，小组之间通过传递问题卡片，彼此相互回答对方

的问题；以小组为单位完成一些应用类题目：你的房

间需要新地毯，通过哪些方式可以测出地毯的形状，

并计算出所需地毯的面积和周长。[ 271课堂活动的设计

需要教师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实现

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在参与中完成知识的内化。

翻转课堂这种新兴的教学模式被称为对传统教学

模式的“ 破坏式创新” ，日81真正实现了“ 以学生为中

心” 的教学理念。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与实践中还存在

一些问题，例如，在《教育领导力》( Educaf i on

Leadershi p) 2013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

对于翻转课堂的研究现状是“ 实践不断增加，但是却

学习目标 学习小组要创建一个可视化的或者书面的产品广告。(例如：网站、视频短剧、海报、PPT幻灯片等)。学生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完成项目。
活动计划 选择任务 研究者／编辑 该学生需要阅读一些其他的扩展材料，记录更多的信息；负责为小组

的广告产品添加合适的用语，最后还要检查书写者的拼写和语法错误：
布局／艺术设计师 该学生负责网站、维基页面、海报或者视频短剧的设计工作。
书写者／管理者 该学生负责将信息输入网站、维基页面、海报或者短剧(草稿和终

稿)，并且根据项目的最终需要进行小组的管理。
草稿／研究 充分利用在课前学到的关于13个领地的 为移民队创造一个口号(例如：获得牛奶?我就是喜欢它! )，让它吸

知识：记录关于所分配到的领地的更多 引人并让人们记住它：
细节从而 吏广告作品精彩、突出。通过补 将领地的名称放在产品上。
冗的图书贫料和I卅站资料采补冗知谚女，开 前往领地的经济、工作、政治、地理和宗教动机问题。
将其填充到作品中。在设计布局的过程
中要记住以下问题：为什么人们离开故土 使用图片、口号等材料来吸引人们前往你的领地。

前往新的未知世界?
最终产品 必须要有较高的质量，适当的语法和拼写

色彩鲜艳，较好的视觉效果
用最终产品去赢得一个较好的分数
最终版本必须是整洁的和完整的(至少有5张幻灯片，包括介绍，并为每个动机设置链接和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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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系统的研究” 旧]，因此，要使翻转课堂这种新

型模式能够更好地在实践中应用，还需要教育研究者

不断地探索与总结，在持续的教学实践中完善翻转课

堂教学的各个环节，并为更多的教学者提供指导，更

加高效地促进学习者的学习。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也正

好迎合了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指导思想的核心

——创新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借助国家推动信息化
教学的趋势，翻转课堂必将为信息时代的教与学提供

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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