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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
1、教学视频的制作
教学视频可以由教师亲自录制或者使用网络上优秀的开

放教育资源。教师自行录制教学视频能够完全与教师设定的
教学目标和教学内容相吻合，同时教师也可以根据学生的实
际情况对教学内容进行针对性讲解，并可根据不同班级学生
的差异性多版本地录制教学视频。

2、精心指导自主学习，为学生的自主学习提供方法
①课本——自己读
学生先独立阅读课本。阅读课本不能一扫而过，而应潜

心研读，挖掘提炼，努力做到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边读边
思考，对重要内容反复推敲，对重要概念和规律要在理解的
基础上有必要的记忆。

②探究——自己做
知识的获得固然重要，但知识获得的过程更为重要。教

师要充分发挥创造性，依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和认知特点，设
计探索性和开发性的问题，给学生提供自主探索的机会，让
学生在观察、猜测、实验、归纳、分析和整理的过程中去理
解一个问题是怎样提出来的、一个概念是如何形成的、一个
结论是怎样探索和猜测到的，以及这个结论是如何被应用的。
通过这样的形式，让学生真正做到快乐地动起来，主动地学
起来，创造性地做起来。

③果实——自己摘
知识是完全可以由学生通过自主学习获得的。只要教师

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将目标设定在学生的“ 近发展区”，
学生就一定会跳起来摘果子，也一定能跳起来摘到果子。教
师鼓励学生在自主学习过程中主动进行知识建构，有意识的
将新知识纳入到原有的知识体系，构建新的知识体系。

④问题——自己提
通过自主学习，学生提出问题，既是学生认识的突进，

也是学生思维的聚焦，更是促进学生主动探索和深入思考，
推动自主学习不断向纵深发展的动力。教师鼓励学生在自主
学习的过程中能多问自己“为什么”，在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
出问题。同时，教师应有意识的指导学生提问的方法，比如：
可以从类推、比较、换位、逆向等角度去思考提出问题，也
可以就书本中看不透的、作业中不会做的、课堂上听不懂的
内容提出问题。

3、课前针对性练习
在学生自主学习之后要完成教师布置的针对性课前练

习，以加强对学习内容的巩固并发现学生的疑难之处。对于
课前练习的数量和难易程度，教师要合理设计，利用“ 近
发展区”理论，帮助学生利用旧知识完成向新知识的过渡。

二、课堂交流，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升华
在教学中，教师既要承认学生的预习成果，又要承认学

生的学习差异，应根据学生预习的实际情况，以学定教，主
要讲学生不会的、容易出错和学生想不到的内容。翻转课堂
教学，倡导教师减小语言的密度，少讲、少问、少板书，彻
底改变“一言堂”、“满堂灌”的现象，把学习的主动权和不
该占用的时间都还给学生，教师变“教”为“导”，学生变“听”
为“学”，鼓励学生质疑展示、引导学生合作探究，力争做到
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学教互动、少教多学。

1、收获分享——促进共同的发展
学生经过课前自主学习，在课堂上进行汇报、交流学习

体验，分享自学收获。除在课堂直接进行汇报之外，还可以
翻转汇报过程，学生在课余将自己汇报过程进行录像，上传
至网络平台，老师和同学在观看完汇报视频后，在课堂上进
行讨论、评价，其他同学给予补充，老师给予提升，从而把
整节课的知识内容得以概括、整理。这一环节旨在培养学生
学会概括知识内容的能力。

2、质疑展示——点燃智慧的火花
组内互助解决个人学习时产生的疑问，组内不能解决的

问题由组长记录并在课堂上提出，其他同学给予解答，老师
给予点拨。教师作为参与者，会根据教学中的重点、学生自
学中的疑点、难点以及学生易忽略的问题进行重点讲解，从
而真正做到了“精讲”。这样的教学，变教师“一言堂”为学
生“群言堂”，把课堂交给了学生，使学生真正成为学习的主
人，教师只是一个参与者、合作者组织者和引导者。

3、评价及时——促进知识的内化
评价，就是学生和教师对学生讲解的内容进行比较、鉴

别、分析和评判。评价的方式有学生的自评、互评和教师的
点评。在颠倒课堂中，学生的讲解必须得到及时的评价，以
巩固正确的认识、纠正错误的认识，从而帮助学生建构知识
的正确意义，获得对知识的深入理解。因此，评价是学生学
习的对象和内容，是学生认知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一个
不可缺少的学习环节。

4、点拨启思——激发积极的思考
教师以“夯实基础和提高能力并举”为原则精选例题、

精讲例题，甚至可以让学生自己编题，这一环节旨在引导学
生构建新知识体系，在夯实基础的前提下，延伸拓展、提升
能力。在例题教学中，教师的讲解，重在点拨，教师能不讲
的坚决不讲、能少讲的尽量少讲、能让学生讲的一定让学生
讲。点拨要做到点的恰当，拨的适度，点在学生思维的迷茫
之时、断裂之处，切中问题“要害”，拨动学生的思维之弦，
揭示问题的实质，启迪学生的思考。

5、训练反馈——检测学习的效果
课堂的后20分钟，当堂进行训练反馈。这一环节旨在达

到当堂反馈、诊断教学、及时弥补的效果。教师立足教学目
标和教学内容，设计检测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同步训练，既
能达到练习的效果，又能检测学习效果，还能根据反馈的学
习效果，进行弥补教学。

三、课后拓展，是学生自主学习的延续
课后拓展延伸，将课内与课外有机结合，实现了全程有

效的自主学习。课后作业，进行针对性训练，到达训练巩固
的目的；课后反思，引导学生梳理知识结构，总结学习方法
和经验，达到提升学习能力的目的；综合实践活动，引导学
生进行课外拓展探究，达到延续学习探究的目的。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为学生的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
究学习提供了条件和明确的学习任务，使每个学生的学习时
间、学习次数、思考深度得到了加强。这种课堂教学模式将
课内和课外一体化，既有指导学生学习的作用，又能满足不
同层次学生的学习需求，使学生在自主探究学习中找出问题，
积累经验；在讨论质疑的学习中解决问题，形成能力 ；在总
结交流的学习中共同成长，拓展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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