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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遵循生本教育理念,结合调查问卷的统计分析结果,参考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和教材,在此基础上,本文

提出了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3个基本要素,并构建了一种适合于高中物理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该模式分为课

前准备、课中教学活动和课后反馈及拓展3个环节,分别完成知识的传递、内化和拓展3个过程,强调教师、学生和家

长三方在教学活动中的互动.牛顿第三定律翻转课堂教学实践的课后检测表明,86% 的学生理解了所学的知识,并

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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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翻转课堂(TheFlippedClassroom)是指在信

息化环境中,学生课前自主观看教师设计的微课教

学视频,对此提出疑问并完成导向性任务,课堂时间

则用于师生互动、交流讨论、解决问题、创新探究、完

成实验、深化拓展等一系列活动的一种教学模

式[1,2].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以教师为主导”的现

代教育理念[3].相比于以印刷术为根基的传统教学

模式,“翻转课堂”实现了在教学流程和教学结构上

的彻底颠覆,并由此引发了教师角色、学生角色、师

生关系、课程结构、管理模式等的一系列变革[4].实

现了由“师本教育”到“生本教育”的转变[5],体现了

当代教育发展的两大趋势 ——— 教育信息化和教育

民主化.
翻转课堂起源于美国[6],经过10年的发展,翻

转课堂已在美国、加拿大、新加坡等多个国家实

践[7].我国翻转课堂起步较晚,但已被越来越多的教

育工作者所关注[8~15].例如,重庆市聚奎中学提出

的“三翻”、“四环”、“五步”、“六优”的操作实务,山

东省昌乐一中实施的“二段四部十环节”翻转模式,

浙江省温州二中以“以学定教”为核心,总结出的

“分科式”翻转课堂教学模式[9],都成为了翻转课堂

在我国高中成功实施的典型案例.然而,翻转课堂在

国内的发展尚处于萌芽阶段,完善的教学模式构建

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的研究.
本文旨在通过对调查问卷和高中物理(人教版)

教材的分析,构建一种适合于高中物理的翻转课堂

教学模式.

2 调查问卷分析

调查问卷分为教师版和学生版,问卷的主要内

容包括:教师和学生对翻转课堂的了解程度和了解

渠道以及相关看法、目前的教学模式及满意程度、是

否愿意采用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以及校

园信息技术的支持度等.调查问卷在实施过程中选

取了不同地区的不同学校进行调查,进行地域差别

的对比.分别选取了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重

庆市涪陵区实验中学和贵州省贵阳市第五中学为代

表进行调查.3所学校所处地区不同,类型不同,更

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最后回收有效调查问卷教师

版219份、学生版619份.通过对高中教师和学生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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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翻转课堂的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

论.
(1)教师与学生对翻转课堂的了解程度不高,

且越偏远的地方了解程度越低,如图1所示;教师与

学生了解翻转课堂的主要途径是网络,而学校的网

络信息技术发展完善,足以支持翻转课堂的实施,结

果如图2所示.

图1 3所学校师生对翻转课堂的了解程度

图2 校园网络信息技术支持度

(2)教师和学生对于是否愿意接受新型教学模

式大体一致,半数以上的教师和学生愿意实践翻转

课堂,而且教师的期望度高于学生,结果如图3所

示;愿意实施翻转课堂的教师受到内外部动机的双

向推动,政策支持、技术平台以及自我发展都是推动

教师实施翻转课堂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能够为

学生提供更好的学习体验机会”是大多数教师的意

愿;而学生则表示,教学视频便于保存并能反复观

看,可以自行调节学习进度是他们希望实践翻转课

堂的最重要因素.

图3 实施翻转课堂期望度

(3)来自外部难以掌控的学生层面的挑战是教

师们不愿实施翻转课堂的主要因素,而来自于教师

自身层面的影响相对较弱;“已经适应当前教学模式

而不想改变”以及“对未知教学模式的不确定”,成

为学生们不希望采用翻转课堂的最重要的因素.与

大多数教师所担心的“学生已经习惯传统的教学模

式,难以接受或适应新的教学模式”一致.

3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构建

3.1 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要素

翻转课堂并非适用于所有课程.对于部分偏重

理论研究的课程,包括学生难以自学的知识性内容,

并不适合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10];而那些可教性

强、所涵盖大部分知识属于布鲁姆分类法低端(识记

和理解)的内容,才比较适合于实践翻转课堂[11].本

文通过调研,提炼出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3个

基本要素,如图4所示,并作了适当说明.

图4 构建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基本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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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以上3个基本要素,本文以高中物理(人教

版)教材以及课程标准为基础,统计出比较适合于

翻转课堂的知识内容,如表1所示.
表1 适合翻转课堂的课题统计

物理概念 包含课题
适合翻转课
堂的课题数

所占比例/%

运动 44 10 22.7
相互作用 50 12 24.0

能量 31 5 16.1
物质 31 8 25.8

总计 156 35 22.4

  统计结果表明,适合于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课

题占总课题的比例小于23%,说明该教学模式并不

能作为主流的教学模式.它更适合作为辅助性教学

模式,参与混合式学习法,达到提高教学质量的目

的.

3.2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遵循生本教育理念,根据上述调查问卷和教材

的统计结果,依据上述3个基本要素,借鉴现阶段国

内外翻转课堂教学模式[12~15],同时融入作者的教育

实习经验,本文构建的一种适合于高中物理的翻转

课堂教学模式如图5所示.

图5 翻转课堂教学模式

  整个过程的实施分为课前内容分析及课前准

备、课中教学活动、课后反馈及知识拓展3个环节,

分别完成知识的传递、知识的内化和知识的拓展3

个过程.

模式中的“知识传递”环节为确定教学目标及

教学重点、制定教学计划并制作微课视频、查找相关

资料上传网络平台供给学生学习并与学生交流讨

论;“知识内化”环节突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

地位,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知识拓展”环节在

于拓展学生的知识面和评估教学效果.本文所构建

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的特色在于家长参与教学实

践,突出家长的监督作用,达到深化家校合作,共同

教育学生的目的.

4 翻转课堂案例设计及分析

本文按照图5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进行牛顿第

三定律翻转课堂设计并实施.针对北师大二附中高

一(2)班的35名同学进行授课.

4.1 课前

首先,确定授课内容.牛顿第三定律是牛顿运动

定律整体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在已经学习了基本

的重力、弹力、摩擦力之后,在即将学习的力的分析

及其合成与分解之前,牛顿第三定律具有承前启后

的作用,并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学生对于力的概念

已有基础.初中时已经学习过“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

用”,并且通过第三章对力的深入学习,“力是物体间

的相互作用”这一概念已扎根学生的脑海.丰富的

生活体验以及充足的案例实践使得学生对该定律的

认知熟悉但却片面.这就需要通过概念重组、深入理

解、制造冲突来弥补学生对于该部分知识内容认识

的不足.从学生年龄特征来看:高一学生具备较强的

参与意识,因此,可以通过直观的物理实验、有效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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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探究以及生动自由的交流讨论来提高学生的学

习兴趣、增强学生的参与程度.

然后,制作视频课件.视频内容包括:作用力与

反作用的定义;牛顿第三定律的定义;牛顿第三定律

在生活中的应用;一对平衡力与一对相互作用力的

联系与区别.图6为视频课件部分截图.

图6 微课视频截图

最后,将微课视频及课前习题上传至网络学习

平台.要求学生观看视频,搜集相关资料自主学习,

完成课前练习.在网络平台上进行师生交流,搜集统

计学生存在的问题.针对性安排课堂活动,达到突破

重点、解决难点的目的.

4.2 课中

课堂教学采取分组讨论的形式,学生4~5人

为一组,对课前自学的知识进行交流讨论,相互交流

疑难与困惑,学生自己当老师上台讲解.学生展示完

毕后,教师对知识进行梳理总结,加深学生的理解,

修正学生错误的概念.

课堂中进行拔河比赛的实际模拟.学生陈述拔

河比赛输赢的关键并论证自己的观点,力气小的女

生分别拉站在地上的男生和坐在小车上的同一位男

生,对得到的不同结果进行分析.以实际模拟情形进

行受力分析,得到拔河比赛输赢的关键不在于双方

自身力量的大小,而在于地面给予的摩擦力的大小.

该活动以辩论比赛的形式提高学生参与度,发散学

生思维,养成学生科学思考的意识,以模拟比赛的形

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实事求是的态度,

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

4.3 课后

布置课后小测试,检验学生学习效果;回收学生

的测验结果,并利用网络交流平台及时获得学生对

该节课的信息反馈,对教学进行反思.同时,增加了

以下拓展内容:《星际穿越》里,库珀为什么说:“牛

顿第三定律告诉我们,总得留下点什么? ”;了解汽

车运动的驱动力来源,查找资料,了解四驱赛车与二

驱赛车的差别,为什么四驱赛车比二驱赛车速度

快?

交流反馈意见表明,学生学习兴趣提高,自主学

习的积极性也有所增强;课后检测表明,86% 的学

生理解了所学的知识,并能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实际

问题.检测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正确率为正确人数

占总人数(35人)的比值.

表2 学生课后检测的正确率

题目类型 题目
正确率/
%

作用力和反作用力
  基本概念选择题 97

  基本概念判断题 94

一对相互作用力与

一对平衡力的比较

用力拉粗糙水平面上的木箱

时各物体间的受力情况
91

牛顿第三定律应用

以卵击石时鸡蛋与石头间的力 100

蹦床中的运动员与蹦床 89

试图靠自身风力运动的小车 86

5 结论

本文所构建的高中物理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分为

课前、课中和课后3个环节,分别完成知识的传递、

知识的内化和知识的拓展,强调家长参与教学活动.

以学生为本的翻转课堂教学模式在中国尚属新生事

物,还需要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和硬件上的投入,以

及教育工作者教学理念的彻底革新.本文的研究对

更新高中物理教师的教学理念、促进教学实践能力

的提升、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的个性化学生有一定

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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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ConstructionandImplementationCases
ontheTeachingModeofHighSchool

PhysicsReversalClass

RanGuohua SunPing
(DepartmentofPhysics,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 100875)

Abstract:Onthesebasisincludingfollowingtheideaofstudents-basededucation,combiningwiththe

resultsofquestionnaireandreferingtothecurriculumstandardsandthetextbookofhighschool,weproposedthree

basicelementsforconstructingaphysicsteaching modeoftheflippedclassroom.Thenwesetupaflipped

classroom modewhichissuitableforthephysicsteachingofhighschool.Themodeisdividedintothreeparts

coveringpreparingforclasses,classroomactivitiesandfeedbackanddeveloping.Theaimofthesepartsisto

achieveknowledgetransfer,internalizationanddeveloping,respectively.Especially,the modeemphasizesthe

interactionamongtheteachers,studentsandpatriarchsinclassroomactivities.Thepost-classtestingofthe

flippedclassroomoftheNewton'sthirdlawshowsthat86%ofthestudentshaveunderstoodtheknowledgeandcan

usethemtoanalyzetheactualproblems.

Keywords:theflippedclassroom;teachingmode;physicsofhighschoolpractice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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