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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翻转课堂的流变特点和路径优化

张少云!徐-凡
!安庆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安徽安庆-!#."*!"

--!摘-要"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随着我国"大学英语教学指南#的出台!外语界正在积极探
索实践翻转课堂模式!在提高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同时!也要充分满足学生个性化的学习期望$

本文利用文献分析法!从翻转课堂教学指令前置%教学过程自主%教学主体转变这三个方面分析
中国翻转课堂流变特征$ 同时!翻转课堂在中国嬗变中仍然存在隐形问题!即&翻而不转'&创而
不新'$ 因此!本文尝试破解困境!根本目的是建构&先学后教%以学定教'的新型教学理念!教师
需要高位指导%以学定教(学生需要保证权利%整合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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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翻转课堂这一教学模式起源于美国$亦被称为

反转课堂!&DFED3E7 GHA55;88I"或颠倒课堂% 在!"%%

年$萨尔曼&可汗及其创办的可汗学院!J2EK2AD

LBA7EIM"通过创新性的'教师提供视频N师生课堂
讨论(的教学方法$为翻转课堂赋予了新的意义%

此举引发了翻转课堂在美国的广泛关注$推动了教
育领域的改革和进步% 乔纳森&伯格曼和亚伦&

萨姆斯!!"%#"也在合著的书)翻转课堂与慕课教
学#一场正在到来的教育变革*中记录了此类新型
教学模式的创新使用$启迪了无数后续的教师学者%

翻转课堂的主要特征包括#前置性的教学指
令$灵活的学习空间+学生的自主合作$多元的节奏
和兴趣+丰富的教师角色$课堂的管理和回顾% !"%/

年$我国郑重颁布了)大学英语教学指南*$此举正
式昭示了新一轮英语教学改革的启动$引领我国英
语教学迈向新的发展阶段% 翻转课堂为信息时代
的教育研究和网络课程研究提供了全新视角和高

阶挑战$然而$其实施结果尚未达到人们的期待%

为了让翻转课堂在中国本土落地生根$我们有必要
对其进行深入的改革$这一课题引起了广大教育研
究者和教育管理者的深入思考和借鉴%

一#中国翻转课堂流变特点
翻转课堂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教学手段和教学

方法$这种方法具有以下特征#

)一+课程前置相关指令
翻转课堂!OH944E7 GHA55;88I"是将传统的课堂

教学顺序翻转$学生在教师授课前已提前了解知
识$此项举措的核心目标是为课堂上的知识内化与
深刻理解构筑稳固基石% 其中$'翻(的寓意在于对
传统教学活动流程的革新与颠覆+'转(则强调对传
统教学理念,教学内容及教学方法的深刻变革与更
新% 借助信息技术$翻转课堂得以实现课堂时空前
置% 课程指令提前了教学空间$以便引导学生参与
学习活动$学生也需了解教师指令所传达的意义$

例如#是否需要观看'讲课视频(和'讲座(以及观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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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课时的'讲课视频($教师只有将复杂的程序性
知识建构拆解成详细的步骤$才能帮助学生依据前
置指令规划学习路径$学会自主学习%

)二+学生适应&先学后教'

我们通常使用学习本质过程和实践流程角度
两方面对翻转课堂进行范畴锚定% 张金磊,王颖和
张宝辉!!"%!"将翻转课堂精准定位为任课教师巧
妙融合课程的重点,难点及部分新知识$精心制作
相关教学视频+学生利用课余时间$通过预习这些
视频初步了解新知识% 这样$学生便能带着疑问和
期待$更加积极地参与课堂互动$与教师和同学共
同探讨$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最终完全掌握
并且熟练运用新知识% 宋艳玲,孟昭鹏和闫雅娟
!!"%#"阐述到$翻转课堂实现了课堂指令的顺序调
换$主要是将学习的决定权从教师转移给学生% 通
过网络$知识在课前传授$在课堂上探索,分析$在
课中课后解决问题,深化概念% 以上观点在实践流
程角度和学习本质过程上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即学
生都是在教师的指令下先进行自我学习$再由老师
带领巩固知识$力求良好的效果%

马芸!!"%)"强调$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模式下$

新知识的获取与已学知识的复习巩固这两种学习
行为所发生的环境发生了转换% 原本在课堂上进
行的新知识学习$在翻转课堂的教学法中$被转移
到了课堂之外的环境中进行% 因此$我们观察到$

在自主学习的引领下$教与学的时间和空间得到了
重新构建$这正是'先学后教(教学理念的核心所
在$使得教学过程更加自主和灵活%

)三+师生转变课堂角色
教师的角色不再局限于单一的知识传授者$而

是将角色重心放置于课堂管理者与学生引导者上%

卢海燕!!"%#"认为$翻转课堂和一言堂有了明显的
区别$学生从单纯的'信息接收者(转变为了'自主
学习者($相互分享,传递并构建新知+教师也从'控
制者(转变为了'多媒体技术设计开发者( '多元教
育资源提供者(等角色$并未出现削弱教师角色的
现象% 具体而言$教师所肩负的任务在于制定教学
计划,确定教学内容,设计教学形式和推动学生自
主学习%

二#翻转课堂的现实困境
翻转课堂符合当今学生的学习习惯% 翻转课

堂让学生不再落课$同时它聚焦于每一个需要帮助
的学生$让所有学生理解每一个知识点的秘诀$改
善学生的课堂表现% 但是目前在具体实施过程中$

翻转课堂还是存在隐形问题%

)一+&翻而不转'困境
从理论的角度看$翻转课堂模式的核心在于

通过微视频将讲授内容提前至课前和课外进行$

和传统的方式有了明显的区别$让'先看视频$后
解决问题(变成了现实% 虽然此项流程相较于传
统有了极大的差别$在时间和空间上调整了教师
的教学行为$从原先的课中集体教学转变为课前
和课外的个体学习$但其本质依然遵循着'先教后
学(和'以教定学(的演绎式教学逻辑% 朱文辉
!!"!%"发现'微视频先$解决问题后(的翻转课堂
模式虽然在形式上进行了一定的创新$然而在实
质上$这种教学方式仍然沿袭了传统的被动接受
式教学理念$未能实现由传统向现代教学理念的
深层次转变% 这种模式的转变仅仅浮于表面$而
未能真正实现教学模式的根本性变革$因此可以
说是'翻而不转(%

从实践的角度看$翻转课堂缺乏交流的深度和
层次性% 部分学校的教师仅仅是将传统的教学内
容录制成微视频$并将其提前发布给学生$这种做
法仅仅是将传统的教学流程进行了前置处理$但未
能聚焦学习重点,难点和关键任务% 王秋月!!"%#"

诟病翻转课堂不是传统接受性学习的现代化包装$

也不是应试教育的简单迁移与美化% 倘若教师只
抓住了翻转课堂带来的便利$忽视了学生在自主学
习时遇到的潜在问题$这将会是舍本逐末的事情%

)二+&创而不新'困境
我们认为$翻转课堂确实适应了传统课堂向

'网络学堂(转型的时代潮流$融合了当前挖掘多媒
体资源的新思路$但没有完全达到创新所拥有的高
标准#翻转的课堂缺少教师的仔细研究和创造性实
践% 以大学为例$教师们很少对学生课堂以外的学
习活动和学习行为进行研究$也很难和学习者产生
思维方式,交往方式的共鸣$最终导致学习者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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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倦怠$教学者也苦不堪言%

三#破解翻转困境$优化翻转路径
陈艳!!"%)"认为$现阶段大学英语翻转课堂的

中国化路径包括结合中外优质教育观点$提升中国
英语教师的信息素养$建立属于中国的合理教学评
价体系%

)一+教师高位指导!以学定教
以学定教和以教定教的本质区别在于$以学定

教顾及学生的现有基础,情感价值和未来发展$那
些以教定教的教师$心中所系仅仅局限于知识本
身$常以满堂灌的形式进行教学$因此根据学情确
定教学的起点,方法和策略才是现阶段教师展现教
学艺术的重要依据%

教学实践停留在浅层是不符合中国教育发展
趋势的% 为了改变浅层变革$扭转'翻而不转( '创
而不新(的不利局面$我们不仅要微调课堂外在结
构$还需深入挖掘课堂内在结构所传达给教育者和
学习者的特点$这意味着我们必须从本质上打破传
统教学理念和框架对翻转课堂的限制% 同时$我们
要巧妙地运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课堂和网络学堂
的教学质量$结合两者的长处$融会贯通%

首先$教师需要尽快适应'身边的导师(这一重
要角色的变化% 崔艳辉和王轶!!"%%"认为$我们应
当鼓励教师调整自身的心态$从内心深处真正认同
师生地位的平等性% 这种平等不仅仅是形式上的$

更是实质性的% 只有当教师真正接纳并尊重每一
个学生的独特性和潜能时$他们才能更好地发挥引
导作用% 在此基础上$教师可以适当地放权$将更
多的自主权交给学生$让他们在探索和学习的过程
中得到锻炼和成长$真正体现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的目的%

此外$教师需要秉持'三人行$必有我师(的精
神% 饶彬,金黎希和王怡!!"%$"提倡教师具备一定
量的信息技术运用能力$攻克技术难题$积极向翻
转课堂领域的领军人物和经验丰富的技术型教师
学习$同时倾听并理解我们的教学对象---学生的
需求与反馈$不断进步% 桑新民,李曙华和谢阳斌
!!"%!"也肯定了教师需要向学生学习$他们指出$

在当代世界教学研究前沿的数字王国中$'原住民(

和'移民(!(A39FEAD7 &II9<;AD3"之间存在文化休克
和教育冲突$因此在信息化日益发展的学习环境
中$构建一种以能力为导向,相互尊重的师生关系
显得尤为重要% 这种关系不仅强调教师的引导作
用$更突显了学生的地位% 在这样的关系中$教师
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学生探索知识的引导
者+学生也不再是单纯的接受者$而是积极参与,主
动探究的学习者% 这种师生关系促进了双方的成
长与进步$使教师在持续的教学实践中不断完善和
更新教学理念$更好地适应教学改革的需求$共同
推动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

再者$教师需要考虑支撑课堂的教学活动% 具
体而言$可以合理布置家庭作业$让学生自主观看
授课视频+在鼓励学生观看优质课的同时亲自制作
授课视频$高效利用课堂时间向学生提问趣味性的
知识$建立合理的评估系统$最终达到通达翻转
课堂%

最终$教师们应当积极革新翻转课堂的教学模
式$运用多元化的教学方法$精心组织教学活动以
推动翻转课堂的有效输入$实施合理的翻转课堂成
果评估与持续优化$从而推动翻转课堂成果驱动的
实现%

)二+学生保证权利!整合资源
翻转课堂下学生拥有了一定的学习话语权$能

够实现同伴之间相互帮助$掌握学习时间和学习
量% 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可以让学生承担自己
的学习责任$实现个性化和差异化教学$让学习途
径变得多样化$最终让学生体会到学习的价值%

桑新民,李曙华和谢阳斌!!"%!"则创新地提出
'太极学堂($所谓'太极学堂(其实就是在大学现行
教育体系中找到课程建设和发展的矛盾双方!阴阳
两极"% 在翻转课堂中$学习者和课程开发者!通常
是教师"就是阴阳双方$但是目前存在开发成果不
实用等现象$事实上就是学习者和课程开发者的脱
节和分离所造成的$而在'太极学堂(中$学习者可
以尽量规避此类问题% 这不仅仅是一种前沿的网
络课程资源开发与建设模式$更是一种革新性的自
主学习,团队学习及研究性学习模式$它象征着一
种开放,客观,自主且公正的学习成果评价体系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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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试创新模式的诞生% 张金磊!!"%P"也相信通过
教学指导和技术工具$学生能进行自我组织的探究
性学习$最终提升学习效果$促进全面发展%

我们知道$在翻转课堂模式下$学生的角色发
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主要体现在获取教师的讲课录
像资源$留下自己的学习心得与困惑% 在这个过程
中$教师需要适时地退居幕后$让学生在自主探究
与合作学习中逐渐剖析自己的问题% 就如孔子所
言$只有当学生开始'愤( '悱(时$才正是教师运用
'扶放结合式(教学方法的绝佳时机$在教师的精准
引领下$灵活调整教学策略$顺应学生的学习节奏$

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来制定教学计划$实现以学定
教$学生最终可以将疑惑解除% 然而$此项教学模
式的意义远不止于此$它更能推动学生从被动,机
械的学习方式转变为积极主动,充满活力的创造性
学习$真正实现学习方式的深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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