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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信息技术公共课翻转课堂教学的实证研究
马秀麟赵国庆邬彤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对大学信息技术公共课教学产生了重要影响．使其面临着严峻挑战。从调研翻转课

堂教学模式( FCM)的概念、成功应用入手，尝试把FCM应用于大学信息技术课教学．并基于这一模式构建了有

效的学习支持体系，采取了一定的流程控制手段，组织了教学实践。最后。通过对这一教学实践跟踪、调查．对

FCM模式的应用方式、作用范围和局限性进行了分析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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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化的深入开展．信息技术能力已成为当今社会

对人才的基本要求。一门理论与技能并重的课程．如何开展

教学才能提升学习者的计算思维能力和实际应用能力．已经

成为摆在教师面前的难题。与此同时．信息技术课程因其趣

味性、项目性和实用性，而深受学习者的喜爱，对于学习者创

新能力、协作能力的培养都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对信息技

术课程教学模式和教学结构的变革探索．已经成为很多研究

者关注的课题。在诸多研究中．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FCM)是

近两年国内外探讨比较多的教学模式之一。

一、研究背景

( 一)大学信息技术公共课教学现状及面临的挑战

1．学习者的知识基础差异很大．对传统的课堂教学提出

了严峻挑战

教育信息化逐渐普及以来．信息技术能力培养被列入基

础教育的新课标。各地的中小学都开设了信息技术课。然而．
由于各地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存在着巨大差异．各校对信息技

术课程的重视程度也不尽相同．来自不同地区的学生在信息

技术应用能力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给大学信息技术公共课

教学带来了严峻挑战。其突出表现为：教师组织的教学活动

总是难以满足全体同学的需求：有的同学认为．教师讲授的

内容太简单，希望教师能够加深难度；而另外一部分同学则

认为，教学进度太快，讲授的软件太多，难以跟上进度。由于

教师的教学难以满足不同水平学习者的需求．而学习者对教

学的不满情绪又直接影响了教师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了教学

目标的实施【2】。

2．新技术、新软件层出不穷．课程容量大

随着新技术、新软件的出现，信息技术对教育、经济、生
活、娱乐等领域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信息技术的理念和方法

已经上升到方法论层面．对其他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具有重

要意义。计算思维、信息技术方法论等理念已经被教育部大

学计算机基础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列入课程目标。因此．大学

信息技术公共课承载的内容越来越多．课程容量越来越大嘲。

3．分级、分类教学面临困境

针对学生基础差别大、难以因材施教的问题。北京师范

大学信息技术公共课教研组在每年新生入学第一周都会组

织分级考试，把学生划分为三个等级：免修级、正常级和补修

级．初步解决了班内学生知识基础差距过大的问题。然而，教

学实践发现．分级考试仍难以完全解决教学班内学生之间的

知识差距问题。由于信息技术课程的特殊性．两个总分同为

80分的学习者．在各模块上的水平却可能有很大差别。比如．

甲同学在文字处理模块成绩较高．但电子表格模块成绩很

差，而乙同学在文字处理模块失分较多．但在电子表格模块

得分很高。因此．分级考试只能从整体上把学生划分为几个

等级．仍难以真正地实现“ 因材施教” 的目标141。
为了满足不同层次的学生学习信息技术知识的需求．自

2000年开始．北京师范大学尝试同时向学生开放多门信息技

术类课程．允许学生从中任选一门．并以该课程的考核成绩

作为信息技术课的最终成绩。然而实践发现．在多门任选课
程中，难度低、要求少的课程受到绝大多数学生的追捧，少量

难度较高的课程则鲜有选修者．而且选修高难度课程的学生

一直质疑期末综合评价的合理性[ 51。

4．师资队伍不稳定．信息技术公共课教师专业发展受限

由于信息技术公共课是基础课．专业性较弱。其教学活

动对教师的专业发展几乎没有促进作用。因此．信息技术公

共课教师的队伍极端不稳定．经常出现排课难的状况。在严

重的时候．甚至需要临时外聘教师．或者与某些专业课教师

协商．邀请他们参与信息技术公共课的授课工作。外聘教师

+基金项目：本研究得到2012年北京市教改课题“ 公共课教学模式改革研究与实践——信息技术公共课” 子课题的支持．并且系2010年度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建
设与改革项目“ 信息技术课程体系建设项目” (编号：l O’ 04—01)的系列研究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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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参与．增加了统一组织教研活动的难度．导致授课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问题：( 1)个别新聘教师对课程内容

和课程要求不熟悉，授课过程存在瑕疵；( 2)个别教师的授课
内容带有个人倾向性．在自己熟悉的领域讲得较多．忽视了

与其他班级的协同性：( 3)难以采取有效的措施，统一管理信

息技术公共课教师队伍[ 61。

( 二) FCM教学模式及其应用

FCM是从英语“ Fl i ppedCl ass Model ” (或i nvert ed cl ass．

rooI TI )翻译过来的术语．通常被翻译成“ 翻转课堂” 、“ 反转课

堂” 或“ 颠倒课堂” ．或者称为“ 翻转课堂式教学模式” ．简称为

FCM。其基本思路是：把传统的学习过程翻转过来．让学习者

在课外时间完成针对知识点和概念的自主学习．课堂则变成

了教师与学生之间互动的场所．主要用于解答疑惑、汇报讨

论．从而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1．FCM的起源与概念

自本世纪初FCM的概念被提出以来．FCM就不断地应

用在美国课堂中．并产生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FCM的实践

者之一——美国林地公园高中(Woodl andPark Hi gh Sch001)科

学教师乔纳森．伯格曼( J onat han Bergmann)和亚伦·萨姆斯

( Aamn Sams)在2006年观察到．对于学习者来讲，很多概念

性的知识点或操作方法并不需要老师在课内喋喋不休地讲

解．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体经验开展学习和体会。真正

需要教师在身边提供帮助的．是在他们做作业或设计案例并

被卡住时。然而．这个时候教师往往并不在现场。为此，乔纳

森和亚伦认为：如果把课堂传授知识和课外内化知识的结构

翻转过来．形成“ 学习知识在课外．内化知识在课堂” 的新型

教学结构．学习的有效性也随之改变171。

从FCM的最初创意来看．结构和模式的翻转源于“ 以学

生为中心” 的基本思考。其结果不仅创新了教学方式．而且翻

转了传统的教学结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建立起比较彻

底的“ 以学生为中心” 的教学方式。在这种模式下．教师真正

地上升为学生学习的组织者、帮助者和指导者。当然．如果没

有高技术素养的教师和学生．也就不可能有“ 翻转” 教学结

构、教学方式和教学模式的重大变革181。

2．实施FCM的基本条件

首先．FCM把知识的学习过程放在课外．由学习者自主

学习、自主探究。因此，对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自我管理

能力有较高的要求。其次．由于FCM把知识的学习过程放在

课外．因此对学习支持系统有极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认真设

计、管理学习资源．并以恰当的方式提供给学习者，以便学习

者开展自主学习。再次，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e—l earni ng的方
法和策略日益成熟．基于Int ernet的网络学习平台得到了快

速发展．大多数学习资源都借助了信息技术的手段。因此，学

习者应具备基本的信息技术能力．能熟练地操作和应用各类

网络教学平台．使用各种类型的多媒体资源唧。

美国部分院校开展FCM教学的经验证实：FCM之所以

获得成功．得益于他们一直采用探究性学习和基于项目的学

习．让学生主动学习。从技术促进教育变革的角度来看．FCM

得益于经常在课堂教学中运用视频等信息技术教学手段．在

形成“ 熟练运用信息技术” 的基础上．把学生灵活地运用数字

化设备作为学习过程的组成部分．鼓励学生利用数字化设

备、根据自己的学习步调进行个性化学习。在此过程中，信息
技术已经远远突破“ 辅助教学” 的概念而成为教学过程中不

可或缺的工具和要素【101。

(三)对FCM应用的研究

白2007年初左右．FCM的概念被提出以来．对FCM的

应用和价值．许多学者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
1．VOLARE实践

意大利学者Marco Ronchet t i 基于“ 技术可以改变传统教

学模式．为教学提供更好的策略和模式” 的理念．重点探索了

“ 在线视频代替传统模式的教学实践” ( Vi deo On—Li ne As Re．

pl acenl ent of Ol d Teachi ng Pract i ce)所应采取的方法、策略，以

及产生的效果。在他的研究中．探讨了教学视频在学生的知

识建构中的作用．分析了基于在线视频的FCM对学习者自主

学习、发现学习的价值．并为FCM的开展提供了一定的方法

与实践经验[ 11J 。

2．FCM对协作能力、创新能力和任务导向的影响

美国教育技术专家J eremv F．St rayer开展了FCM对协作

能力、创新能力和任务导向方面的实践研究。通过实验组和

对照组的对比证实，FCM对协作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都具

有显著影响．是一种有助于培养学习者协作性、创新能力和

凝聚力的有效手段．而FCM对于培养学习者的“ 任务导向性”

则具有负面作用i i 21．

(四)大学信息技术公共课教学中采用FCM的可行性

从当前大学信息技术课教学的实践来看．在大学信息技

术课课堂中具备了开展FCM的基本条件．有一定的可行性。

首先．绝大多数大学生都已经掌握了一定的信息技术能

力，能够熟练地使用Wi ndows系统。登录各种网络平台，操作

各种多媒体资源。其次．从事大学信息技术课教学的教师．在
信息技术领域都有一定的研究．能够胜任常规的学习资源制

作、学习资源管理和发布等任务。部分教师甚至是教育技术

领域的专家、学者．对学习支持系统的研制、开发与应用，也

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再次．信息技术课程具有较强的趣

味性．大部分内容适合以任务驱动、项目教学的方式开展教

学活动，便于组织自主学习、自主探究类型的教学活动【13】。第
四．作为新世纪的大学生．部分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学习

能力和自我约束能力．能够按照教师的要求开展自主学习。

尽管少量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不强。但在同学、教师的带

动下．能够胜任对大部分知识内容的自主学习。

总之．从学习者的素质和信息技术能力看．在大学课堂

中采取FCM教学是可行的。而信息技术课的固有特点，如趣

味性、适合开展项目教学．则有利于激发学习动机．为顺利应
用FCM提供了有效的支持．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标与研究思路
1．研究目标

在信息技术课的教学中．尝试对不同层次的学习者使用

FCM．检验在信息技术课教学中应用FCM的教学效果．以及

对人才培养的意义、作用和局限性。

2．研究思路

对FCM应用于大学信息技术课的方式及效果开展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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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研究流程图

( 1)组织FCM教学实践活动。首先。为保证学习者课外

自主学习的有效开展．教师必须预先构建完整的学习支持体

系。其次，为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需在每个模块开始前。

设置导读环节，通过导读内容和实践性任务测试．向学习者

提出问题，引导学习者思考。第三．学习者利用学习支持体系
提供的资源在课外开展自主学习．解决导读部分提出的问题

和实践性任务。第四，组织课堂汇报、讨论环节，鼓励学习者

之间相互质疑，实现知识内化。第五，通过一定量的作业，固
化学习效果。最后，不定期地开展一些测试．评定学习者的学

习效果、学习策略以及他们对教学的意见或建议㈣。

( 2)采集实践数据，进行数据分析。通过收集学生的成绩

数据、调查问卷数据，进行对照分析，并开展相关性、差异性

检验。在此过程中，以学习成绩论证学习效果．以调查问卷结

论反映学习者自主学习能力、协作能力的变化．从而探索在

大学信息技术课教学中应用FCM的可行性、局限性。
3．注意事项

为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应选取不同层次的学习者作为研

究样本。并为学习者的自主学习提供有效的学习支持环境．

对研究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一

{二)学习支持体系的设计

由于FCM把对大多数新知识的学习过程都设计为自主

学习模式，因此，学习支持体系的组织就尤其重要。为了保证

FCM模式的教学能顺利进行．笔者利用所主持课程的教学服

务平台，在学习支持体系方面进行了以下设计：
1．学习内容导读

在每个较大模块知识点前面．都设置学习内容导读。以

提问的形式向学习者呈现本模块应掌握的主要知识点、关键

概念．以激发学习者的内在动机。

在学习内容导读模块。既要注意知识点的深度和广度．

又要注意问题的层次性、递进性。如图2所示．在“ 演示文稿

系统” 模块的学习末期．给出了电子表格模块的导读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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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学习支持系统示意图

2．设计实践性任务．以任务驱动方式引导学习者自主学习

对于每个知识点．都先布置一个实践性任务(或者给予

一个待完成的项目)。任务的设计应紧密联系知识点．并与现

实生活中的具体问题密切相关．以实用性、全面性为主要设

计原则。

3．以多种方式呈现知识内容．适应不同风格的学习者

对于需要学习者课外学习的内容．分别制作PowerPoi nt

演示文稿、HTML网页、微视频等方式的学习资源．把多种形

态的学习资源提供给学习者㈣．以满足不同认知风格的、不同

知识水平学习者的需求。

4．以在线微视频支持学习活动

把课程中的关键知识点、典型案例．录制成微视频，详细

讲解每一个操作步骤．使学习者能够按照微视频的操作流

程，按部就班地实施操作。促使学习者通过模拟教师的动作．

完成实践性任务．

5．清晰的导航体系

借助思维导图工具Mi ndM峭er绘制知识地图．并针对
知识地图中的每个知识点建立指向各类学习资源、实践性任

务和素材的链接，以便学习者便捷地获取学习资源和素材1161。
如图3所示。

图3 制作“ 跟随到引导路径动画” 的知识地图

( 三)研究样本的选取

在本研究中．选择了2012级的2个班级作为实验班开

展试点研究．即从2012级的32个信息技术教学班中选择了

2个班级试点FCM方式的教学．通过与采用传统教学模式的

201 l 级同类教学班进行教学效果对照．分析FcM的优势与

局限性。经过筛选，最终选择了2012级A班和2012级拔尖
人才实验班作为研究试点。在作为试点的两个班级中．以

2012级A班作为普通教学班参与试点．而2012级拔尖人才

实验班则以特殊班级的身份参与本次试点。

此处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充分激发优秀学生的潜能．为

国家培养科技精英．北京师范大学于2012年启动拔尖人才

培养计划．从全校范围内选拔了100名学生组成了拔尖人才

培养实验班．其中文科班30人．理科班70人。为了检验FCM

对优秀学生的适应性．本研究把文科拔尖人才实验班也列入

研究试点。

(四)教学流程与过程组织

1．教学流程及控制

为了保证研究的客观性．对基于FCM的教学过程进行

了比较严格的组织和控制。对于每个模块的学习．基本遵循

如下教学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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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组织导读与前测。在前一讲课程的末尾。教师要先布

置对新一讲课程的学习要求。主要包括两个环节：其一．为学

习者准备学习素材。首先．利用教学服务平台提供“ 学习内容

导读” ．以提问的方式明确新课程的知识要点、关键步骤；然

后．设计一个实践性的综合任务，作为学习引导。其二，布置

学习任务。要求学生阅读“ 导读” 、查看实践性任务，然后思考
导读中提出的问题．并思索实践性任务的解决方法。本过程

的目标是：促使学习者产生疑问．激发其求知欲望，形成强烈
的内在学习动机。

( 2)以自主探究与发现学习为主组织课外学习活动。教

师要为学习者提供网页形式、PowerPoi nt形式和微视频形式

的学习资源．并利用知识地图提供导航体系．以便不同认知
风格的学习者选用。学习者则应针对导读和实践性任务中的

疑问，在课外自主探究，解决“ 导读” 中的疑问，找到完成实践

性任务的有效方法旧。

( 3)课堂交流与分享，实现知识内化。在新课堂上，由教

师指定部分学习者汇报。要求汇报人把解决实践性任务所用

到的技术和方法详细地讲解出来．并接受其他学习者的质

疑，当然更欢迎其他学习者提出新想法．从而实现知识的交

流、内化【“ I。

( 4)以课堂实践实现知识固化．并准备下一轮学习任务。

最后，教师要布置一定量的课堂作业．固化本次课程的知识

点．要求当堂完成并提交。最后．布置下一轮的“ 导读” 与“ 前

测” ．为下一轮的学习进行准备。

2．对学习者测试与测量．采集研究数据

目前．对学习者现有信息技术水平和自主学习能力的测

量．已经列为北京师范大学信息技术公共课教学改革工作的

重要组成部分，并积累了一批数据。这些数据，对本研究的持

续进行．具有重要价值。

( 1)测量学习者的自主学习能力、协作创新能力。为持续

研究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每学期初．笔者都会采用五级量
表对教学班内的每个学生进行学习策略、态度和学习动机方

面的测量，并以测量数据作为教学设计、教学改革的依据。测

量所用的量表以LASSI量表为主．但补充了部分测量项．补

充项主要用于测试学习者的创新能力、协作能力和任务导向

性．其选项设计主要参考了CUCEI量表【19l 。

( 2)分级考试成绩与阶段性测试。在《北京师范大学信息

技术公共课在线测评系统》的支持下．新生入学时的分级考

试成绩反映了学习者进入大学前的信息技术水平．在学习过

程中。还要针对每个模块做分阶段测试．以便反映学习者在

①与传统的教师课堂讲授方式相比．你对现行的教学模式( FCM模式)持什
么态度7

( A．非常喜欢B．喜欢c无所谓 D．较不喜欢 E非常不习惯)

②在当前的学习方式下，你感到课业负担是否适当?
( A很重B较重C．适当D．轻松E．很轻松)

③对于教师提供的学习资源．能否便捷地找到所需的内容?

( A．很容易B．容易C．一般D较难找到E．很难)
④每次的课堂讨论．对你的学习有无明显的帮助?

( A．很大帮助B．有帮助c．没有帮助D．能够适应E．不能适应)
⑤对当前的学习方式．你认为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⑥写下你时当前教学方式的想法．

r——1'

L一一

图4调查学习者对FCM教学的看法

该模块上的学习效率和进步情况。

( 3)以调查问卷收集学习者对FCM模式的看法。设计简

单的调查问卷．利用调查问卷收集学习者对FCM模式的看

法。调查问卷由4个单选题和2个主观性问题组成。问卷内

容如图4所示。

三、效果分析与评价
( 一l 数据采集

结合2011年教学过程中采集到的数据．在2012年的教

学过程中有意识地收集了对应时段的数据。主要包括以下五

类数据集：201 1年和2012年学生分级考试的数据。分别收集

到了2000条记录：利用改进后的LASSI量表对201l 级和

2012级被试做问卷调查．分别收集了89名和100名学生的

相关数据：在教学过程中。针对计算机常识、Wi ndows应用、

Word应用、网络应用模块的阶段性测验成绩；通过调查问

卷．收集2012级学生对FCM的看法：针对2012级拔尖人才

实验班，收集各类调查、测量数据。

(二)对FCM教学效果的评价

对比实验组和对照组在三个模块上的学习成绩．可以论

证FCM的教学效果。由于没有2011级拔尖人才实验班的成

绩数据．因此．仅对与2012级A班学生相关的2011级学生

进行了对照分析。

1．对班级整体成绩的对照分析

针对201l 级和2012级的被试．分别计算入学时和开学

8周后他们在分模块成绩上的均值、标准差．并进行独立样本

的t检验刚．获得的结果如表l和表2所示。

轰1 入学时实蹬组与时照纽盎学习靛缋方面的差异性检验

f竺! 塑 圆圈∞

2．38 0．32计算机常{寰 3．28 2 11 3．16

2 64 0．56Wi n应用 4．42 2．05 4．51

2．31 n- 32文字处理 2．34 1．3l 2．42

2 87 0．4】网络应用 6．28 2 29 6．31

盖异性( t—t删
( si g值)均值 标准差 均值 标准差

4+J ：．t：0：i H 7】 2 v；2 7 73 二56 ( J I：

1．60 0．03*Wi n应用 7．42 8．2l

1．9l 0．02*文字处理 7．84 2．0l 8．58

3．26 O．38网络应用 9．28 2．37 9．3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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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部分学生反应课业负担较重．他们需要为每一节课付

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第四．对于基础比较薄弱的同学．特别是自主学习能力较

弱的同学，传统的教学模式仍是快速传递知识的有效手段。

4．FCM模式仅仅是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必须密切配合

其他教学策略才能发挥作用

与任务驱动学习、项目教学法等教学模式不同。FCM仅
仅是一种维织教学的方式．没有涉及具体的教学策略和教学

方法。因此，FCM的教学组织．必须与其他具体的教学策略有

机地结合起来，把项目教学法、基于问题解决的学习策略、发

现学习和自主学习的教学理论等渗透到FCM的教学过程中。

否则，单纯地讨论FCM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l 三)在国内课堂以FCM组织教学。仍存在较大的困难

与国外的学生相比．国内的学生通常较为内敛．更习惯

于传统的授课模式，不善于课堂争论和自主探索。因此，在国
内课堂尝试FCM模式．需要教师在构建学习支持系统、激励

学习动机、：有效地组织课外学习等方面精心地设计．减少学

习者对FCM的抵触情绪。这些问题都要求教师作出更多的

努力。

由于传统的授课模式已经为广大学生和家长所习惯．对

于FCM模式的教学活动．不少学生和家长还存在着疑虑．这

需要一个较长的认识过程。另外．随着学生评价教师的普及．

因部分教师担心学生给予低评．对FCM也存在着顾虑。这些

因素，都会影响FCM的推广与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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